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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枪有多牛？不妨让部队官兵给
出答案。

南疆大漠，寒风萧瑟。武警兵团总
队某部靶场，狙击手段锦东静静地盯着
100 多米远的 1 元钱硬币。瞄准、预
压、击发，“砰砰砰”三声枪响，3枚
硬币先后被击中。段锦东轻轻拍着他的
“好搭档”——国产 7.62毫米高精度狙
击步枪，自信满满地向旁边的观察手交
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

别看现在段锦东这么神气，有那
么一段时间，作为狙击手的他心中有
“难以释怀的痛”。在一次反劫持演练
中，段锦东凭借精湛的射击技能被任

命为“1 号狙击手”，而他的“搭档”
是一支老式狙击步枪。由于老式狙击
步枪的精度不够高，关键时刻没能将
“歹徒”一枪毙命，导致“人质解救”
任务失败。

这一度让段锦东信心受损。国产
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的出现，改变
了他对自我能力怀疑的想法。自从用了
这把枪，他的射击成绩噌噌往上涨，对
面的靶子也被换成乒乓球、硬币这样的
小物件。去年 9月，段锦东拿着这把枪
参加武警兵团总队首届“巅峰”比武竞
赛，在狙击项目中荣获总队第二名的好
成绩。

“有了这把枪，战场上一枪毙敌没
问题！”走下赛场，段锦东对国产 7.62
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赞不绝口。
“良驹还需配好鞍”，猎鹰突击队

官兵也有同感。2008 年，猎鹰突击队
首次亮相世界军警狙击手锦标赛，走
出国门的新鲜劲还没过，就感受到老
式狙击步枪与国外先进狙击步枪在性
能上的差距。

要知道，能代表中国出国参赛的队
员，那可是国内一等一的狙击高手，受
制于手中的老式狙击步枪，参赛队员屡
次与奖牌失之交臂。后来，为了能打出
好成绩，他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狙击步
枪进行训练。赛场上虽然获了奖，但这
种尴尬，让登上领奖台的中国军人，自
豪中却夹杂着另一番滋味。

时隔 7年，国产 7.62毫米高精度狙

击步枪出现在世界军警狙击手锦标赛
赛场。激烈的角逐中，来自猎鹰突击
队的参赛队员王永川凭借这把枪打出
了 赛 场 最 高 分 ， 赢 得 了 “ 王 中
王”——世界狙击手最高竞技场的最
高荣誉！“这把枪，让我们在国际赛场
上有了更足的底气。”走下领奖台，这
个在比赛中沉着应战、精准狙击的汉
子喜极而泣。

一夜之间，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的“女枪神”郭子睿“火”了，随她一起“火”的，还有一
把枪——国产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

前段时间,在央视播出的《挑战不可能》节目中，郭子睿在距离目标 350米远、23米高
的射击位置上，先记住幕布后的 5个玻璃瓶，再使用国产 7.62 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成功
“盲狙”，实现 5发全中。大家在惊叹其枪法精准的同时，对这把枪的性能也发出了由衷的
赞叹。

导读

这两年，中国狙击手凭借国产 7.62
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在各类国际比赛
中斩获颇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把
枪背后鲜为人知的研发故事。

过去，官兵参加世界军警狙击手
锦标赛，因为老式狙击步枪的精度问
题，导致他们在赛场上连连失利。“堂
堂大国能造坦克、军舰、战机，咋就
造不出一把好枪？”参赛队员的失望之
情，深深刺痛了造枪厂的科研人员，
他们怀着打造世界名枪的决心，踏上
了艰辛的造枪之路。

这条路，走起来并不容易。当
时，国外的造枪企业对我国实施严格
的技术封锁。研发团队只好从老式狙
击步枪研制阶段的资料和试验数据入
手，同时搜集各类先进狙击步枪的发
展动态。

枪与弹的匹配对枪的精度影响很
大，这涉及到枪弹结构的很多参数。
为了找到最佳匹配点，技术人员一遍
遍进行参数匹配计算。“真是连晚上
做梦都在想。”有时候，国产 7.62 毫
米高精度狙击步枪设计师范方梅半夜
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赶紧记录
下来，第二天上班时再与数据进行对
比。

造枪之艰，不只枪弹匹配。工厂
车间里，造一把枪要经过几十个加工
环节，每个环节都会影响枪的精度。
1丝=0.01 毫米，是这把枪零件加工的
测量单位。就拿枪的机匣来说，技术
人员要在内径 26毫米的盲孔内挖出一
个深 238 毫米的洞，误差必须控制在
2 丝以内。对于车间技工来说，这是
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反复摸索，甚

至自己动手改造工具，才最终做出合
格机匣。

造枪之难，还有后期优化。1 角
分，是国际上衡量先进狙击步枪的通
用指标，意思是枪在 100米距离上的射
弹散布直径为 2.9厘米。说白了，试制
出的枪要想达到国际标准，就要在 100
米距离内，连续 3发子弹击中 1元钱的
硬币。

然而，当技术人员满心欢喜地带
着试制枪进行测试时，成绩并没有达
到设计的精度要求。这给了范方梅当
头一棒，她的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

回到车间，范方梅抚摸着这把爱
枪陷入沉思。设计图纸完全符合要
求，为什么造出来的枪达不到精度要
求？问题出在哪？要想造出先进的狙
击步枪，精度这一关必须通过。

这一夜，范方梅辗转反侧、难以
入眠。就在她一筹莫展之时，一个
灵感从脑海中闪过，是不是枪管的
弹道出现问题？枪管是子弹出膛的
起点，内膛薄 1 丝或厚 1 丝都会对射
击精度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子弹一
开始就跑偏，必然会打不准。内膛
规格与很多参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联，研发团队只有通过对不同参数
进行组合，制造出不同规格的枪管
进行射击测试，才能找到一组最优
参数。

对于研发团队来说，这无异于大
海捞针。他们换了 400多根枪管，打了
8万多发子弹，硬是从 8万多组试验数
据中找到了枪管制造参数的最优解。
经过改进优化后的枪，再次出现在测
试场。百米之外，3发子弹连续击中靶
心，测试结果为 0.5角分，这意味着国
产 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度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山城重庆，因其雾日之多被称为
“雾都”，中国最大的造枪厂就坐落在城
市的西南角。清晨的浓雾，为刚刚苏醒
的大地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大早，造枪厂来了一批特殊的
客人，他们是驻地各部队的狙击高
手。厂方信心满满地邀请这些“武林
高手”前来，就是要让他们试试这把
枪到底如何。

没想到，面对新一代高精度狙击步
枪，除了精度高，在其他方面官兵并不
是那么满意，反而提出不少问题。

本是团队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得意
之作，官兵为什么提出这么多问题？这
引起了研发团队的反思——部队官兵作
为枪的使用者，是战斗力生成的主导要
素。作为造枪者，如果不从“人适应
枪”的传统怪圈中跳出来，怎能造出真
正的好枪？

受不受官兵欢迎，是衡量这把枪优
劣的标准之一。国产 7.62毫米高精度狙
击步枪基本定型后，造枪厂专门生产了
一批枪，邀请部队官兵进行试用。一段
时间后，研发团队赶赴部队收集用枪意
见。这一次，范方梅坐在不起眼的角
落，她想以一名普通造枪人的身份倾听
大家的真实感受。
“枪管这么亮，难道要让我们在战

场上当‘活靶子’吗？”反馈会上，一
位狙击手的“吐槽”，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来，这名狙击手满怀信心地拿着
国产 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参加年度
军事演习，却因为枪管漆面反光暴露了
自己的位置，导致任务失败。“这样的
枪，精度再高，也上不了战场！”

前一名狙击手话音刚落，又一名狙
击手站了起来。“不光是枪管漆面反
光，还有支撑脚架不防滑，在土质松软
的靶场没什么影响，但在演训场上，这
个问题就特别突出。”

一次演习中，他的狙击点恰好是一
片石堆，加上刚下了场雨，不防滑的脚
架让他据枪不稳，最后没有击中目标，
幸亏有其他战友及时补枪，任务才勉强
完成。

两位狙击手的话就像导火索，引起
了在座官兵的共鸣，大家纷纷倒起“苦
水”，原本气氛融洽的会场瞬间变得火
药味十足。
“重量太沉，官兵体能消耗太大”

“枪托底部的方形设计可以改成新月
形”“抵肩部分材料太硬，能不能换别
的材料”……角落旁的范方梅，一边冷
静思考，一边快速记录大家反馈的问
题。她心里清楚，官兵们提出的这些问
题，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宝贵意见，研

发人员在试验室里测试上千次甚至上万
次都不一定会发现。
“一把经得起实战检验的枪，才

是好枪。”座谈会上，研发人员深刻
认识到，对于枪械制造来说，哪怕 1%
的小问题都足以导致 100%的作战损
失。在演训场上暴露问题不可怕，要
是把问题带到战场上就免不了流血牺
牲。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问题恰恰是
战斗力新的增长点，今天问题分析得
越透彻，解决得越彻底，明天战场打
赢的底气就更足。

返回工厂，他们重新对枪进行改
进优化，新枪的实战能力和人机功效
得到极大改善，再次邀请部队官兵体
验时，一系列贴心设计赢得大家一致
点赞。

打造一把好枪，从初始论证到最终
列装部队，是一个漫长过程。这期间，
需要研发人员经常调研、反复改进。直
到现在，研发团队每年都要对这款枪进
行改进。“狙击没有顶点，狙击枪的制
造同样没有顶点。只有让枪的精度离实
战的准心再近些，打赢未来战场才更有
保证。”采访结束时，范方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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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来的一把好枪
■杨利程 石 路 帅刚社

质量微故事

湛蓝“天空”，“白云”朵朵。南
部战区陆军某部战士刘旺，肩扛某新
型防空导弹仿真训练设备，紧盯着眼
前的大幕。

忽然，一架“敌机”出现在“天
空”一角。瞄准！击发！刘旺迅速扣
动扳机，训练室内响起导弹出筒的呼
啸声。屏幕上，一枚防空导弹如离弦
之箭，直奔“敌机”而去。只见目标
上下翻转，并释放干扰弹，却始终无
法摆脱导弹追踪。数秒后，“敌机”冒
着浓浓黑烟应声落下。
“捕获时间正常、攻击角度正常……

精确交汇、成绩优秀。”陆军武汉军代
局某军代室军代表蔡志刚报告着计算
机上显示的数据，一旁“观战”的战
友们连连鼓掌。

几年前，由该军代室负责监造的

国产新型单兵防空导弹，顺利通过立
项并列装部队，因技战术性能优异，
广受官兵好评。然而，随着实弹实训
全面铺开，问题随之而来。

军代表到部队开展实装操作培
训，时间周期长、消耗弹药多、培训
覆盖面不高，不能满足部队日益频繁

的实战化用装需求，随着一些优秀射
手陆续退役，用装骨干人才断层的问
题日渐凸显。
“部队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方向，

决不能让装备等人才。”该军代室总代
表邹侃下定决心，联合承制企业，研发
一款贴近实战、操作便捷、功能全面的

仿真训练系统。
为了收集各类战机的飞行参数，军

代室与企业分头到空军用装部队及科
研院所进行调研。经过半年多的艰苦
攻关，仿真训练系统研发成功。这款系
统不仅能够呈现出 40多种不同气候及
地形，还能模拟直升机、战斗机、无人机

等多种目标的30多种典型运动航迹。
他们还在幕布投射显示的基础

上，实现各种三维场景与战斗机飞行
状态的自由组合，开发出VR视景眼镜
显示系统。战士在训练过程中，可直
观感受目标飞行、导弹发射、命中目标
等关键节点的声光信号，训练更加接
近实战环境。

在 “ 国 际 军 事 比 赛 - 2017” 的
“晴空”项目比赛中，中国队以总分第
一的成绩力压其他参赛国，摘得桂
冠。我国官兵使用的武器，正是这款
新型防空导弹，参赛队员也全部参加
过军代室的技术培训。

陆军武汉军代局联合军工企业研发仿真训练系统—

让 训 练 更 加 贴 近 实 战
■李振刚 苟 磊

大国重器②

在军工生产过程中，一旦出现
侥幸心理，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要想保证生产安全，须系好思想上
的“安全带”。下面，请看来自淮海
集团的两则小故事——

天天讲安全，烦？

系好思想上的
“安全带”

■季艳妮

“现在开始开会。”一大早，班组
长就集合成员开班前会。“安全就是
生命，不能粗心大意，大家生产过程
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天天都是这两句，听得我耳朵

都长茧了。”小李不耐烦地嘀咕着。
会后，班组长找到小李：“我讲安

全是想让每个人在思想上把好安全
意识关。思想一旦出问题，很容易引
发安全事故，只有时刻敲响安全的警
钟，把安全知识牢记于心，才能养成
正确的操作习惯。”

班长的一番话，让小李羞愧地
低下了头。自那以后，每次班前会
小李都认真做笔记。

点评：安全工作是一项经常性、

长期性工作，贵在常抓不懈，难在落

实日常。而经常性安全教育就是为

了拧紧“思想阀门”，只有在日常工作

中天天讲安全、时时抓落实，才能防

患于未然，将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

动焊没审批，险！

一天，安全检查员小林途经车
棚时发现有人在用焊枪，便去询问：
“王师傅，你动用焊机前，有没有填
写《临时生产危险作业审批表》？”
“我就焊一下老化的车棚，填什

么审批表！”王师傅有点不耐烦。
“无论多么简单的操作，万一出

现事故，谁负责？”小林严厉地说道。
王师傅认识到错误后，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是我疏忽大意了。”说完就
同小林一起去相关部门填写审批表。

点评：生产过程中安全制度执行

不彻底、落实不到位，究其原因是安

全意识淡薄。企业生产必须牢固树

立安全忧患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这

根弦，切不可将规章制度停留在会

上、纸上、墙上，而是要扎扎实实、不

折不扣地落实到每项工作中，才能确

保生产安全。

漫画：马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