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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时令即将进入三

九。虽然窗外凛风劲吹，但在这辞

旧迎新的时刻，总有千言万语涌上

心头。如果说，2019年的《科技周

刊》为您推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

户。那么进入2020年，我们最渴望

的，就是想继续通过这扇窗户，同时

伸出两只手，与您紧紧相握。

过去的一年，很多时候都觉得，

《科技周刊》更像是一片原野，被很

多的目光注视牵挂，被很多的手耕

耘播种。我们能感觉到那些伸过来

的手，带着温暖带着爱，有的来自科

研院所，有的来自军工一线，更多的

来自基层部队。这些手中，有的捧

着阳光，有的拎着水分与养料，还有

的攥着锄头或镰刀。正是在这种无

言的爱与呵护下，《兵器大观》有了

温度，《科技前沿》有了锐度，《军工

世界》有了深度。

每一份付出都值得尊重。过去

的一年，我们在您伸出手的同时，也

伸出了我们的手。双手紧握中，我

们收获了信任、信心与力量。今天，

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您发出邀请，请

您持续关注我们，关注《科技周

刊》。让我们的手紧紧相握，共同把

这个展示兵器装备、高新科技、军工

世界最新发展的“窗口”开得更大，

在开阔视野、提供借鉴、启发思考

中，为科技强军积蓄起更加磅礴的

力量。

不是所有的子弹容

器都叫弹匣

一个弹匣有多“重”？这不是一个
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研发时间、使用
枪械、材质功用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弹
匣有不同的重量。确切地说，从弹匣的
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它的重量一直是变
量，但其演进的方向大致相同，那就是：
更轻巧便携、更结实好用、装弹量更
多。总之一句话：更贴合实战需要。

弹匣？弹夹？这是不少军事爱好
者极易混淆的两个词。二者虽然关系
紧密，却有所不同。我们最为熟悉的盒
状供弹器叫作弹匣，而弹夹是弹匣的前
身，也被称为桥夹、条夹、快速装弹器
等。

1885 年，奥地利枪械设计师费迪
南·曼利夏研制成功一种带楔形栓体的
新式枪机，弹夹应运而生。这种弹夹将
零散枪弹整齐排列固定在一个金属片
上，并将它们一起压入弹仓，以达到快
速装填的目的——这就是有名的曼利
夏弹夹供弹系统。彼时，弹夹只是一个
金属片，其身量之轻可想而知。

无烟火药问世后，德国将无烟火药
枪弹与曼利夏弹夹有机结合，研制出著
名的“委员会步枪”。随着德国M1888
“委员会步枪”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
与之相配套的弹夹也得以广泛应用。
小小弹夹，以其成本低廉、工艺简单、使
用方便等诸多优点，成为当时枪械系统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弹夹不断演化，形成了现在我
们所熟知的盒状弹匣。作为当下各国
普遍采用的弹匣形式，盒状弹匣被认为
是在重量与装弹量之间精确找到了平
衡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盒状弹匣同
样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必
须频繁更换。

在上世纪 30年代末开始的苏芬战
争中，芬兰军队重创了人数 2倍于自身
的苏联军队，除成功运用战术外，采用
弹鼓设计的M1939 式冲锋枪也使后者
使用盒状弹匣的步枪相形见绌。

弹鼓被有的军迷称作“弹匣 plus”，
是自动步枪、轻机枪等连发枪械常用的
供弹装具。弹鼓形如其名，“肚量大、形
似鼓”是其显著特征。如苏联著名轻武
器设计师格里戈利·斯帕金研制的
PPSh- 41 冲锋枪就采用了弹鼓供弹。
这种弹鼓容量可达 71发，子弹压满时弹
鼓重量达5.3千克。

弹鼓诞生后，很快以其超大的弹容
量，保证了射手在无须频繁更换供弹具
的情况下发射出更多弹药，形成持续火
力压制。但是，弹鼓也存在结构复杂、
成本较高、携带不便等短板，因此只能
在特定作战环境下使用。

弹 匣 还 有 一 个“ 加 长 版 的 亲
戚”——弹链。随着马克沁机枪横空出
世，为其超高射速提供可靠保证的弹链
也应运而生。弹链把大量子弹以串联
方式链接，供给全自动发射的机枪或机
炮使用，以达到保持持续火力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斗中，当时

德军装备了MG08式马克沁机枪,这种
由弹链供弹的机枪因杀伤力巨大被称
作“火力狂魔”。德国的HK23E机枪就
使用弹链供弹，只不过，其弹链装在盒
内以便吊挂在机枪下。弹链兼具价格
实惠、便于携带等诸多优长，但它也未
必十全十美，与弹匣相比，弹链装填过
程较为繁琐、耗时较长。

此外，还有弹盘、弹带、弹板、弹
筒、弹斗、弹巢等诸多供弹装具，他们
与弹匣的形状结构不同、装弹容量不
同，但作用相同：都是为枪械供弹。各
式各样、轻重不一的供弹装具组成了
一个庞大的家族，为枪械提供充足弹
药支撑。

战火“主刀”为弹匣

“塑型”

为了更好地适应战场、发挥作用，
弹匣的形态随着战争形态演进和枪械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重量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

从栓动式步枪发展至如今的各类
先进自动步枪，供弹方式经历了单发装
填、金属制桥夹、直弹匣和弯弹匣的进
化，每一次的改进都是根据战场上士兵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体验反馈和总结
做出修改的结果。

早期弹匣多为单排设计，例如柯尔
特M1911手枪，弹匣单排设计使得该枪
容弹量仅为 7发。随着枪械技术不断进
步，双排弹匣设计成为时代主流，95式
自动步枪和 92式手枪的弹匣都是双排
结构。主流之外，为增大弹匣容量，还
出现了三排弹匣、四排弹匣、可拆卸式
弹匣等诸多弹匣种类。

冷战时期，最早出现的一批现代自
动步枪，其弹匣研发分为两种路线，一
种是以 AK系列为代表的苏联路线，使
用中口径全装药威力弹的弯弹匣；另一
种是北约路线，是以M16为代表、使用
小口径减装药子弹的直弹匣。越战中，
后者的表现差强人意，只能半自动射
击。美军发现火力不足后增加了全自
动射击模式，子弹却不够用，需要频繁
地更换空弹匣，不停尝试后，北约也将
弹匣容量提高到了30发。

那么，为什么各国当前普遍使用容
量为 30发的弹匣？简单地说，这是从战
火中总结出的经验。经过考证和计算，
在实战中，容弹 30发的弹匣刚好可以为
卧姿射击的士兵提供最科学与舒服的
支点。

除了直与弯的变化、薄与厚的改
进，弹匣的设计理念也有了长足发展，
滚筒弹匣便是经典一例。设计师迈克
尔·米勒和沃伦斯·斯托克顿在 1985年
提出，在弹匣内部主轴上安装旋转弹
簧，令子弹沿着螺旋导槽逐步向前推
进，运动路线与电钻钻头的凹槽类似，

为弹匣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款采用滚筒弹匣供弹的冲锋

枪，就是卡利科冲锋枪。作为一种轻巧
紧凑、容弹量大的弹匣，它的最大供弹
量达 100发，从射击火力持续性来看可
与机枪相媲美。如此设计，在确保较大
弹容量的同时，既避免了超长弹匣造成
的枪身高度过高，又避免了弹鼓造成的
宽度过大。不过，该型弹匣分量沉重、
结构复杂、故障率高，一旦发生故障难
以迅速排除，因此并不适合作为普遍装
备的供弹装置。

未来战场，弹匣到底

有多重

科技的不断发展让未来战场的弹
匣重量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轻巧便
携、皮实抗造、装弹迅速、通用性强是其
不变的目标与追求。

减轻重量，先从材料下手。新型
材料的发展让弹匣“轻身”有了很多可
能，当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铝合金
弹匣，如以色列的 TAR-21、比利时的
F2000 等。铝合金弹匣与塑料弹匣相
比有较高的强度，不易磨损脱落和发
生弹匣口部变形，尤其是便于加装快
速装弹器。

近两年，德国 HK公司推出了一款

新型聚合物弹匣，该型弹匣全身透明，
可以清晰看到内部弹簧组件和子弹数
量，且坚固耐用。

新材料改变着弹匣的形态，新技术
的诞生也让弹匣悄然在发生变化。美
国辛特考公司在市场上推出配用于格
洛克 43手枪的 3D打印扩容弹匣，该弹
匣被命名为“3Dplus2”，“plus2”意为增
加 2发容弹量。该弹匣兼具身量较轻、
安装方便等特点。
“私人定制”“互换通用”等理念也

让弹匣重量可增可减。一种枪适配多
种弹匣和一种弹匣适配多型枪械形成
的排列组合，让战士在执行任务时可以
灵活选择弹匣，精确控制携弹量。

此外，让弹匣更为顺手好用的各类
配套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让人目不暇
接。比如弹匣防尘盖、弹匣连接器、快
速装弹器、“快速再装填”弹匣袋、弹匣
连接器，甚至还出现了弹量数字显示
器，这些装备的出现让弹匣进入了运用
“易时代”。

展望未来，微型子弹、埋头弹等新
型弹药的运用或可让弹匣进一步瘦身
缩水，而微型激光武器、电磁武器的运
用，甚至可能让弹匣“有其实”而“无其
型”。未来战场上，弹匣的重量将依然
会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一同变化，但为枪
械提供持续可靠的弹药始终是其不变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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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弹 匣 有 多“ 重 ”
■刘建元 朱梦圆

历来空战中，战斗机都是轰炸机的

克星。然而不久前，网传俄军一架

图-160战略轰炸机甩掉了拦截它的两

架F-35A战斗机，令后者“望尘莫及”。

据称，去年 11月 3日，俄军一架

图-160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国际空

域战备巡航时，遭到两架 F-35A战斗

机伴飞监视。当两架战机分列左右为

俄战略轰炸机“护航”时，图-160加速

前冲。F-35A战斗机飞行员加力向前

追，最终因航速不够快眼睁睁看着眼

前这只漂亮的“白天鹅”扬长而去。

且不论此事是否属实，仅从战机

性能尤其是航速的角度来考虑，也存

在号称“最先进”隐身战机的F-35A飙

不过30多年前服役的图-160的可能。

F-35A战斗机最强的方面是隐身

攻击，在机体设计方面相对臃肿。这

种飞机理论最大速度据称只能达到

1.8马赫。

图-160是苏联时代研制的超音速

变后掠翼轰炸机。变后掠翼的设计，使

得这型战机既可以在亚音速状态时获得

足够大的升力，实现在更短距离起降，也

可以在调整为大后掠角、小展弦比状态

时，满足飞机对超音速飞行的要求。

图-160的翼展在亚音速平直状态

时长55米多，超音速全后掠状态时长33

米多。机翼下的4台加力涡扇发动机所

产生的最大推力，在12千米的高空能够

使战机达到2.05马赫的速度，而且还能

够实现全程1.5马赫的超音速巡航。

面对如此强悍的战略轰炸机，若

真要长距离“飙车”，F-35A战斗机也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绝尘而去”。

“最先进”战斗机追不上轰炸机?
■刘林菁 王 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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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漫谈
吴志峰绘

最初，步枪子弹也采用圆头设计。
如早期的火绳枪和燧发枪，子弹顶端都
是圆球形，以及后来带有弹壳和底火的
定装步枪弹，有些弹头也是圆形的。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军用制式步
枪弹逐渐由圆头改为尖头，原因是军队
对步枪射程要求在不断增加，而当时随
着火药质量改善、膛压大幅上升，又给步
枪射程增加提供了可能。

步枪子弹由圆头发展为尖头并不难
理解。首先，步枪子弹变为尖头后，更加
细长、尖锐、流线型更好，飞行阻力小于
圆头弹，有利于保持子弹的飞行速度、增
大步枪的有效射程。

其次，尖头子弹命中目标后，弹头产
生的压强较大，比圆头子弹更容易击穿
障碍物，使步枪的杀伤效果明显提升。

再次，尖头设计的步枪子弹弹头前轻
后重，当这种尖形弹头击中躯体时，很容易
失去稳定，发生剧烈翻滚，“空腔效应”更加
明显，造成的伤害也成倍增加。

既然尖头设计有这么多优点，那为
什么手枪子弹多为圆头设计？

这是因为手枪属于近距离使用的武
器。它的有效射程一般只有 50米，在大
多数场合下，它的交战距离往往只有
10～20 米。手枪子弹不追求数百米的
有效射程，但它要求拥有很强的停止作
用。所谓停止作用，就是指让被射击目
标迅速丧失行动力的能力。因为手枪子
弹初速先天受限，所以它走的是依靠大
口径、大质量、钝形弹头换取优秀停止作
用的技术道路，而且圆形弹头不容易造
成过度穿透，能有效避免误伤其他人员。

加上手枪尺寸较小、弹匣有一定限
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圆头子弹
比尖头子弹更有利于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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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岩

兵器连连问

影片《战狼 2》中，吴刚饰演的老兵何建国单手换弹匣
的动作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实战中，该战术动作
能够大幅压缩火力间隔，提升射击效率。赞叹之余，有军
迷发问，这是什么弹匣？一个弹匣有多重？

弹匣重量的问题不仅被热心观众和军迷所关注，更

为世界各国军队所重视。一般来说，战士们都希望弹匣
既轻巧便携又装弹量高。然而，鱼与熊掌通常不可兼
得。如何在弹匣重量与装弹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始终是
世界各国军队研究的命题。今天，就让我们走近弹匣，一
同去了解它。

图①：使用弹夹供弹的M1888“委员会步枪”；图②：使用塑料弯弹匣的AK74步枪；图③：采用弹鼓供弹的PPSh－41冲锋枪；图④：采用滚筒弹匣供弹的卡利科冲
锋枪；图⑤：使用盒装弹链供弹的HK23E机枪；图⑥：采用铝合金弹匣供弹的TAR-21突击步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