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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控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橱
窗里的长方形基座上，它静静地蹲坐
着。光线从上面洒下来，使炮筒的上部
明亮了些，金属质感更强。稍稍走近，
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那种经历过无数
次战火洗礼的功勋兵器特有的庄严。

如果不是有着较大口径和较短炮
管，如果不是有着明显的机枪式脚架并
带有三角形的底座，不太熟悉相关历史
的人们很可能把它误认作其他武器。
它的名称叫 50毫米掷弹筒，当时八路军
战士亲切地称它为“小臼炮”，是抗日战
争时期我方军工厂成功仿制自日寇类
似装备的一种单兵小炮。

体积小、便于携带、结构简单、使
用灵活，尤其适于山地作战……在抗
战期间，靠着这种单兵小炮，八路军在
战场上多了一种能与日军近战的火
力，为取得一次次战斗胜利立下汗马
功劳。

翻开相关史料，可以清晰地看到，
从 1940 年下半年开始，到 1945 年抗战
胜利，军工部共组织生产了 2500 余具
50毫米掷弹筒、20多万发炮弹，源源不
断地运往前线装备部队。据了解，当时
主力部队一个战斗班可以配备一具该
型武器，一共装备了近 30个团，有效提
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为抗日战争胜利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仿制，旨在重获近战

优势

八路军组织制造掷弹筒的起因与
彭德怀副总司令有关。1940 年秋的一
天，彭德怀副总司令找到军工部刘鼎部
长，特意提起八路军在与日军近距离作
战时日军所用的掷弹筒，这种武器一度
给我军将士造成不小伤亡，使我军的近
战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彭德怀副总司令问刘鼎部长有什
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
刘鼎部长回复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按照 9月 9日彭德怀副总司令
在军工部生产会议上的指示，军工部组
织水窑一所、高峪三所和柳沟铁厂 3家
单位的技术人员，于同年 10月开始了掷
弹筒及其弹药的研制。

在无技术资料和样品尚未到位的
情况下，刘鼎部长以丰富的兵器制造知
识，草绘了我军第一门自制掷弹筒的示
意图，由工程处技术人员郭栋才、唐成
仪、石崇江等人于 1940年秋拿出样品。
正在这时，总部送来了百团大战中缴获
的日制掷弹筒，军工部决定由水窑一所

和高峪三所仿制这种小炮。

试制，过程充满困难

与艰辛

试制掷弹筒，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
题：一是合格的钢材从哪里来？二是采
用何种技术？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加
工炮筒和弹壳的过程中。当时参与研
制工作的柳沟铁厂只能生产白口生铁，
这种生铁的品质无法满足炮筒的强度
要求。

没有优质钢材，怎么办？军工战士
把目光投向了铁路道轨，通过破袭敌占
区的铁路交通线，获得了用来制造掷弹
筒的钢材。通常，一具 50毫米掷弹筒炮
筒要用去 1米多长、50多千克重的铁轨
道面。经过加热，在高温下反复锻打，
一段段铁轨被锻造成 400毫米长的实心
圆柱体。然后，通过在简陋的机床上打
眼挖空，这个实心圆柱体就摇身变成了
炮筒毛坯。

军工战士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没
有加工膛线的设备。日制掷弹筒内部
有膛线，所用弹药药室圆柱体外裹有

一条紫铜弹带。弹药发射后，膛线与
紫铜弹带相互作用，能确保炮弹稳定
飞行。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紫铜很缺乏，
无法生产紫铜弹带。刘鼎部长经过与
徐璜智等技术骨干共同研究，放弃了
掷弹筒原有的膛线设计，将炮筒改为
滑膛炮筒。为了保证射击距离和精
度，弥补钢材质量方面的不足，他们将
在研的炮筒长度由日制的 280 毫米增
加到 400 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这
些改进，为根据地兵工厂批量生产掷
弹筒创造了有利条件。到 1941 年初，
两具 50 毫米掷弹筒试制成功，随后投
入大量生产，在实战中展现出出色的
性能。

1945年，技术工人温承鼎和吴奎龙
对掷弹筒进行了技术改造。改造后的
掷弹筒被命名为“鼎龙式”。与之前的
掷弹筒相比，鼎龙式掷弹筒由拉环式击
发装置改换成扳机式击发装置。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研制威力较
大的掷弹筒，老一辈的军工人经历了
血与火的考验，甚至还有人为此献出
生命。一次，射手魏振样把正打算亲
手进行试验的刘鼎部长推到身后，自
己走上前去操作。不料，这次试验发
生了炸膛事故，魏师傅的右臂被炸
断。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掷弹

筒的试制才取得成功，最终成为我军
抗击日寇的一种有力近战武器。战士
们称它为“小臼炮”，也称 50小炮。

改进，制造炮弹与炮

筒同样重要

经过不断收集战场上官兵的反馈
意见和有针对性地改进，50毫米掷弹筒
的制造技术日渐完善。后来，军工部组
织生产的 50毫米掷弹筒与其原型相比
已大为改观：取消了以前的螺丝杆，改
为扳机发火；取消了泄气孔；把瓦状底
座改成三角形底座；炮筒上安装了机枪
式炮腿；筒身左侧加挂了扇形标尺，可
以靠重锤摆针检查仰角大小，确定射击
距离等。这样，小炮的结构更趋合理，
性能更加稳定，生产效率也得到进一步
提升。

炮筒制造工艺和性能的改变，也带
来了与之配套的炮弹的改变。最明显
的变化是，50毫米掷弹筒所用弹药丢开
了日造无尾翼弹的设计，改用迫击炮弹
形状的尾翅弹。

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发现，要大量

研制出威力大又可靠的炮弹，军工战士
面对的困难远比炮弹外形上的改变多
得多。其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用
什么来造炮弹的弹壳。当时，炮弹弹壳
通用的主要原料是钢或者灰口白铁，而
且需求量巨大，使用铁路道轨已经无法
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最直接高效的办
法就是对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充分加
以利用。

如何将含碳量高、质硬且脆的白口
生铁锻造成可进行切割加工的炮弹弹
壳用材，成了当时摆在军工人面前的又
一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军工部在柳沟
铁厂成立了实验小组，请来了曾留学德
国的陆达与工人联手攻关，把外国的相
关处理工艺和太行山的焖火技术相结
合，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
加热炉焖烧处理的白口生铁表面的碳
被析出，形成铁素铁，就可以进行车削
加工。

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从
1941年 4月开始，“小臼炮”炮弹便逐步
实现了大量自制，太行山根据地的抗战
历程也因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版式设计：梁 晨 邓杰文

供图：军 博

本版投稿邮箱：jfjbbqdg@163.com

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它为“小臼炮”

掷弹筒：配备到战斗班的抗战利器
■魏国胜 孙成智

对火炮来说，射程远、精度高当然重
要。但是反过来讲，射程远、精度高的就
一定是好火炮吗？未必。南非的 G-7
式 105毫米榴弹炮市场“失意”的事实或
可提供佐证。

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南非开始研发
性能先进、配套完整的火炮。

1975年，南非迪奈尔公司与加拿大
布尔博士创建的国际空间研究公司合
作，开始研制 155 毫米牵引式榴弹炮，
最终形成了一个兴旺的 155 毫米火炮
家族。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南非军方提出
研制一种远射程大威力的 105 毫米榴
弹炮，用来取代老式美制 105 毫米火
炮。由于有了大口径榴弹炮的生产经
验，南非研制远射程的 105 毫米榴弹炮
显得轻车熟路。

1999 年，南非推出了首门样炮，并
命名为 G-7 式 105 毫米榴弹炮。第二
年，该火炮就参加了南非航展，2001 年
打出了 34千米的世界最远射程，这甚至
超过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 155毫米榴弹
炮的射程。

G-7的超远射程，来自 52倍口径的
超长炮管，这个接近 6米长的炮管安装
有高效反冲击式炮口制退器，制退器内

部同样刻有膛线，从而使这门火炮的实
际倍径达到57倍。

G- 7 采用先进的模块式发射装
药，甚至能够发射曳光尾翼稳定脱壳
穿甲弹，在战场上当反坦克炮使用。
它的直射距离为 500~3000 米，发射底
排-火箭复合增程弹时射程则高达 34
千米。

G-7 配备了全套液压操炮系统和
火控系统。火炮的高低与方向操纵均由
计算机控制下的电气-液压伺服系统完
成。它的装填方式为任意高低角送弹和
装药，配备液压链式输弹机。

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先进技术背
后的事实是，无论南非人有多努力，这门
堪称世界先进的 105 毫米榴弹炮，市场
销路一直不畅。造成这款火炮少人问津
的原因很简单——炮体太重。

G-7的战斗全重高达 3.9吨，比美国
M777式 155毫米超轻型榴弹炮还重 200
公斤。目前西方主流的现役 105毫米榴
弹炮，重量均在 2吨以下，大多数可由吉
普车牵引，具有较好的机动性和战场适
应性。

G-7 则有些笨重，炮身也过长，尽
管能够在远程机动时采用炮身回转
与大架并联牵引，但 6 米多长的行军

长度，导致对牵引车辆和道路转弯半
径的要求较高，限制了它的战场机动
能力。

它所用榴弹全重有限，只有 15 千
克，装药量仅为 2.3 千克，轰爆威力过
小。与之相比，俄罗斯采用的 122 毫米
牵引式榴弹炮，榴弹全重 34千克，轰爆
威力相当于 2~3 枚 G-7 的 105 毫米榴
弹。在相同战场条件下，炮兵指挥官更
钟情哪种火炮，答案不言而喻。

G-7 的超远射程在实际应用中也
有点浪费，105 毫米的榴弹炮通常配属
于步兵团或装甲团，团级部队的有效侦
察和打击纵深都在十几千米左右，至于
炮轰 30千米外的目标，那是师一级部队
炮兵的任务。

总之，G-7 的市场“失意”，主要原
因是忘了火炮制造的“初心”，只惦记火
炮的射程了，却忘记了一门好用的火炮，
最重要的是迅速压制和打垮本级部队能
够看得到的敌人，而不是与敌人单纯比
较射程有多远。

G-7为何市场“失意”
■高 岩

对深海潜行的潜艇来说，遇
上反潜平台布设的浮标可不是什
么好事。

为精准定位潜艇位置，反潜机
等平台“雇佣”了不少“情报探
子”——反潜声呐浮标。一旦这些
“情报探子”被撒向潜艇所在海
域，它们就会源源不断地将相关
信息回传给反潜机等平台，让潜
艇“显形”。

但现在，昔日用来发现和猎
杀潜艇的浮标，正在被潜艇所重
视和创造性运用。俄罗斯“圆筒-
M”电子战浮标系统的出现，很可
能意味着俄海军潜艇多了一种隐
身的新利器和新选择。

潜艇一般会通过消音、消磁等
来隐蔽自己。除此之外，俄海军潜
艇还有独门绝技防身，那就是“圆
筒-M”电子战浮标系统。它能通
过“致盲”“致聋”敌方反潜平台所
布撒的声呐浮标，让这些声呐浮标
无法向上“汇报”情况，从而保证己
方潜艇的安全。
“圆筒-M”电子战浮标系统

的“致聋”原理较为简单，就像把
一款信号屏蔽器放在手机旁边，

手机因发射不出无线电信号而与
外界失联。只不过，“圆筒-M”电
子战浮标系统要对付的不是手
机，而是敌方的声呐，阻断的是敌
方浮标的通信链路。
“圆筒-M”电子战浮标由潜艇

发射至水面后，会自动激活，发出干
扰电波，压制附近海域的无线电通
信。由于目前反潜平台所使用的声
呐浮标普遍功率较小，抗干扰能力
偏弱，在“圆筒-M”电子战浮标系
统面前基本上“无还手之力”，所以
大概率会被“致盲”“致聋”。反潜平
台一旦成了“睁眼瞎”，那潜艇就能
较容易地“隐身”逃脱。

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电子战浮
标系统的应用，会在一定区域内造
成大面积的信号盲区，反而更易暴
露潜艇的出没行踪。

不过根据目前一些媒体透露的
消息，俄海军 955 型北风之神级、
667BDRM型海豚级战略导弹潜艇
都将配备这款电子战浮标系统。由
此推测，相关问题或许已经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决，从而能使俄海军相
关潜艇在与对方反潜力量的周旋中
增加几分获胜的底气。

电子战浮标系统—

俄潜艇隐身新选项
■赵艳斌 黄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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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示的50毫米小臼炮。图②：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鼎龙式50毫米掷弹筒。

和其他国家研制的火箭炮相比，以

色列“山猫”火箭炮个性鲜明。比如，它

可以用同型发射平台发射不同口径的火

箭弹，以不同的射程覆盖更大的范围，取

得轰炸的效果。

与“山猫”火箭炮在通用性上特点突

出有所不同，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近年来

推出的“C-山猫”火箭炮走的则是“专业”

路线。“C-山猫”是一款轻型火箭炮，专为

在高风险地区作战的特种部队研制。由

于体重较轻，它可以通过运输机空运，迅

速部署到任务地，支援特种作战行动。

这款火箭炮继承了“山猫”火箭炮

“头脑灵活”的特点，配备了先进的导航

和指挥控制系统，能够实现自主操作。

它所用的新型火箭弹堪称“耳聪目明”，

改用卫星定位制导，可以实现用多枚火

箭弹对同一目标进行集火打击，圆概率

误差较小。它一般适合在传统炮兵火力

精度不足、使用导弹费用又过高的情况

下作为补充火力使用。

以色列“C-山猫”火箭炮

火箭炮是一种远距离杀伤性武器，

发射的火箭弹依靠自身发动机推力飞

行。与传统火炮相比，火箭炮射程远、射

速快，能够对大面积集群目标实施密集

火力覆盖。尽管在精度上和导弹有着不

小差距，但造价相对低廉，可以凭借量的

优势来弥补不足。本期兵器控为大家介

绍几款各具特色的火箭炮武器系统。

俄罗斯的“龙卷风”多管火箭炮是不

少国家列装的火箭炮系统，以射程远、威

力大著称。前不久，俄罗斯军队列装了

这款火箭炮的升级版——“龙卷风-S”

多管火箭炮，其作战性能进一步提升。

“龙卷风-S”沿用了“龙卷风”多管

火箭炮的发射管设计，一次性可装填12

枚口径300毫米的火箭弹，比“龙卷风”

多管火箭炮射程更远。

“龙卷风-S”使用了新型高精度制

导火箭弹。在地面指控、惯性导航基础

上，这款火箭弹新增了卫星导航、无人机

侦察提供目标信息等制导方式，打击精

度进一步提升。据称，该火箭炮系统所

发射的每一发火箭弹都能单独编程，且

具备飞行途中修正弹道能力，这使得火

箭炮一次齐射能同时打击多个目标。

俄罗斯“龙卷风-S”多管火箭炮

约巴龙是一种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的

大型恐龙。以它的名字命名火箭炮，该

火箭炮的威力自然不容小觑。

这款来自阿联酋的火箭炮，看上去

格外强悍，长长的发射车上 ，密密麻麻

全是炮管。它的每辆发射车上，搭载着

4个火箭弹发射架，可在数分钟内发射

240枚火箭弹，威力惊人。

别看它是庞然大物，操作起来却只

需要3名士兵，重新装填弹药所用时间

也很短。

然而，这款火箭炮还是太大太重了。

阿联酋陆军甚至建议相关生产厂家将其

小型化，生产出“迷你”版的更加实用的

“约巴龙”火箭炮。也有专家认为，“约巴

龙”这款“巨无霸”能更好地适应阿联酋海

岸线长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作用。

阿联酋“约巴龙”火箭炮

兵器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