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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广角

功勋火炮背后站着

一支功勋连队

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门
进入，沿着长长的西侧扶梯缓缓下行，
迎面而来的展品与墙上的油画很快会
让人的思绪穿梭回那段枪林弹雨、硝烟
弥漫的战争岁月。

负一层展区里，十余门榴弹炮组成
钢铁阵列。一门美制 M1式 155 毫米榴
弹炮赫然位于阵列的“C位”。一听“美
制”二字，大家肯定能猜到，这门榴弹炮
是志愿军将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
的战利品。博物馆中陈列的只是所缴获
的同类装备中的一门，和其他被缴获的
榴弹炮一样，它在志愿军将士手中对敌
人反戈一击，成为志愿军得心应手的压
制火力，最终成为一门“功臣炮”。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榴弹炮第 2
师炮兵第 30团 5连就运用包括此炮在
内的炮兵火力，支援步兵连续击溃敌
人 10 余次集团进攻，击毁敌人 105 毫
米以上的榴弹炮 48门、迫击炮 3门、坦
克 7 辆、弹药库 10 处。此战役后，该连
荣立集体一等功。

功勋火炮背后，站着一支能征善战
的功勋连队。我们都知道，强大火力源
于火炮与弹药的性能，实现高效打击则
要依靠炮兵的出色操控。正是人装结合
程度上的差异，使抗美援朝战场上的
M1式 155毫米榴弹炮在志愿军和美军
手中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多次见证志愿军将

士反转战局

M1式 155毫米榴弹炮是 20世纪 50
年代美军师级支援火力的支柱。凭借该
炮强大的火力和非同一般的精度，美军
曾在二战中创造出火力中继战术。

显然，拥有 M1 式 155 毫米榴弹炮
等一大堆先进武器装备使朝鲜战场上
的美军产生了错觉。麦克阿瑟甚至扬言
要在感恩节前赢得战争胜利。然而，这
份“自信”很快被志愿军击得粉碎。

1950年 10月 25日，志愿军与“联合
国军”遭遇，打响了朝鲜战争的第一次
和第二次战役。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志
愿军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劣势装备
重创了装备着现代化武器的美军及南
朝鲜军，打击了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
美骑兵第 1师的嚣张气焰。

两次战役中，志愿军缴获了大量美
式装备，其中就包括现陈列于军事博物
馆的这门M1式 155毫米榴弹炮。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陆军师拥有
72门榴弹炮，志愿军步兵部队却一门都
没有。那么，M1式 155毫米榴弹炮怎样
落入志愿军将士手中的呢？

据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辑的

《朝鲜战争》记载，“联合国军”使用M1
式 155毫米榴弹炮的方式十分“笨拙”。

M1式 155毫米榴弹炮庞大笨重，不
便于迅速机动，所以它通常会被美军安
排在车辆纵队的末尾行进，以避免巨大
的火炮和牵引车堵塞道路。

这种安排的结果是，受到志愿军攻
击时，M1式 155毫米榴弹炮常会被败逃
的美军丢弃。

据洪学智将军回忆，美军对这些败
逃时来不及带走而丢弃的武器装备，往
往会在一两个小时之后派来飞机，用汽
油弹将其炸毁、烧毁。然而趁此间隙，志
愿军就会快速抢运出一批。

这批来之不易的榴弹炮，后来被交
给炮兵第 30团一个营使用。在该营战士
手中，M1式 155毫米榴弹炮“摇身一变”
成了对敌进行火力压制的重器。

数量虽少却总能发

挥出最大威力

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炮兵
第一次以师以上规模出国作战，那么
上甘岭战役则是敌我炮兵对决的巅峰
时刻。

上甘岭战役历时 43 天。敌我双方
在不足 4 平方千米的狭小地区，投入
了大量兵力火力。在持久激烈的反复
争夺中，“联合国军”共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0枚，最多时一天
发射炮弹 30余万发，投炸弹 500 余枚。
我军火力也空前集中，发射了 35 万余

发炮弹。
在这场一个多月的拉锯战中，炮兵

火力密度世所罕见。在这种情形下，志
愿军操控和使用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M1式 155毫米榴弹炮，打出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威名与威风。

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炮兵只有 24
门 M1式 155 毫米榴弹炮。这使得志愿
军必须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炮兵
第 30团 5连的战士们通过步炮联合观
察所、肉眼观察、步行机侦听、前沿步兵
报告等各种方式确定敌人炮位，采取
“游击战术”，机动牵引着这些近 6吨重
的大家伙打一炮换一个地方，压制敌军
火力，击毁敌军装备，支援步兵击退敌
人的集团冲锋，每一炮都力求达成最佳
杀伤效果。

对志愿军的炮火打击，一名被俘
的美军连长感到困惑：“你们的大炮一
定比我们多，白天打晚上也打，打得我
们坐卧不宁”。原炮兵第 1师师长文击
回应：“大炮可比你们少多了，不过我
们知道怎样让有限的炮兵发挥最大的
威力。因此，你会觉得我们的炮火无处
不在。”

“气多钢少”注定击

败“钢多气少”

上甘岭战役，与其说是对两个山头
阵地的争夺，毋宁说是交战双方智力和
毅力的较量，尤其是士气的较量。正如
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

力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看，精神
总能征服利剑。”

武器之用，要在得人。该型榴弹炮
在志愿军手中威力大增，不仅仅与战术
传统、战术素养有关，更源于志愿军将
士有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

正因为有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
“上甘岭精神”，在远有敌方炮火的死
亡威胁、近有沉重炮身转运压力的情
形下，包括炮兵第 30 团将士在内的
志愿军炮兵才用“重武器”打活了“游
击战”。

胜利的代价是无数志愿军将士的
流血牺牲。时年 26 岁的 30 团 5 连指导
员袁守志不退一步，把热血生命永远
留在了那片土地。同样留在那片土地
上的，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他们
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再次大写了
人民军队“正义之师”“威武之师”的光
辉形象。

70年后，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
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人民解放军也
早已装备了火力强大的国产 155毫米榴
弹炮。这门 M1式 155 毫米榴弹炮则成
了文物，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展台上，
接受人们的景仰与礼赞。它见证并参与
催生的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则在新一代人民军队官兵的心
中深深扎根、茁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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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缴获的美制M1式155毫米榴弹炮

反戈一击的“霹雳火”
■自国天然

像鱼一样游动在海水中执行侦察任
务，像骡子一样行走在崎岖地面实施战
场补给，像蜻蜓一样悬停在空中对目标
进行定位与监视……

如今，这些曾在影视作品里出现的
仿生机器人执行任务场景，正一步一步
变为现实。

去年 6月，韩国国防部披露了研发
军用仿生机器人的消息，并预计 2024年
开始装备军队。

今年以来，世界多国相继发布消息，
加快仿生机器人的研究进度。

世界上第一个仿生机器人是单臂仿
生机器人。后来，其同系列的单臂仿生机
器人被应用于空间站实验。第一个用于
执行军事任务的仿生机器人是仿生机械
蟹“Ariel”，被用于执行清除水雷等任务。

在仿生机器人研究方面，尽管各国进
度不一，但对军用仿生机器人的研究，各国
起步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1世纪初。

伊拉克战争中，“背负式机器人”投
入实战，凭借其行动的灵活性和环境适应
性，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之后，各国对军
用仿生机器人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展开。

经过 10多年发展，军用仿生机器人
门类趋于多样化，根据执行任务不同，可
分为物资运输类、情报侦察类、扫雷排爆
类等；根据其工作环境不同，又可分为地
面仿生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人以及空
中仿生机器人。

地面仿生机器人算得上是“带头大
哥”，问世最早。根据行走方式的不同，
它又可以分为足式机器人、爬行类机器
人、跳跃式机器人。其中四足仿生机器
人已出现在一些国家的军队中。

水下仿生机器人如仿生蝠鲼、仿生
水母等具备灵活、低噪、柔软的特点，其
设计初衷大多是在水面、水下执行排爆
和监视任务，但是，它们大多尚处于研发
阶段。与之相比，上世纪研发的仿生机
械蟹、仿生龙虾则显得有点粗笨。

空中仿生机器人可以像所仿对象一
样在空中飞行。例如，德国研发的仿生
狐蝠运动灵活，可搭载运动追踪系统和
可移动式照相系统，并借此合理规划飞
行路线，避免空中相撞。一些仿生蜜蜂
尺寸很小，重量较轻，带有自动传感器和
电子控制设备，可以感知环境变化并回
传信息。

除了模仿生物的外形，一些军用仿生
机器人则侧重于模仿生物的局部结构。

根据青蛙能精确捕食运动中的昆虫
这一现象，研究人员根据青蛙眼睛的特
殊结构，发明了电子蛙眼，可用于快速识
别高速飞行的导弹、飞机等运动目标；依
据苍蝇楫翅和触角的工作原理，设计人
员研发出导航振动陀螺仪和嗅觉传感
器，用以识别化学气体并在化学烟雾中
辨明方向……

军用仿生机器人是多学科知识相互
交融的成果，它的研发并不简单。有些
国家研发的仿生蜂鸟重量不到 100 克，
却能够在每小时 8千米的风中飞行。为
达到这一要求，材料学、结构学、动力学

等多学科专家用了 5年时间，其难度可
见一斑。

这种难度与战场对军用仿生机器人
的需求相比，却不足以让相关研发工作
哪怕是按下暂停键。将不同性能、种类
的军用仿生机器人协调起来，使之能与
士兵协同作战，已是信息化战争的发展
方向之一。

当今，例如“猎豹”“大狗”等仿生机
器人已装备美军，俄罗斯的仿生机器人
研究正迎头赶上，荷兰军方也已将“雨
燕”仿生机器人作为其执行侦察监视任
务的装备。

可以预见，在这方面，世界各国将会
持续加强对自然界生物形态和特征的研
究，结合人工智能、机械制造和信息科学
等技术，实现对生物的高级模仿。这势
必会使军用仿生机器人在功能和技术层
面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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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

我们造。”走近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陈列的许多兵器

展品，相信很多人的脑海中都

会浮现出这段熟悉的旋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

战争，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在战火硝烟洗礼下越战越

勇，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

回顾抗美援朝战争那段历

史，人们经常会为志愿军将

士参加战斗的艰苦卓绝而震

撼，同时也常被他们英勇顽

强、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所

打动。

面对一件件功勋兵器，

人们会油然而生敬意。因

为，就是用它们，志愿军将士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力克强

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

利。这些武器装备中，有不

少是从敌军手中缴获、又对

敌人反戈一击的。

历史不会磨灭，英雄业

绩永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

介绍的这门美制M1式 155

毫米榴弹炮，就是当时志愿

军将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

革命豪情的见证者之一。

土耳其近年来在武器装备研发方
面进展较快，新武器装备投入实战的节
奏也有所加快。其中，号称“无人机新
贵”的“安卡-S”在中东地区冲突中频频
出镜亮相，其表现较受外界关注。

那么，“安卡-S”究竟是一款什么
样的无人机？它真的如一些媒体所说，
是土军的空中新“弯刀”吗？
“安卡-S”的问世，源于土耳其国防

工业局的一项本土无人机研发计划。
当时，该计划对它的定位是大型中高空
长航时无人机。

它的“娘家”土耳其航空航天工
业公司先后推出了“安卡”系列 4个型
号的无人机。“安卡-S”还有 3 个“兄
弟”：“安卡-A ”和“安卡-B”这两个

“哥哥”是“探路者”，为“安卡-S”铺平
了配备光电吊舱、加装卫星通信设备、
配备使用武器的道路；“安卡-I”这个
“兄弟”，则另辟蹊径成为电子战型无
人机。

2018年，“安卡-S”完成各项测试，
开始服役。作为以侦察和监视“起家”
的大型无人机继任者，“安卡-S”有着比
较先进的航电系统及飞控软件。借助
计算机控制，它能够调整飞行姿态，在
与地面控制站失去通信联络的情况下，
按照预设航路点，返回预定位置。依靠
自动起飞与着陆系统，它能在条件较差
的地面实施起降。由于配备了新一代
光电/红外摄像机，它可以在昼夜条件
下获取高分辨率的图像和视频。搭载

的合成孔径雷达可与地面移动目标指
示器配合使用，用于探测、识别、跟踪地
面目标。

作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有两个
翼下武器站，可携带指定型号的空射
导弹发射器和火箭弹吊舱，用来发射
空地导弹和激光半主动制导火箭弹，
攻击对手的轻型装甲目标、人员、军事
掩体和地面雷达站。它的头部装有卫
星通信天线，具备一定的超视距作战
潜力。较高的实用升限、较长的留空
时间、较远的作战半径以及通过加密
数据链路实时传输信息等性能，使它
具备一定战力。

但是，这款外形与 MQ-9“捕食
者”无人机类似的无人机价格较为昂

贵，根据突尼斯采购 6 架“安卡-S”的
价格来看，单价达到 4000 万美元。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耳其军队列装
的数量。

尽管“安卡-S”的定位是大型中高
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有效
载荷却不大。它所能发射的导弹和火
箭弹个头较小，精度相对有限，加上没
有隐身功能且飞行高度有限，如果碰
上较强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飞行高
度为 7千米左右的“安卡-S”就会真的
有些危险。

“安卡-S”—

土军空中新“弯刀”
■李 磊 李 想

兵器知识新装备展台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功勋兵器

特别策划

有着“陆战之王”美誉的坦克，历来

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前不久，巴西陆军发

布了两份关于采购新一代主战坦克的文

件，不仅对新一代坦克重量、隐身、抑爆

等性能提出明确要求，还要求必须装有

诸多先进“挂件”。那么，坦克都有哪些

“挂件”呢？

提到坦克“挂件”，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外挂装甲。为抵御各类反坦克武器的

攻击，外挂装甲的种类纷繁多样。比如，

专门用于对付火箭弹、破甲弹的“栅栏屏

蔽装甲”，该类装甲颇有太极拳以虚避

实、以柔克刚的意味。还有当今运用广泛

的模块化反应装甲，这种装甲外形酷似

盒子，“肚子”里却别有洞天。其内部填充

惰性炸药，这种炸药对小一点的冲击如

子弹、小口径炮弹的打击不会做出反应，

可是一旦受到大威力的反坦克武器攻

击，惰性炸药就会瞬间“发作”，“以爆制

爆”破坏来袭弹药。

随着反坦克火器的发展，传统的模

块化反应装甲在面对穿甲弹、多级串联

破甲弹和特种枪弹时逐渐显得“力不从

心”。为此，各国纷纷祭出高招。比如，以

色列通过对钢板、炸药层、惰性材料巧妙

排列组合，研制出复合结构反应装甲；俄

罗斯通过改变相邻复合材料层之间的声

阻抗比，发展出防殉爆反应装甲；美国则

着手研制具备隐身功能的反应装甲，以

帮助坦克实现隐蔽突击。

主动防护系统是当今坦克的“时髦

挂件”。它实质是一种智能化弹道拦截

武器，通过主动探测识别，迅速发现敌方

来袭弹药，对其实施“硬杀伤”，可在坦克

周围一定范围内形成一道防护圈。俄罗

斯“竞技场”主动防护系统还具备先进的

目标选择和防攻顶能力。

2011年，一辆以色列“梅卡瓦”Mk4

主战坦克使用“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拦

截了一枚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射的反坦克

导弹，让这款主动防护系统名声大噪。这

套系统有着“聪明头脑”，当雷达探测到

来袭目标后，只有计算结果显示目标将

会击中车辆时，发射器才会发射弹药拦

截。它采用的自动再装填系统，能够使战

车实现持续性自我防护。

“抛射式烟幕弹榴霰弹发射器”作

为简单实用又多能的“挂件”，自诞生之

日起便备受青睐。这种形似坦克“耳朵”

的小圆桶既能释放烟幕暂时隐藏坦克行

踪，还能打出榴霰弹，歼灭靠近坦克的有

生力量。如今，这类发射器尽管外观变化

不大，弹药里面的“馅”却有了很大改变。

比如，法国、英国研制的新型烟幕弹能制

造宽波段消光烟幕，可以有效降低一些

制导反坦克火器的效用；有的战车通过

抛撒特殊粉末材料，能在空中形成气溶

胶，制造“冷烟”，有效衰减红外辐射。有

的国家还研制出“探测、告警、发射一体

化系统”，确保烟幕弹在最合适的时机发

射，发挥最大效用。

如今，坦克的“挂件”还在“做加法”，

比如搭载小型无人机用于侦察战场态

势、加挂电磁反应装甲增强防御能力、加

挂激光压制系统“致盲”敌坦克、加挂遥

控武器站提升火力，等等。或许，有朝一

日，坦克生死之战最终会成为各类“挂

件”综合效用之争也未可知。

坦克“挂件”知多少
■刘建元 慕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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