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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名枪，堑壕里劲

吹“火力风暴”

50 式冲锋枪，是我国基于苏联的
PPSh41冲锋枪仿制而成的一款枪械。

PPSh41 也被称作波波莎冲锋枪。
该枪于 1941 年 12 月 21 日被批准定型
并装备苏联军队。“波波莎”是俄语“手
提机枪什帕金”三个字头的音译。

1941 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为
抗衡纳粹德国的MP40冲锋枪，苏联定
型并列装了PPSh41冲锋枪。

该枪只有 87 个零件，制造工艺相
对简单，却拥有良好的射击稳定性和火
力持续性，与 M1891/30 狙击步枪、手
榴弹一起被称为“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
的三大法宝”。

该枪的实战表现，可以从其产量
上管窥一斑。截至 1945 年，PPSh41
冲锋枪产量达到 600 万支，而 MP40
只 生产了 120 万 支。在东线战场，
PPSh41 冲锋枪的大弹鼓和高射速使
苏联军队在近战中取得了对德军的
一定优势。

如果说，德军的MP18冲锋枪号称
一战时的“战壕清道夫”，那么，二战中
的苏制 PPSh41冲锋枪就是在堑壕里劲
吹的“火力风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波莎冲锋枪
被许多国家仿制。

1950 年，当时我军的枪械大多来
自外援和缴获，种类繁杂、口径不一。
这一年，为解决我军缺少自动化武器、
单兵火力不足的问题，原沈阳兵工厂分
解转移后成立的庆华工具厂成功仿制
出新中国第一型国产冲锋枪。这型国
产冲锋枪经毛主席批准，命名为 1950
年式 7.62毫米冲锋枪。

50式冲锋枪发射 7.62×25毫米手
枪弹，容弹具容量 35/71 发（弹匣/弹
鼓），初速 500米/秒，枪管长 270毫米，
全长 840毫米，质量 3.64千克。

它继承了波波莎冲锋枪简单耐用、
射速高、火力猛的特点，一经现身便有
效改善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近战夜战
的处境。

沙场显威，志愿军近

战夜战的利器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的主要单兵
装备是M1伽兰德步枪、M3冲锋枪和
汤姆森冲锋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的太平洋战场上，2支 M1伽兰德步枪
的火力就能够压制日军1个步兵班。

入朝作战初期，面对美军猛烈的
单兵火力，为满足作战需求，我国一方
面紧急向苏联购买包括波波莎冲锋枪

在内的大量武器送往前线；另一方面
加快 50 式冲锋枪的量产进程，截至
1953年 12月，共生产了 35.8 万支 50式
冲锋枪。

1951 年，该型冲锋枪开始大量装
备志愿军部队。抗美援朝战场上，它
不负众望，在与 M3 冲锋枪以及汤姆
森冲锋枪的对战中多次占据上风。
7.62×25 毫米的手枪弹在 30-50 米距
离内可以打穿美军重 3.2 千克的防弹
背心，部分缩小了敌我单兵装备之间
的差距。

1952 年 10 月 14 日，上甘岭战役
中，志愿军第 15 军第 45 师第 135 团 7
连 2 排排长孙占元带领配备了 14 支
50 式冲锋枪的突击排反击 597.9 高
地，连续拿下敌人 2 个火力点，仅孙
占元一人就用 50 式冲锋枪击毙敌人
16名。

1953年 7月，志愿军第 68军第 203
师穿插分队在副排长杨育才率领下，化
装成南朝鲜军袭击南朝鲜首都师第 1
团“白虎团”团部。战斗中，猛烈的火力
让敌人以为遭到1个营的袭击。

一次次战斗中的优异表现，让志愿
军战士间流传着赞颂 50式冲锋枪的歌
曲：“50式冲锋枪，我的好战友；打近战
打夜战，杀敌是能手。”

近战夜战是我军的优势，50 式冲
锋枪则成为志愿军战士发扬这一优
势的称手利器。朝鲜战争结束多年
以后，不少美国老兵仍然记得那无数
个寒夜中，来自志愿军的嘹亮冲锋号
声、衣着单薄的身影和突然炸响的火
光弹雨。

烈火锻魂，枪身焦痕

是英雄精神印记

1952年 10月 11日，朝鲜平康前线，
志愿军第 15军第 29师第 87团 9连战士
邱少云和战友奉命到敌人盘踞的 391
高地前方潜伏。第二天傍晚，志愿军将
发起反击作战，对391高地展开总攻。

出发前，部队首长特地叮嘱：“这次
去潜伏，要靠巧妙的伪装，要靠沉着，更
重要的是要遵守战斗纪律……能够完
成潜伏任务，胜利就到手了。”

半夜，战士们悄悄摸到391高地山坡
上的潜伏地。那里有可用来遮蔽身体的
地形和树木，风吹草动都能引来敌人的密
集火力打击。潜伏官兵从头到脚插着野
草，在敌人眼皮底下悄然“隐身”。天亮后，
他们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从地堡枪眼里伸
出来的机枪枪筒和瞭望孔里缩头缩脑张
望的敌人，有时还能听到敌人说话的声音。

时间在潜伏中缓缓流逝。将近中
午，敌人突然开始对山坡盲目炮击，燃
烧弹由远及近渐渐接近潜伏区，但战士
们全然不为所动。这时，邱少云背部被
弹片擦伤。

敌人的排炮更加密集，突然 1颗燃
烧弹在邱少云身旁爆炸，烧着了他身上
的野草。这时，邱少云如果有所行动完
全可以扑灭身上的火苗，但那样就可能
暴露部队的作战意图。

志愿军阵地上的指挥员看到潜伏
区冒起火光，立即命令炮兵向敌轰击以

扰乱敌人注意力。然而，邱少云并没有
站起身来或滚动一下身体。火已经烧
到了他的头上，生死关头，他把身子紧
紧贴在地面上，将 50式冲锋枪压在身
下，两手死死抓着地皮。

和邱少云相距 3米的李士虎脸上
也被烈火烧伤，他眼睁睁地看着火焰烧
着了邱少云的头发、棉衣，闻到了皮肉
被烧焦的气味。他想去扑灭火焰，但邱
少云用目光示意他：千万不能动！

邱少云忍着剧痛，将手深深插入泥
土，直到牺牲，没动一下。

反击时刻终于到来，志愿军战士猛
虎似地发起冲锋，不到 15分钟就占领
了阵地，歼灭南朝鲜军 1个加强连。作
战结束后，战友们在邱少云遗体下发现
了那支灼痕斑斑的50式冲锋枪。

今天，那场战斗的亲历者大多已经
不在人世。但是，这支国产50式冲锋枪
依然在军事博物馆向万千游客讲述着邱
少云的英雄故事，展示着革命军人“纪律
重于生命”的精神信念，诠释着人民军队
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的抗美援朝精神。

时代变化，精神永恒。作为新时代
革命军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那一杆杆
历经血与火洗礼的钢枪所传递的革命
意志、战斗精神。时刻铭记，胜战的密
码不仅在于飞速发展的武器装备，更在
于人民军队代代赓续的血脉、精神。

有了这种信仰的引领、精神的激
励，人民军队就一定会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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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50式冲锋枪——

志愿军近战夜战的利器
■黄 淮 张 昭 袁若晨

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支枪身

有数处明显焦黑灼痕的国产 50式冲锋枪。它浸
染过硝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伴随志愿军特等
功臣邱少云一起向敌人冲锋；它经受过烈火的灼
烤，在潜伏任务中和英雄鲜活的生命一同为胜利
而燃烧。每当看到它，人们总能回想起那段艰苦

卓绝的战斗岁月，联想到无数志愿军战士手握钢
枪舍生忘死的英勇战斗画面。

作为志愿军重要的单兵武器，国产 50式冲锋
枪早已退出我军现役装备序列，但它见证了人民
军队不畏强敌勇于亮剑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承载着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至
今仍能给我们以鼓舞和启迪。

泛海强渡、敌前登陆、背水攻坚……
登陆作战的实施条件非常严酷，作战
的高强度、高损耗和高风险让其有着
“最惨烈的作战样式”之称。不过，这
种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栖装
甲车的不断发展。当前世界各国军队
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作为两栖
装甲车，到底是轮式的好，还是履带式
的好？

一些国家逐渐钟情于两栖轮式装
甲车，有其一定的理由。两栖轮式装甲
车在陆地上有着两栖履带式装甲车难
以匹敌的机动能力，目前国际上的两栖
轮式装甲车普遍采用 8×8式底盘，在
陆地上行驶最大速度可达 100千米/小
时，行驶距离超过 500 千米。换言之，
它能在不被击毁的情况下为步兵提供
至少 5小时的运输载力，大大降低了登
陆部队向纵深进攻的体能消耗，也使高
速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更易于达成。

但是，在海中“泛舟”，则是两栖轮
式装甲车的“老大难”问题，虽然装备有
挡浪板和螺旋桨推进器，但 8千米/小
时的水上速度使其使用者依旧“很是挠
头”，这种相对低速的行驶易使其成为
对手火力打击的靶子。在近岸浅滩地
区，对手防御部队提前设置的水下障碍
和工事，也可能破坏两栖轮式装甲车的
轮胎与悬挂装置，削弱两栖轮式装甲车
上岸后的机动能力，甚至可能使车辆搁
浅，迫使车载步兵提前下车投入战斗。

同时，轮式底盘能提供的机械稳定
性和安全性相对较弱，所以在舱门开口
选择上要更加慎重，尤其是车载火炮带
来的后坐力，使得强渡过程更加凶险。
目前西方主流两栖轮式装甲车普遍装
备 25毫米口径机关炮或 30毫米口径机
关炮，而很少装备 105毫米以上口径的
火炮，就是受到上述条件制约的结果。

一些军事强国大力发展两栖轮式
装甲车，通常有一定背景——这些国家
一般都具有足以保证两栖轮式装甲车
完成泛水登陆行动的能力，如拥有制海
权、制空权以及登陆区域的其他作战优
势。这样，两栖轮式装甲车在强渡这个
环节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以更高完好
率投身登陆后的作战，也才能充分发挥
“脚穿轻便跑鞋”的优势，把火力及时送
达需要的地方，从而提高作战效能。

与两栖轮式装甲车在水中的速度
相比，两栖履带式装甲车的速度更快。
在水中，两栖履带式装甲车的航行速度
可达 25-30 千米/小时，同时兼具较好
的抗风浪性。

这就意味着两栖履带式装甲车能

在距岸较远的海域下水，使登陆舰处于
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相对较高的航速
也能减少敌炮火对泛水编队的威胁，减
少敌海岸防御部队的反应时间。

履带的力学性能优越，不易受到破
坏，同时可轻易跨过大多数障碍物。就
搭载武器而言，它可装配 105毫米口径
的火炮，攻击威力更大。

突击登陆成功后，两栖履带式装甲
车能够凭借其越野能力，配合主战坦克
向敌纵深继续发起进攻。但它也有短
板，一到岸上就无法与两栖轮式装甲车
风驰电掣的机动能力相比。

两栖装甲车哪家强，轮式还是履带
式？还是这句话——离开作战系统去
谈装备的强弱，意义不大。单纯从作战
性能上讲，两者互有短长。如果非要分
出高下，那么显然，能立足实际避其所
短、用其所长的一方，其两栖装甲车有
更大概率彰显出“强者”的一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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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④：抗美援朝战场上使用国产50式冲锋枪作战的志愿军战士。图②：油画《邱少云》。图③：国产50式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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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系列战斗机近年来出镜率颇

高。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出镜是情

非所愿、被逼无奈的——比如这次，美

军一架F-35B战机在空中加油时，撞上

了“空中奶妈”KC-130J加油机，导致

“空中奶妈”在附近田地迫降，而它自己

则直接坠毁。

论及事故原因，被追尾的“空中奶

妈”有话可说，而肇事的“闪电”战机则

处境不妙。毕竟，近年来的数次事故，

已经让F-35系列战机背上了“熊孩子”

的名声。

2018年 9月，美海军陆战队一架

F-35B在南卡罗来纳州因为燃油系统

故障坠机；2019年4月，日本航空自卫

队的一架F-35A在青森县附近的太平

洋上坠毁；今年5月，美国空军一架F-

35A在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坠

机。这次与加油机相撞事故的发生，则

再次引发外界是否应将其定位为“问题

机”的考虑。

“闪电”战机处境不妙并不代表它

就得负“全责”。毕竟，KC-130J加油机

也有“前科”。2018年12月，美军一架

“大黄蜂”战机在日本东海岸空中加油

时，就曾与一架KC-130J对撞，造成6

人丧生。

KC-130J采用的是软管-浮锚式加

油系统，即当受油机接近时，加油机会伸

出一条或多条长长的软管，并调整飞机

姿态，以便受油管插入锥套，锁死后开始

为受油机添加油料。其优点是可以同时

为多架不同型号的飞机加油，缺点一是

输油速度慢，二是软管对大气乱流敏感，

加油机和受油机衔接比较困难。

对“闪电”追尾“空中奶妈”，有关专

家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大概率是两机在

加油时没有衔接好，出现速度差，最终

导致相撞；或者是突然出现强乱流，造

成两架飞机姿态保持不稳、难于控制而

出事；两型飞机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可

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其实，美军并非没有留意到类似问

题。波音公司推出的KC-46加油机，就

企图用硬管加油的方式来取得突破。

但KC-46问世以来，各种问题不断，可

见相关技术仍不成熟。此外，其寄予厚

望的MQ-25“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开始

测试，但这种加油机能否胜任未来新型

空中加油机的角色还要打个问号。

显然，对美军来说，在新的空中加

油机相关技术成熟之前，加油机软管剐

蹭受油机的场景或将继续上演，而战机

追尾“空中奶妈”的可能依然存在。

“闪电”追尾“空中奶妈”
■张倪斌 程 昊

兵器知识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功勋兵器

特别策划

兵器漫谈

遁形匿声、隐蔽突击，是特种作战
的制胜精髓。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军事
行动中，拥有一把微声枪械可以大大减
小暴露风险，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事 实 上 ，微 声 枪 械 不 仅“ 嗓 门
小”，枪口焰、后坐力也大大小于一般
枪械，能有效提升射击精度、增强战
术灵活性。

然而想要研发一款性能优良的微
声枪械，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知其声所
来，明其声所往，才能有效抑制噪声产
生，达到微声效果。

普通枪械噪声主要来源于三个方
面：

首先是膛口冲击波。弹丸出膛的
瞬间，赋予弹丸强大动能的火药气体紧
随其后冲出，冲击波引起周围空气剧烈
震动，形成巨大噪声。

其次，超音速的弹丸在飞行过程
中，会突破音障产生激波，造成尖锐呼
啸声。这与超音速战机在空中呼啸而
过产生的轰鸣声原理相同。

还有一部分噪声来源于枪械自身
的机械作用。枪机的后坐、复位等一系

列机械运动也会产生一定噪声。这种
噪声尽管声响不大，但也最不易削弱。

想有效降低枪械噪声，就必须“量
体裁衣、对症下药”。

主要的消音方式是加装消音器，它
可将骤然喷发的火药气体在枪口处变
为“细流”，进而逐渐消减声音。

消声器尽管原理不复杂，但工艺不
简单。常见的消音器内紧密排列着许
多隔板。隔板材质不同、形状各异，隔
板中间留有供弹头通过的通道。火药
气体穿行其中，如同“过五关、斩六
将”，尽管能够通过，但“伤敌一千，自
损八百”，等到火药气体流动至消音器
前端排出时，压力已大大下降，噪声也
有效降低。

为进一步增强消音效果，许多消音
器采用偏心结构，子弹穿过消音器的位
置不在其几何中心，而是偏向一侧。这

种结构可以制造更长的排气通道，提高
降噪效率。

除了隔板，多孔材料也是“噪声克
星”。利用孔洞缝隙增大火药燃气膨胀
阻力，减缓其膨胀速度，并吸收其能量，
也可以达到消音目的。

消音器未必全是制式的。影视剧
中，常能看到枪手在枪口套上可乐
瓶、用手枪抵着枕头射杀目标的镜
头。这些方法自有一定科学道理：可
乐瓶起到了简易膨胀腔的作用，枕头
里的棉花、羽绒则可起到多孔材料吸
能的作用。

金无足赤，尽管消音器优点多多，
但并非完美无缺。消音器在消音的同
时，会大量吸收火药气体的热量，持续
射击后，便会“酷热难耐”，导致其寿命
缩减；加装消音器后，还会给枪械增加
一定重量，给射手瞄准精度带来一定

影响。
另辟蹊径，柳暗花明。从弹入手消

声降噪，不失为一种有效选择。因此，
无声子弹应运而生。

与普通弹药相比，无声子弹飞行速
度慢，普遍低于音速，因此被称为亚音
速子弹。该类子弹装药量小、弹头质量
大、射程较近、精度一般，然而瑕不掩
瑜，在近战夜战特别是对付没有防护的
重要目标时，它绝对是斩首擒敌的首选
弹药。

而当无声子弹与消音器“双剑合
璧”时，不仅能将射击噪声降至最低，还
可有效延长消音器使用寿命，可谓珠联
璧合。

展望未来，消声武器前景广阔。或
许未来战场上，一片寂静之中，战斗便
已结束；胜利一方携带着消声武器，轻
轻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

如何让开枪“静悄悄”
■刘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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