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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春笋”，用这个词来形容近年来世界各国步兵战车的发展态势，似乎再恰
当不过。

俄罗斯研制出K-17“回旋镖”轮式步兵战车，美军工集团去年10月展示了为
美陆军研制的下一代载人步兵战车样车，德国推出了KF-41步兵战车，哈萨克斯
坦于去年11月完成了“雪豹”步兵战车在各种环境中的测试，爱沙尼亚一些公司
则在集中力量研发“Type-x”无人步兵战车……

这些步兵战车中，有的外形科幻，有的车形高大，有的火力威猛……不同的

特点也体现着研发路径的不同。其中，波兰“博苏克”（Borsuk）步兵战车是一个
较为另类的存在。其生产厂家曾深度参与苏式战车、坦克的本地化生产，而今又
按照北约标准制造武器装备。因此，“博苏克”的设计带有对多国步兵战车长处
兼容并收的特点。

“博苏克”，在波兰语中意为“獾”。以此命名步兵战车，显然是期待其能像獾
一样勇猛、灵活、坚韧。那么，“博苏克”是否真有实力像其研发公司所期望的那
样成为东欧之“獾”？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近这款步兵战车。

封面兵器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兵 器 控

■本期观察：李 磊 王晓煊 李学峰

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托步枪”，在一

定程度上是指不用像以前那样设计独立

枪托，而是在将枪机和弹匣移到扳机组

后方的同时，对其与枪托进行一体化设

计。和传统有托步枪相比，无托式步枪的

优势在于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既

拥有卡宾枪那样的“五短身材”，又拥有

传统有托步枪那样的长枪管，确保射程

与精度更加契合城市巷战、室内近战以

及乘坐步兵战车突击作战等环境。本期

“兵器控”，就为大家介绍三款比较有代

表性的无托步枪。

立足实际需求——

多次尝试后回归自主
研制

2017 年 9 月，波兰在国际防务工业

展上首次展出了新研制的“博苏克”步

兵战车。

与 同 期 德 国 推 出 的 KF- 31、KF-

41 步兵战车不同，“博苏克”步兵战车长

了一张“大众脸”。但是，就是这型“长

相平常”的战车，却被波兰军工企业和

波兰陆军寄予厚望——用来替代老旧

的 BWP-1S 步兵战车，成为未来波兰陆

军装甲战车的“主力担当”。

对波兰军工企业和波兰陆军来说，

这型步兵战车既体现着设计思路的大

幅度调整，也体现着“专注自身需求与

实战能力”认知的跃升。

波兰作为冷战时期华约阵营的重

要成员之一，与苏联长期在工业领域保

持 着 密 切 联 系 ，其 军 事 工 业 也 因 此 受

益，拥有较强研制能力。

冷战结束后，波兰开始选用北约各

国 通 用 的 武 器 装 备 ，大 批 量 引 进 德 国

“豹”式主战坦克等，并着手生产北约标

准的自行火炮等装备。

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该国仍有

大 量 苏 式 装 备 在 军 队 中 服 役 ，其 中 就

包 括 BWP 系 列 步 兵 战 车 。 该 系 列 战

车 以 苏 联 BMP-1 步 兵 战 车 为 基 础 研

制 而 成 ，拥 有 较 好 的 机 动 性 和 航 渡 能

力，但防护能力较弱。如今，它已无法

有效应对战场上日益强悍的反装甲火

力。

为迅速实现装甲部队现代化，波兰

最初也曾热衷于“拿来主义”。2002 年，

波兰从芬兰引进 XC-360P 轮式步兵战

车，交由本国企业生产。不过，波兰陆

军的主战场是东欧原野，出入泥沼和泅

渡过河是步兵战车的“必修课”，轮式装

甲车显然力有不逮，履带式装备依然不

可或缺。

在列装履带式步兵战车方面，波兰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产品。尽管

该国也曾考察过瑞典的 CV90、德国的

“美洲狮”等步兵战车，但相关方案要么

要价过高，要么不符合自身需求，后来

均无果而终。在多方引进无果的情况

下 ，波 兰 决 定 自 行 研 制 履 带 式 步 兵 战

车。

最 初 ，负 责 设 计 生 产 工 作 的 相 关

公 司 提 出 对 BWP 系 列 步 兵 战 车 进 行

优 化 的 方 案 ，但 该 方 案 很 快 被 否 决 。

因为波兰陆军需要的是一型“全新”步

兵战车。

研发团队随即调整设计思路，开始

借鉴欧洲步兵战车设计理念，还吸收了

韩国自行榴弹炮底盘的一些优点，最终

拿出“博苏克”研制方案。

2014 年，随着波兰陆军与相关公司

签订合同，“博苏克”的“长相”也渐渐明

晰起来。首辆原型车在 2017 年正式亮

相时，人们发现，“博苏克”已由苏式装

备的传统面孔，改为不少西方国家步兵

战车共有的“大众脸”。

随后几年中，“博苏克”原型车经过

了一系列实验和测试，对火力、机动性、

两栖能力、防护能力等进行评估。按照

计划，“博苏克”的工厂测试阶段将在今

年 6 月底前告一段落。这表明，该型步

兵战车距离量产又近了一步。

聚焦战力提升——

在兼顾多种能力中寻
求平衡

“博苏克”步兵战车的“娘家”——

“钢铁意志 ”公司 ，是波兰老牌军工企

业 。 它 曾 经 参 与 过 苏 式 战 车 、坦 克 的

本 土 化 生 产 工 作 ，是 波 兰 主 要 武 器 装

备 生 产 商 之 一 ，还 长 期 为 欧 洲 许 多 国

家 代 工 装 备 零 部 件 ，产 品 范 围 覆 盖 多

型 车 辆 及 火 炮 。 这 些 技 术 、材 料 与 工

艺方面的“积淀”，赋予“博苏克”步兵

战车较强的战力。

总体来说，“博苏克”的设计带有对

西方各国步兵战车优点兼容并收的特

点，并在兼顾多种能力中寻求战力“稳

中有升”。

瞄 准 在 辽 阔 的 东 欧 原 野 上 作 战 ，

该车对机动能力进行了强化。凭借一

台 8 缸柴油机和 6 个挡位的传动装置，

它的最大公路行驶速度可达 70 千米/

小 时 。 液 气 悬 挂 系 统 的 使 用 ，使 它 能

以 较 高 车 速 在 起 伏 地 上 行 驶 ，越 过 较

高障碍。针对涉水过河和出入泥泞之

地的需求，它采用船型车首设计，车体

密 封 ，连 同 舱 口 盖 处 都 由 防 水 件 连

接 。 车 体 后 部 有 喷 水 推 进 装 置 ，能 以

8 千米/小时的速度实施航渡 ，还可以

控 制 战 车 在 水 中 倒 车 和 转 向 ，具 有 良

好的涉水能力。

因为“本职”是搭载步兵作战，“博

苏克”比较注重装甲防护。它的底盘由

防弹装甲钢焊接而成，安装陶瓷或复合

装甲后防护力更强。在一定范围内，它

不 仅 可 以 抵 御 来 袭 的 穿 甲 弹 、榴 弹 破

片 ，对 地 雷 和 路 边 炸 弹 也 有 一 定 抵 抗

力。该车基本型重量接近 25 吨，加挂反

应装甲后“体重”超过 30 吨，如果再挂上

附加装甲，战斗全重直逼 40 吨，装甲防

护水平可见一斑。不过，在“顶配版”装

甲防护水平下，“博苏克”就失去了航

渡能力。

此外，该车配有“三防”系统和自动

灭火抑爆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为乘员

提供防护。它的油箱固定在车尾两侧，

在增加车内空间的同时能有效减少车

内燃爆的风险。尾舱门类似德国 KF-

41 步兵战车，采用了中部内陷的凹型设

计，以保证步兵下车时能得到两侧车体

防护。

在火力方面，“博苏克”配备有一座

无人炮塔，主炮为 30 毫米口径的机关

炮，射速较高，所发射的穿甲弹能打击轻

型装甲目标。凭借较高的仰角与较宽的

射界，它可射击高层建筑内的目标。

和其他步兵战车一样，“博苏克”装

有烟雾弹发射器和 7.62 毫米口径并列

机枪，能有效杀伤敌有生力量。车上也

配备有反坦克导弹发射器，使用的是以

色 列 研 制 的“ 长 钉 ”远 程 型 反 坦 克 导

弹。这种导弹不仅能对主战坦克实施

攻击，还能打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攻

击机。

在提升通信、感知能力方面，“博苏

克”步子迈得较大。借助全球定位导航

系统、数据链、战场管理系统、车辆自检

系统、激光告警系统、与北约通信系统

兼容的数字化无线电台及 C4I 系统等，

它可实现车际、单车与其他作战平台的

信息共享和实时数据传输。双向稳定

瞄准系统、车长周视瞄准系统、红外热

像仪等观瞄手段的使用，使该车拥有较

强的战场信息获取能力。

该车的设计很注重细节。比如，其

弹药放置在无人炮塔内，并且储藏在一

个专门设计的防殉爆舱内，在增强安全

性的同时，也保证了火力持续性。先进

的燃油自动控制装置，保证了它在一个

油箱损坏时不影响另一个油箱的使用。

对 多 种 能 力 的 兼 顾 ，使 这 型 战 车

得到波兰陆军的青睐。但该车也并非

十 分 称 其 心 意 ，由 于 车 上 空 间 被 其 他

功能设备挤占，该车可搭乘人员较少，

载 员 舱 只 能 搭 载 6 名 全 副 武 装 的 步

兵。

发展体现趋势——

一车多用是其未来
“打开方式”

从“博苏克”的研制上不难看出，现

代步兵战车的发展更加注重在追求更

强火力、更厚装甲和更强运力之间达到

一种平衡，以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

的作战需求。

但是，和其他装备一样，平衡的另

一 方 面 就 是 在 有 所 侧 重 的 同 时“ 各 退

一 步 ”，这 也 决 定 了“ 博 苏 克 ”必 然 存

在 一 些 短 板 。 这 些 短 板 ，也 是 今 后 其

他国家发展步兵战车过程中需要解决

的问题。

首 先 是 防 护 能 力 方 面 仍 有 欠 缺 。

尽管现代步兵战车越来越重视防护能

力，但战场上和主战坦克协同作战的实

际，使它同样得面对反坦克导弹等反装

甲武器。面对反装甲武器这些锐利的

“矛”，仅凭借装甲之“盾”，几乎所有步兵

战车都难以抵挡。因此，今后的步兵战

车必将更多地借力主动防御系统，以软、

硬两手来应对来袭的武器弹药。

其次是可搭载兵员数量下降。由于

越发注重机动性、防护力和火力，步兵战

车内部空间被明显压缩，很少能再像以

前那样轻易地搭载 10-12名步兵。在步

兵搭载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步兵战车将

更加注重向高新技术与自动化系统借

力，比如一些步兵战车开始与无人机、无

人战车“组队”，以便在步兵搭载数量减

少的情况下确保战斗力不降反升。

再次是单一车型难以满足战场需

求。未来战场作战环境势必会更加复

杂，一款步兵战车无论怎样，也不可能

集所有本领于一身。为更好地与坦克

协同，或者更好地遂行其他任务，依托

步 兵 战 车 高 性 能 的 可 靠 底 盘 ，根 据 不

同 作 战 任 务 和 战 场 环 境 搭 载 不 同 上

装，让各车型充分发挥特长，展开相互

之 间 的 协 作 ，才 是 步 兵 战 车 发 展 更 符

合实战要求的“打开方式”。

按照规划，波兰陆军后续将以“博

苏克”步兵战车的底盘为基础，研发指

挥车、侦察车、医疗后送车、工程车等多

种车型，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模块化

通用履带平台。

供图：夏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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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观 东 欧 之“ 獾 ”
■陈柏鹏 赵志宝 夏 昊

图为波兰“博苏克”步兵战车。

在 无 托 步 枪 发 展 史 上 ，奥 地 利

SteyrAUG 步枪属于“第一批转正的幸运

儿”。在此之前，无托步枪理念与技术一

直在发展，但研制成功并大量列装者寥

寥无几。

当时对这款步枪的定位，奥地利军方

期望值不低，其中“全长不超过冲锋枪长

度、可靠性不低于 AKM 突击步枪”被明确

提及。既要重量轻，还要精度高……一系

列要求之下，该型步枪选用了无托式结构。

如今回头再看，当时该型步枪已经具

备了后来无托式步枪的主要特点——枪

管较长、大量采用工程塑料、可换用不同长

度枪管、设计有小握把等。后期皮卡汀尼

战术导轨的运用，更使得它现代感十足。

不过，由于带有“蹚路”性质，它开始

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后期，研制厂家据

此对它有所改进，但抵肩部分尺寸较大

形成的“科幻感”始终未变。

外形科幻 大量列装

奥地利SteyrAUG突击步枪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无托步枪

发展的“黄金时期”。南非 Vektor 公司

在打造 R4 步枪的基础上，也推出了该

枪的无托化版本——CR-21 步枪。

无托步枪发展历程中，从有托步枪改

造而来是通用做法。在这一点上，CR-21

步枪做得更“彻底”。它对 R4步枪进行一

番“修形”后，为其打造了合成塑料外壳，

辅以一些连杆，就成了无托步枪。

由于几乎是由 R4 步枪“平移而来”，

所以 CR-21的全长比其他无托步枪要长

一些，重量也较重。在“平移”过程中，该

枪也有新变化，比如拉机柄不随枪机运动

而运动、弹匣容量有所调整等。尤其是该

枪的外形有“融化感”，线条扭曲，造型独

特。但是，这种造型决定了它只能使用光

电瞄具，而没有机械瞄具作为“备份”。

枪形奇特 追风之作

南非CR-21步枪

如果说无托步枪的典型特征是枪身

短、重量轻，那么以色列由 TAR-21 无

托步枪改进而来的 X95 突击步枪，身上

的这一特征就更加鲜明。

X95 突击步枪配备有标准枪管和加

长枪管，可视情选用，打击不同目标。和

TAR-21无托步枪 720毫米的枪长相比，

X95突击步枪使用标准枪管时，枪长只有

580 毫米，重量不到 3 千克，更加便携易

用。作为一款为执行特种任务而改进研

制的无托步枪，设计者从一开始就赋予了

它一种能力：既能作为突击步枪发射北约

制式小口径枪弹，也可以经过改装发射 9

毫米口径的枪弹，作为冲锋枪使用。

除内部机匣有钢制 U 形骨架支撑

以保证枪的坚固耐用外，该枪在战术导

轨、拉机柄、握把设置、空仓挂机解脱杆

位置等方面均进行了改进，因而更加称

手易用。

一枪两用 多种口径

以色列X95突击步枪

近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法军

目前正在推进一个名为“BIOFLY”的仿生

无人机研发项目，旨在打造一款操作灵

活、隐身性能较强的扑翼式无人飞行器。

扑翼式飞行器，指的是模仿鸟或昆

虫飞行方式研制的飞行器，能靠拍打翅

膀来获得升力和推力。随着微加工技

术、微机电技术、仿生技术的发展，各国

科研人员在成功研制出一系列大型飞

行器的同时，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

扑翼式飞行器。与旋翼式无人机或固

定翼无人机相比，扑翼式无人机体积

小、重量轻、隐蔽性好、行动灵活，在军

用和民用两大领域都有广阔发展前景。

扑翼式无人机的核心在于仿真。

这种仿真不只是借鉴鸟和昆虫的飞行

原理，还包括模仿鸟和昆虫的肢体结

构、外形特征，以期达到全方位仿真的

效果。一旦研发成功，扑翼式无人机

将能像鸟和昆虫一样，轻松完成上升、

悬停、前进、俯冲等动作，大自由度地

完成无人机姿态调整。对鸟或昆虫骨

架结构的研究与效仿，喷涂隐身材料，

甚至直接采用生物的某些部位实体，

使这类无人机的“迷惑性”更强，不仅

能够瞒过人的眼睛，甚至可以混迹于

鸟群之中。

当前的扑翼式无人机主要包括仿

昆虫设计和仿鸟类设计两种。昆虫体

型小、噪声低，飞行轨迹复杂多变，能够

快速转弯、悬停飞行。仿昆虫设计的扑

翼式无人机通常采用碳纤维、液晶聚合

物、定向聚丙烯等轻型材料来打造机

翼，以达到轻巧灵活的目的。法国工程

师设计的仿蝴蝶无人机“MetaFly”，重

量不到 10克，既能在户外飞行，也能在

室内上下翻飞。英国一家公司从蜻蜓

身上获得灵感，研制出一款能够在高阵

风条件下飞行的扑翼式无人机“Skee-

ter”。“Skeeter”不仅能够民用，还获得

英国国防部的拨款，正加快其军事化进

程。

仿鸟类设计的扑翼式无人机则考

虑到了飞行器的续航力。同样采用轻

量化材料，使无人机的翅膀“轻如鸿毛、

薄如蝉翼”。体型略大的仿鸟类扑翼式

无人机可容纳更大容量的电池，拥有更

长续航时间。200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署启动了一个与“蜂鸟”类似

的超微型军用扑翼式无人机研制项目，

旨在对洞穴或地道等狭小地区的情况

进行侦察或监视。“蜂鸟”超微型无人机

能以每秒数米的速度向前飞行，可抵抗

2.5米/秒的微风。斯坦福大学以鸽子为

原型，制造出一款双翼由鸽子羽毛组成

的无人机。该款无人机能够在空中滑

翔，并通过收缩、伸展翅膀完成转弯、爬

升等动作。

当前，战场环境更加复杂。过去的

一些空中侦察装备已无法应对来自战

场生存力方面的考验。扑翼式无人机

或可凭借其难以分辨、携带方便等优

势，成为一款适用于现代战场的侦察装

备。尤其是随着巷战、特种作战发生概

率增大，扑翼式无人机在狭小空间作战

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尽管在扑

翼式无人机研制方面，各国还处于起步

阶段，但随着材料学、空气动力学、人工

智能等方面研究的深入，扑翼式无人机

从技术成熟到投入战场，这一目标的实

现或许就在眼前。

未来军用无人机发展新路径

“振翅”而飞不是梦
■杨龙霄

装备动态

BionicFlyingFox蝙蝠仿生机器人

Festo仿生雨燕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