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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手枪的射击短板，探
索早已开始

“马甲”的前身是可
驳接枪托

在 枪 械 的 世 界 里 ，手 枪 凭 借 体 积

小、重量轻、便携易用等特点，始终占有

一席之地。

身形较小是它最突出的优势，衣摆

一挡、怀中一揣就可以“隐身”，往外一

拔就可达成射击的突然性。可这也正

是其短板的源头。

短小精悍的造型意味着瞄准基线

不够长，常单手握持的射击姿态，使它

的瞄向难以稳定，开枪时的后坐力更使

它的这种短板显露无疑。

为弥补这些短板，在手枪外围“动

脑子”就成为一种思路。最早的想法，

就是给手枪装上枪托。

早 在 一 战 之 前 ，一 些 国 家 的 军 队

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当时

装 备 部 队 较 多 的 毛 瑟 手 枪 和 鲁 格 手

枪，在设计之初就曾“统筹兼顾”，将枪

盒 或 者 木 板 与 手 枪 进 行 结 合 ，为 手 枪

驳接上一个简易的枪托。

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深受一线

部队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自动

步枪很少，士兵用的大多是“拉大栓”的

步枪，无法连续射击，而手枪能半自动

射击，在近距离连续输出火力。于是，

手枪另外驳接上枪托，就成了拥有连续

火力的速成武器。

适应多场景需求，“重出
江湖”

“马甲”从一件转向
一套

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出现，使手

枪在提供连续火力方面一度淡出人们

视线。作为手枪转换最初套件的可驳

接式枪盒设计，也一起埋没在历史的尘

烟中。

二战以后，手枪迎来新一轮黄金发

展时期，特别是近年来，手枪威力明显

增强，不少全自动手枪先后问世，销声

匿迹了一段时期的手枪转换套件也随

着 枪 械 制 造 技 术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开 始

“重出江湖”。

不 过 ，新 问 世 的 转 换 套 件 面 目 大

改。新需求、新材料、新工艺，使它成为

一个轻便耐用、拆卸灵活、功能齐全的

可拓展模块。

在与手枪结合的方式上，它由先前

“拼接”式转变为“包裹”式。手枪一旦

穿上它这个新“马甲”，不仅立即拥有了

枪托、前握把，以及瞄准线较长的机械

瞄具，还能借助“马甲”上的战术导轨，

安装光学瞄准镜、夜视仪、小手电等附

件，适用于更多战术场景。甚至，“马

甲”还能赋予其加长枪管、扩容弹夹等

能力，使手枪变身为一杆形神兼备的准

长枪。

从 以 色 列 EMA 公 司 的 RONI 转

换套件上，可以看出新“马甲”的部分

特征。这种新“马甲”由较轻的聚合物

和 铝 合 金 制 成 ，不 装 手 枪 时 质 量 约 为

1.48 千克。其前端是可折叠的前握把

及枪管套，带有皮卡汀尼导轨，两侧及

护 手 下 方 也 各 有 一 段 短 导 轨 ，可 以 安

装各类战术附件。中间是装手枪的机

匣 ，后 端 则 是 有 5 个 挡 位 可 选 的 伸 缩

式枪托。

将手枪装入机匣时，操作很简单，

熟练者 6 秒就可完成。安装到位后，手

枪被紧紧锁定在“马甲”内，与整个套件

融为一体。

在试验中，穿上“马甲”的手枪，进

行 100 米射击时的精度与自动步枪相差

无几。此外，RONI 转换套件还在扳机

处设计了保险，以避免走火。

能较容易地变身准长枪、提高射击

精度，甚至能在更远的距离上确保命中

率，把手枪现有的性能威力尽量挖掘出

来，这就是手枪新转换套件问世的意义

所在。

“ 个 性 ”鲜 明 ，大 多 得 走
“私人订制”之路

向附件要战斗力成
为大趋势

受限于各类手枪外形、参数互不相

同，每一类转换套件的“个性”都很鲜

明，都是对应某类手枪的“私人订制”。

RONI 套件只适用于格洛克手枪。

美国的 CAA 公司和德国赫拉武器公司

研发的多类转换套件，号称 4 秒就能让

手枪完成华丽转身，同样是针对 P220 系

列、M1911等枪型的“一对一订制”。

瑞士 B&T 公司前两年推出一款介

于 手 枪 和 冲 锋 枪 之 间 的 USW- A1 手

枪，主体部件类似于 CZ-75 手枪。

该手枪的特点是自带一个可折叠

枪 托 ，枪 管 外 是 可 安 装 附 件 的 套 筒 。

这种变化使得它整体比一般手枪大一

点 ，勉 强 能 收 入 枪 套 中 。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讲 ，这 是 向 手 枪 本 身 而 非 外 围 附 件

要 战 斗 力 的 一 次 尝 试 。 如 果 成 功 ，就

意味着绕开转换套件同样可使手枪性

能最大化。

但是，这种做法牺牲了手枪的轻便

性，遭到不少军迷诟病。不久后，B&T

公司转换了方向，开始研制针对一些热

门枪型的转换套件，以便将相关手枪转

换为在外观、性能和操作方面与 USW-

A1 非常相似的准长枪。

穿上“马甲”还是手枪，让
其难以“走红”军队

墙内开花墙外香

一些公司热衷于研制手枪转换套

件，主要是因为市场有需求。

在 作 战 行 动 中 ，士 兵 自 然 会 选 择

射击距离更远、威力更大的自动步枪，

用手枪转换套件“速成”的准长枪无法

企及这一点。毕竟，再怎么穿“马甲”，

手枪还是手枪，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在警察巡逻维稳与处理突发

事件过程中，手枪转换套件却大有用武

之地。

一般情况下直接使用手枪，遇到特

殊情况时，快速将手枪转换为准长枪，

凭借陡增的精度和较远射程，处理突发

事件时就能多几分胜算。也正因此，手

枪转换套件在不少国家的警察队伍中

都有列装。

而真正让这种源于军队的手枪转

换套件风靡一时的，却是民用市场上的

购买者。例如，在枪支泛滥的美国，有

了手枪的家庭，要添置一把长枪，还得

开支不少钱。手枪转换套件却相对便

宜，因此，不少用户把目光投向了手枪

“马甲”。

各军工企业更是见风使舵，推出了

个性化十足的“私人订制”。丛林色、沙

漠色、粉色、橘色……色彩上不一而足；

国旗、人物……表面涂装图案也各不相

同。这种态势，使手枪转换套件“墙内

开花墙外香”的特点更加鲜明。

但 凡 事 有 利 必 有 弊 ，在 正 常 用 户

因此握有更多“准长枪”的同时，一些

不 法 分 子 手 中 的 火 力 也 在 变 强 ，成 为

社会安全的更大威胁。这也为手枪转

换 套 件 的 快 速 发 展 ，增 加 了 一 些 不 协

调的色调。

图①：以色列 EMA 公司研制的 RONI

转换套件；图②：瑞士 B&T 公司研制的

USW-A1 手枪；图③：以色列 RT Recover

公司研制的手枪转换套件；图④：美国

CAA公司研制的手枪转换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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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穿上“马甲”还是你
■黄武星 邢国庆

热点兵器

近年来的枪战电影中，一种酷似冲锋枪或卡宾枪却更加小巧的枪械频现银幕。你可能不知
道，它并非新面孔的冲锋枪或卡宾枪，而是穿了“马甲”的手枪。

这种“马甲”，是类似冲锋枪或卡宾枪外形的转换套件，可与手枪灵活结合或拆分。将手枪
“塞”进套件，手枪就摇身一变，有了冲锋枪或卡宾枪的外形——有枪托、握把，还能装一些附件。
延长的瞄准线、抵肩射击的稳定性，立即赋予手枪不一样的射击精度。

本期“热点兵器”，让我们走近这些略显神奇的“马甲”——手枪转换套件，看看手枪“变身”背
后的故事。

“顺藤摸瓜”是反辐射导弹的主要

作战特点。“瓜”指的是目标雷达，“藤”

指的则是目标雷达所发射的电磁波。

警戒雷达、防空导弹的制导雷达、

高炮的炮瞄雷达以及舰载雷达，都可能

成为反辐射导弹“餐桌上的菜”，只要它

们具备这个共同特点——采用的是主

动探测目标体制。这种体制下，目标雷

达为发现和定位空中目标，会发射电磁

波扫描照射相关空域。反辐射导弹则

能在一定范围内，敏锐地感知这种电磁

波，循迹追根溯源，对其发起致命一击。

为应对反辐射导弹，目标雷达的使

用者常采用“断藤”——“剪断”电磁波

的方式来“求生存”。

这种“断藤”，大多是采用雷达捷变

频、多部雷达交替开机、大幅度调整天

线角度等方式来实现，使反辐射导弹所

循的这根“线”——追踪频率突然发生

变化，或者直接将雷达关机，让反辐射

导弹所顺的这根“藤”暂时中断。

“藤”断之后，反辐射导弹如何“摸

瓜”？当前各国军队所采用的方法主要

有三：

一是赋予反辐射导弹“深度记忆”

功 能 ，让 它 既 能 记 住 目 标 雷 达 的 工 作

频 段 信 号 特 征 ，与 数 据 库 内 信 息 进 行

比 对 ，从 而 确 定 跳 频 之 后 雷 达 的“ 真

身”，也可记住雷达所在位置，对锁定

的 区 域 进 行 攻 击 ，对 来 不 及 撤 出 阵 地

的雷达进行打击。

二是赋予反辐射导弹“主动探测”

功能，让它也能“打着灯笼”主动寻找目

标。当前，不少先进反辐射导弹采用复

合制导方式，其中，就包括有源毫米波

雷达制导，这种弹载雷达导引头就是反

辐射导弹的“灯笼”。只要进入一定的

区域、达到一定条件，它就可借助己方

雷达扫描自主寻找目标，发现后引导导

弹完成攻击。

三是赋予反辐射导弹“借力打力”

功能，通过邀请“外援”的方式达成目

的。“外援”主要包括两类：借助特种平

台或特种人员的激光指示，根据投射到

目标雷达上的激光标识来摧毁目标雷

达；借助数字卫星信号及无源相干定位

技术，对目标雷达进行类似半主动制导

的目标定位。无源相干定位技术在军

事上已有应用，南联盟曾经用它来定位

和发现美军的隐身飞机。当隐身飞机

从相关信号波中飞过时，其机身及辐射

会扰动这些信号波，对回波信号进行分

析，就有可能让隐身飞机现出“原形”。

目前，无源相干定位技术有了数字卫星

技术的加持，如虎添翼。数字卫星信号

具 有 的 诸 如 频 带 宽 、覆 盖 范 围 广 等 特

点，显然能使这一战场组合更具应用前

景和发展潜力。

左上图为俄制Kh-31P反辐射导弹。

反辐射导弹—

“藤”断之后如何“摸瓜”
■陈红军 李学峰

兵器知识

潜艇用于作战，最大的优势就是隐

蔽性强。因此，感知与反感知是潜艇面

临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生死

线”。

在感知与反感知方面，潜艇有个挥

之不去的“敌手”——磁场。对此，有专

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称潜艇与磁场

之间，一直在“感”情方面纠葛不断。

从两者的“感”情发展史来看，事实

也大抵如此。

起初，潜艇总体上可看作一个中空

的“大铁疙瘩”。有人因此想到用磁铁

反潜，即向海里投放大量磁铁，如果有

那么几块“幸运”地吸附在敌方潜艇壳

体上，就可以破坏其流体外形，增大其

潜航时的噪声，也就更容易发现它。

据相关资料，冷战时期，北约曾派

飞机向某片海域投放过大量磁铁。结

果，苏联一艘狐步级潜艇“中招”，不得

不返回基地，对壳体上吸附的磁铁进行

“大扫除”。

这 种 做 法 有 一 定 成 效 但 弊 端 明

显——磁铁必须落在潜艇很近的位置

才能吸附上壳体。如果选择“广撒网”，

那在茫茫大海中发现潜艇的概率无异

于“大海捞针”，磁铁反潜因此很快宣告

退场。

但磁性带来的麻烦并没有因此解

除，潜艇与磁场的“纠葛”才刚刚开始。

建造潜艇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

一些磁性材料。在地磁作用下，艇体

的 磁 性 会 逐 渐 变 强 ，直 至 变 成 一 块

“大磁铁”。在相对稳定的地磁场中，

潜 艇 产 生 的 这 种 磁 性 更 加“ 醒 目 ”。

磁异探测仪可以精确捕捉到潜艇这

种因磁性引发的磁场异常，进而发现

潜艇。

因此，设计者不得不绞尽脑汁解决

这一问题，如试用新型建造材料、在艇

上安装消磁设备、定期靠岸进行消磁作

业等，以便堵上这个“大漏洞”。

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旧的问

题刚刚有了解决办法，新的问题又接着

出现。

潜艇航行时，会扰动海水中的钠、

氯等离子，进而产生微弱磁场。这种现

象，被称作德拜效应。对潜艇尾迹中存

在的这种微弱磁场信号进行探测，同样

能“顺藤摸瓜”找到潜艇。

让人头痛的是，德拜效应不会因舰

艇换用新材料、进行壳体消磁处理而消

失。这让潜艇被发现的可能性大增。

有报道称，一些国家已经据此研制

出德拜效应探测器。比如，俄罗斯研制

的该类探测器，据称能够探测到数千米

以外的潜艇。

这意味着，潜艇将不得不寻求新的

手段和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潜艇与磁

场之间的战斗“未完待续”，又将产生新

一波的“感”情纠葛。

潜艇与磁场

“感”情纠葛不止不休
■武 星 康政策

兵器漫谈

周周 凯凯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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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萤成群地在夜空中飞舞，像星

的河流，灯的长阵……这是一幅多么

充满诗意的画面啊！等等，战场可不

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有这样一种

“萤火虫”，一旦被它盯上，那么目标的

处境就危险了，它就是以色列国防科

技公司与拉斐尔公司联合研发的小型

无人机——“长钉萤火虫”。

“长钉萤火虫”又被称为“微型光电

战术游荡弹药”。整套系统由 3 架无人

机和 1 部平板电脑控制器组成。尽管

这款小型无人机有一个如此浪漫的名

字，可这丝毫不影响到它作为冷酷杀手

的本质。

如今，城市作战逐渐成为主要作战

方式之一。该作战方式对灵活侦察与

灵巧打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满足这

些要求，“长钉萤火虫”融入了更巧的设

计理念，成为一名可以在城市高楼大厦

间穿行的空中刺客。

说它是刺客，是因为它几乎具备了

一名刺客的所有能力：体形小、起降受

限程度小、可能出现在更多地方，“目

光”敏锐、出手突然且致命，等等。

它的长、宽、高分别为 8 厘米、8 厘

米、40 厘米，全重 3 千克。用于在空中

飞行的翼片可沿机身方向折叠，支架可

伸缩，包裹后可装入筒状容器，方便单

兵携带。采用共轴双旋翼动力布局，使

它能垂直起降，不太受环境限制。

寻找、追踪、确认目标，然后突然出

手……对“长钉萤火虫”来说，这些刺客

常用的工作流程它也在使用。机上装

备的多光谱导引头，内含不同功能的传

感器，加上对“长钉”系列战术导弹成熟

制导技术的应用，使它“目光”锐利，白

天黑夜都能发现、识别、跟踪和定位非

常灵活的目标。

对存疑的目标，它能借助空中悬停

能力对其“凝视”。一旦“猎物”确定，收

到攻击命令的它会加速俯冲，带着全向

破片榴弹战斗部，与目标“同归于尽”。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长钉萤火虫”

更像是一款会飞的精确制导“手雷”，不

过杀伤力比标准破片手榴弹大得多。

作为刺客，“长钉萤火虫”也得听人

指使。操控者对它的控制通过一部平

板电脑来实现。通过双向数据链，信息

会在无人机与电脑之间流转。或侦察

或打击或中途撤出任务，“长钉萤火虫”

都得听命行事。

“长钉萤火虫”也有“自己做主”的

时候，这种情况的出现，一种可能是操

控 者 设 置 了 参 照 航 迹 点 自 主 飞 行 模

式 ，还 有 一 种 就 是 超 出 了 可 操 控 范

围。“长钉萤火虫”的有效操控距离为

500 米，超出这个范围，“长钉萤火虫”

就得按预先设定的方案“自谋生路”。

作为刺客，“长钉萤火虫”属于绝命

刺客那种。但它也有活路，比如执行的

是侦察任务，又侥幸没有被击落，它就

可以按操控者下达的指令返回指定地

点，有机会投入下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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