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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迫击炮中，俄罗斯的“郁金香”自行迫击炮较为另类，其口径
达 240毫米，是世界各国军队中口径最大的现役迫击炮。前不久，
俄国防部公开了俄军实际运用“郁金香”自行迫击炮的场景，使迫
击炮这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的近战火力”再度进入人们视
野。

简单回顾一下近年来世界各国迫击炮发展的情况，如捷克研

发的“安托斯”超轻型迫击炮，韩国研发的 120毫米智能型迫击炮，
菲律宾陆军部署的 120毫米装甲迫击炮等，都折射着一个事实：迫
击炮正沿着单兵携行和车载使用两个主要路径不断发展。

那么，作为支援和伴随步兵作战的压制性武器，迫击炮曾走过
怎样的发展历程？当前的作战能力怎样？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请
看解读。

百年陆战锻造的近
战火力“支柱”

短炮身、以座钣承受后坐力、大射

角、高弹道弧线……这些特点使迫击炮

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处于遮蔽物后和

反斜面上目标的克星，并在此后的 100多

年里牢牢“蹲踞”在全球各处陆战场上。

关 于 迫 击 炮 起 源 的“ 版 本 ”较 多 。

1342 年，为应对西班牙军队的围攻，据

守阿里赫基拉斯城的阿拉伯人在城垛上

支起一根根短角筒，筒口上扬指向城外，

依次放入黑火药和铁球。点燃药捻后，

即成为退敌的利器。这种被阿拉伯人称

作“摩得发”的火器，被认为是迫击炮的

雏形之一。

日俄战争期间，为重创通过挖掘堑

壕步步逼近的日军，俄军尝试对一种 47

毫米口径的臼炮进行改装，将其置于带

轮子的炮架上，以大仰角发射一种长尾

形炮弹，打退日军多次进攻。这种当时

被叫作“雷击炮”的改装炮，则被认为是

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迫击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堑壕阵地战

大行其道，推动世界各国纷纷研制迫击

炮。英国研制出口径 76.2 毫米的“斯托

克斯”迫击炮，发射弹底带发射药的类似

航空炸弹的尾翼稳定弹丸，并装备给协

约国军队。

1927 年，“斯托克斯”迫击炮被装上

缓冲机，射击稳定性明显提高，现代迫击

炮的基本结构也随之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迫击炮成为

步兵的基本装备和近战火力“支柱”，各

国 普 遍 使 用 82 毫 米 以 下 口 径 的 迫 击

炮。随着战事延续，105～120 毫米的中

口径迫击炮和 160 毫米以上的大口径迫

击炮先后出现，在摧毁坚固工事时作用

很大。

出于对迫击炮地位作用认识程度上

的不同，苏德战争期间，德国生产了 18

万门迫击炮，苏联则生产了 80 万门。这

使得苏军可动辄在突破点上集中上千门

迫击炮，用大面积火力覆盖对手，取得显

著成效。

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各国

军队的机械化势不可挡，迫击炮的地位

一度滑坡，大有被榴弹炮取代之势。但

此后不久，一些国家着眼在复杂地形和

恶劣气候条件下作战，开始组建轻型间

瞄火力支援分队，这为迫击炮的再度崛

起提供了契机。随后在一系列实战中的

不俗表现，令“个小力大”的迫击炮，重新

赢得各国军队的青睐。

“炮”“弹”携手，推动
迫击炮性能跃升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智能化

时代，各种高端武器纷至沓来，一些装备

则次第“凋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迫

击炮非但没有被淘汰，还随着科技发展

被不断“赋能”，靠着在“炮”和“弹”上的

双重进步，继续书写着“陆战场上常青

树”的传奇。

一方面，在性能上“有所侧重”让迫

击炮类型更加多样。

目前，全世界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的军队装备或正在研制超过 130 种的各

类迫击炮，其类型可谓是“五花八门”：

快速机动的自行迫击炮。为适应快

速机动作战要求，在步兵实现机械化的同

时，迫击炮也逐步向自行化方向发展。自

行迫击炮大多采用轻型轮式或履带式底

盘，装配不同口径的迫击炮身管、配备完

整的弹药系统、操作平台及火控系统，通

常采用全封闭装甲炮塔，具有一定的核生

化防护能力。俄罗斯的“郁金香”、英国

的 120-AMS、德国的“鼬鼠”2 式、瑞士的

“大角羊”、芬兰的“尼莫”、以色列的“长

矛”等，都是比较经典的自行迫击炮。

增程精打的线膛迫击炮。线膛迫击

炮一般比同口径的滑膛迫击炮略重，但

其 射 程 和 精 度 则 胜 出 一 筹 。 美 国 的

M327 式 、法 国 的 2R2M 式 、俄 罗 斯 的

2B23 诺拉 M1 型都是威力不小的 120 毫

米线膛迫击炮。

追求火力强度的多管迫击炮。通

过增加迫击炮的炮管数量，可在不增加

部队编制情况下，有效提升火力密度，

增 大 杀 伤 面 积 。 奥 地 利 的 SM-4 式 是

120 毫米口径的 4 管迫击炮，最大射速

达 24 发∕分钟。受其启发，瑞典和芬兰

联合研发了 120 毫米口径的“阿莫斯”双

管自行迫击炮。

小巧灵活的轻便迫击炮。为适应特

殊地形、环境的作战需求，方便空运、空

投及参加空降作战，一些国家研制装备

了一批体积小、重量轻、使用灵活的轻便

迫击炮。奥地利的 M6C“突击队员”迫

击炮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该炮口径

60 毫米，炮身 500～600 毫米，座钣简单，

无脚架，重量一般不超过 8 千克。捷克

为伞兵和特战部队研制的 60 毫米口径

的“安托斯”超轻型迫击炮，具备基于模

块化的构型变换能力 ，其重量在 4.9～

5.3 千克之间，单兵携行比较方便。

微声无烟迫击炮。因射程有限，迫

击炮近距离发射弹药时易暴露自身并遭

敌反制。为保存自己、杀伤敌人，一些国

家着眼提升隐蔽性，研发出适合侦察分

队或敌后破袭分队使用的微声无烟迫击

炮，如比利时的 NR8113 式 52 毫米无声

迫击炮、俄罗斯 2B25“海鸥”静音迫击炮

等。

除了上述几种，一些自动迫击炮、多

功能迫击炮、数字化迫击炮等也先后在

陆战场上亮相。

另一方面，迫击炮用弹种类在“各有

所长”基础上也在不断拓展。

简要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末制导迫击炮弹。通常采用毫米波、

红外、激光或双模寻的头和光纤制导，既

可打击固定目标，也可打击运动目标，有

的甚至可以辨别目标真伪，探测到坦克装

甲车的“软肋”，对其实施“攻顶”打击。

反装甲子母雷弹。是用来攻击坦克

装甲车侧面装甲和底装甲的专用弹药。

如瑞典的 120 毫米迫击炮子母雷弹，内

装 8 颗子雷，聚能装药产生的强金属射

流可有效毁伤坦克的履带或腹部装甲。

破甲杀伤双用途子母迫击炮弹。既

有面压制作用，也兼具“攻顶”反装甲功

能，是对抗集群装甲目标的有效弹药。

延期抛射迫击炮弹。用智能装置代

替了迫击炮弹的普通引信，炮弹落地时

不会立刻诱发起爆药，而是在钻入地下、

到达预定时间后，利用二次发射药将其

抛出地面，在空中爆炸，以增强杀伤力，

适于封锁咽喉要道。

空心装药破甲弹。即采用空心装药

技术，使炸药在爆炸时催生高温、高压、

高速的金属射流，以打击装甲目标。

迫击炮火箭增程弹。即采取外弹道

加速方式，通过增加一级火箭发动机来

提升迫击炮的射程。法国研制的 120 毫

米火箭增程迫击炮弹最大射程可达 17.3

千米。

红外发烟迫击炮弹。发射后能形成

红外烟幕，吸收、散射红外辐射能量，用

来对抗敌方采用热成像及红外制导头的

来袭弹药。

除了上述弹药，还有一些特种迫击

炮弹如照明弹、化学弹、失能弹、雷达干

扰弹等。

对这些弹药有针对性地选择使用，

能进一步增加迫击炮的打击威力。

“本心”不改，“进化”
步伐悄然加快

向曲射要打击角度、向便于移动要

打击突然性、向精度要毁伤效果，共同组

成了迫击炮不变的“本心。”

在新技术、新材料、新需求共同推动

下，迫击炮在保持“本心”同时，也在许多

方面不断演变与进化。

当前，迫击炮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趋

势：

打击效能更高。无论是采用聚能装

药技术还是采用末制导方式，是换用高

能推进剂、发射药还是改进弹体结构、使

用冲压发动机，是改进火控系统还是使

用多管设计，其目的都是为了让迫击炮

具有更高打击效能。传统战场上，作为

步兵最凑手的曲射武器，要在更多方面

发挥“关键一击”的作用，就必须从射程、

精度等方面继续挖潜。当前，城市作战

日渐成为近距离作战的形态之一，也决

定了对迫击炮这种近战火力“支柱”的需

求将不减反增。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已

经开始研发电磁迫击炮，企图以此获得

更猛的火力、更高的精度、更远的射程、

更好的隐蔽性以及更强的曲射毁歼能

力。

质量更轻。未来战场环境复杂，攻

防转换频繁，战机稍纵即逝。为保证火

力运用时的机动灵活，迫击炮必然会在

确保威力的前提下，继续向轻量化方向

发展。其轻量化主要通过以下 3 种途径

来实现：一是应用轻型材料减重，不少国

家在制造迫击炮时，都会使用轻型合金、

复合材料、工程塑料等，力求最大程度地

减轻炮重；二是创新迫击炮关键部件的

结构设计，通过理论分析、电脑仿真等多

种手段，使改进后的关键部件既满足作

战需求，又实现“减重轻身”；三是采用增

材制造（3D 打印）技术、特种焊接技术等

新工艺，以进行结构减重。

战场生存能力更强。为适应战争形

态的演进，满足现代战争的要求，迫击炮

应当做到：快速反应、分散配置、火力集

中、“打了就跑”，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

自己。因此，它有可能向单炮综合体方

向发展，即用计算机将火力系统、保障系

统等进一步融合，在增强战场生存能力

的同时大力提升独立作战能力。如今，

一些国家较为先进的自行迫击炮已配备

弹道计算机，从装填炮弹到开火射击可

实现自动控制，能运用多种新型弹药对

目标进行突击，并实现“快打快撤”。有

的自行迫击炮还装有诱饵弹发射器，以

进一步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智能化程度更高。今后迫击炮的智

能化发展，不仅仅体现在自动定向定位、

自动装定射击诸元、自动瞄准、自动装填

击发、炮弹自寻的等方面，面对未来战

场，其智能化水平很可能还会体现为与

空中无人机、地面无人车以及数字化指

挥控制系统的联网联动，以便能更方便

地借用“外力”，在关键时刻对需要毁伤

的目标“一击中的”。

供图：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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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击炮：功能与威力齐增
■张 翚 史 飞 陈 曌

假如舰艇也能许愿，“终生不火”很

可能会列入它们的愿望清单。据不完

全统计，近半个世纪里，全球公开报道

的非战争原因的军舰火灾多达数百起，

其中不少导致事发军舰报废退役。

舰艇真的挺怕火。从一定程度上

讲，舰艇就是“易燃品”。这种易燃性来

自它所携带的大量油料和弹药，来自雷

达、计算机等电子设备高强度、高负荷

运转带来的线路老化，来自舰艇维修时

不可避免的杂物堆积，尤其是在此期间

产生的纤维、刨花、润滑油等污物，都易

酿成火灾。

船浮于水面，按说取水灭火较为容

易，实际并非如此。舰艇结构复杂，内

部隔舱很多，绝大多数狭窄、密闭。这

种环境下，一旦起火，不但救火力量难

以展开，而且温度升高很快，加上钢铁

舰身导热性强，火情较易蔓延。一旦温

度达到 900℃，舰艇的钢铁架构将失去

支撑作用，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舰艇消防损管力量建设非常

重要，更重要的则是舰员的安全意识，

通过人人遵规守纪，做到防患于未然。

毕竟，水火无情。一旦火起势成，

那时舰艇的结局就只能像美军“好人理

查德”号两栖攻击舰那样“由天不由人”

了。

舰艇防火殊为重
■张思梦 冯建勇

随着以色列长矛无人机公司公布

其新型无人机“鹰鸮”-103，有关潜射

无人机的话题在网上再次引起热议。

“可以飞行的潜望镜”“潜艇的‘第三只

眼’”等一连串称谓，被毫不吝惜地送给

了潜射无人机。那么，潜射无人机的作

用究竟有多大？

对长期受制于水下特殊环境的潜

艇来说，如何在感知战场和即时高效通

信方面寻求突破，一直是攸关其战力的

重要课题。配备新型声呐和潜望镜是

如此，配备使用不同频率和波长的各种

天线包括浮标天线也是如此。

但截至目前，上述设备只能在有

限条件下发挥作用。光在水中的穿透

能力有限，所以潜望镜需要伸出水面

才能在视域内发挥作用。声呐作为潜

艇应用最广泛的成熟导航测距装置，

其“舞台”主要在水中。潜艇要与陆、

空平台“交换”信息，需要“中介”比如

声呐浮标的辅助才能完成。电磁波在

陆潜、空潜“对话”方面作用不小，但不

同频率与波长的电磁波只能各管一

段。例如，短波能让潜艇实现瞬间、猝

发式的高速率通信，前提是相关天线

必须伸出水面。甚长波、超长波、极长

波可用于岸艇间的通信，但无论是以

专用飞机、通信卫星为中继还是通过

专网内的岸上指挥所转达，其承载的

信息量与传播速度均有限。目前，还

有一些国家试图运用对海水穿透能力

较强、通信频带较宽的蓝绿激光作为

载波，来与深海中的潜艇直接沟通，但

激光受天气状况影响较大及需要准确

定位接受潜艇等问题，也使其实用化

之路变得“云遮雾罩”。

可以说，在确保潜艇行动隐蔽这第

一威慑力的同时，如何突破上述限制，

实现超地平线、超远距离、超可靠性的

高效率通信，是提升潜艇战力的关键。

潜射无人机的出现为实现这一突

破提供了可能。无论是美国的“黑翼”

10C 潜 射 无 人 机 ，还 是 以 色 列 的“ 鹰

鸮”-103潜射无人机，其设计要求基本

趋同，即能通过现役潜艇的已有装备在

一定深度发射，无人机上搭载有光电/

红外传感器，可在空中续航较长时间和

距离，通过加密安全数据链向潜艇传递

视频、图像等信息，以大幅提升潜艇的

感知力和通信水平。其他国家的在研

潜射无人机也呈现出这一特点。如果

条件成熟，潜射无人机还会被赋予“预

置”或“暂时休眠”功能，甚至能作为网

络信息节点用于蜂群作战。

由此来看，潜射无人机的出现，有

效弥补了潜望镜无法大范围准确感知

战场环境的短板，而其从水下发射升空

或采用“短暂休眠”后发射的模式则有

效保证了潜艇的安全性。同时，它还为

“聚合”其他方面力量提供了条件，为潜

射远程巡航导弹指示目标、促进潜艇与

己方作战体系进一步融合、弥补潜艇在

信息作战和对空作战能力方面的不足

等。例如在弥补对空作战能力方面，它

可以在更远距离上更早地发现反潜飞

机，为潜艇规避和准备作战留出时间，

甚至可引导潜艇发射潜空导弹，改变昔

日空中反潜“一边倒”的态势。

但是，客观地讲，潜射无人机的出

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潜艇在深海潜行

时接收或发送信号的问题。使用加密

安全数据链的事实，让它依然得面对与

电磁波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潜艇

不必上浮的情况下，把更多信息高效传

递至深海。

而要“在通信连接和带宽支持上来

一场革命”，对载波特性的进一步研究

甚至“脑洞大开”地另辟蹊径必不可

少。从目前各国所披露的研究信息来

看，要在基于 IP架构的窄带通信、蓝绿

激光通信、中微子通信等方面取得根本

性突破，进而让潜艇在各种深度和速度

上实现高效双向通信，潜射无人机只能

算作是一个开端，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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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俄罗斯“郁金香”自行迫击炮；图②：韩国 120毫米智能型迫击炮；图③：法国 2R2M式 120毫米线膛迫

击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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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鹰鸮”-103潜射无人机

美潜射无人机发射示意图

绘图：吴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