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 章　 火 炮 概 述

１ １　 火炮的发展

　 　 火炮是一种以发射药为能源发射弹丸的身管射击武器ꎮ 中国将口径大于和等于 ２０ｍｍ 的

射击武器称为火炮ꎬ 而口径小于 ２０ｍｍ 的称为枪械ꎮ 枪械和火炮的口径分界ꎬ 各国取值不

同ꎬ 例如英国曾取口径 ２５ ４ｍｍ(１ｉｎ)作为枪炮的分界限ꎬ 到 ２０ 世纪又将安装在飞机上口径

为 ２０ｍｍ 的速射武器称为自动炮ꎮ
火炮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ꎮ 自人类意识到从远距离打击敌人比较安全时起ꎬ 人

类就开始研制和使用远射用的兵器ꎬ 较早的这种兵器的代表是抛石机ꎮ 抛石机利用杠杆原

理ꎬ 靠人力把石块抛出去ꎬ 用于攻守城堡和进行野战ꎬ 见图 １ ￣ １ꎮ 公元 １０ 世纪ꎬ 由于中国

发明了火药ꎬ 抛石机开始抛掷火药包和火药弹ꎮ 公元 １３ 世纪ꎬ 中国出现了用竹筒制成的突

火枪ꎬ 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火药发射弹丸ꎮ 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ꎬ 制于 １３３２ 年

的火铳ꎬ 其口径 １０５ｍｍꎬ 质量 ７ｋｇꎬ 长 ３６ｃｍꎬ 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火铳ꎬ 见图 １ ￣ ２ꎮ 火

铳是现代枪炮的鼻祖ꎮ

　 　 　 　 图 １ ￣ １　 抛石机　 　 　 　 　 　 　 　 　 　 　 　 　 　 　 　 图 １ ￣ ２　 最早的火铳

自 １４ 世纪起ꎬ 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将中国的火药和火器传到西方国家ꎬ 随着这些国家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这些国家的火炮技术远远超过了中国ꎮ
１９ 世纪中叶ꎬ 典型的火炮仍为炮口装填、 光滑炮膛ꎬ 没有防止火炮射击时后退的有效

机械装置ꎬ 弹丸为球形ꎬ 射速小ꎬ 射程近ꎬ 精度不高ꎮ 在有膛线步枪问世后ꎬ １８４５ 年ꎬ 意

大利陆军少校卡瓦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门后装线膛炮ꎬ 炮管内有两条螺旋膛线ꎬ 膛线使发射

后的弹丸旋转ꎬ 提高了射击精度和射击距离ꎮ 卡瓦利还为该炮设计了新的炮尾和炮闩ꎬ 实现

了炮弹的后膛装填ꎬ 发射速度明显提高ꎮ 同时他还发明了具有圆柱形弹体、 船尾形弹尾、 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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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弹头的炮弹ꎬ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与现代炮弹外形相似的卵形炮弹ꎮ 卡瓦利的一系列发明和

设计在火炮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ꎮ 膛线的出现是火炮技术上的一次飞跃ꎮ
为消除火炮发射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ꎬ １８９７ 年ꎬ 以德维尔将军为首的法国炮兵研制小

组制成了世界上第一门带有反后坐装置的火炮ꎮ 反后坐装置将炮身与炮架连接起来ꎬ 火炮发

射时炮身相对于炮架后坐ꎬ 全炮不后移ꎬ 提高了发射速度ꎬ 同时由于反后坐装置消耗了大部

分后坐动能ꎬ 炮架受力大大减小ꎬ 因而也大幅度减轻了全炮的重量ꎬ 这是火炮技术上的又一

次飞跃ꎮ 现代火炮除了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ꎬ 几乎都采用了反后坐装置ꎮ
总的来说ꎬ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膛线和反后坐装置的出现使得传统火炮迅速跨入了现代火

炮的阶段ꎮ
两次世界大战中ꎬ 先后出现了迫击炮、 高射炮、 坦克炮、 航空机关炮、 反坦克炮、 无后

坐力炮等专用火炮ꎬ 现代火炮的门类几乎全部出现ꎮ 战后局部战争中ꎬ 火炮依然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ꎬ 世界各国从没放松过新型火炮的研制和装备ꎮ

１ ２　 火炮的分类

火炮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ꎬ 按军兵种ꎬ 可分为陆军炮、 海军炮和空军炮ꎮ 陆军炮又可分

为高射炮、 地面炮和坦克炮ꎮ
按编制配属ꎬ 可分为营炮、 团炮、 师炮、 军炮ꎮ
按火炮弹道特性ꎬ 可分为加农炮、 榴弹炮、 加农榴弹炮(加榴炮)、 迫击炮和迫榴炮ꎮ

加农炮初速大、 弹道低伸、 射角小ꎬ 适合对活动目标、 垂直目标和远距离目标射击ꎻ 榴弹炮

初速小、 弹道较弯曲、 射角较大ꎬ 适合对远程隐蔽目标及面目标射击ꎻ 迫击炮初速更小、 弹

道更弯曲、 射角更大ꎬ 适合对近程隐蔽目标及面目标射击ꎬ 见图 １ ￣ ３ꎮ 加榴炮弹道性能介于

加农炮和榴弹炮之间ꎬ 迫榴炮弹道性能具有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特点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西

a）加农炮

b）榴弹炮

c）迫击炮

图 １ ￣ ３　 火炮弹道性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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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很少采用“加农炮”的叫法ꎬ 而是将新研制的大口径地面火炮都称为“榴弹炮”ꎮ
按用途ꎬ 可分为地面压制火炮(地炮)、 高射炮(高炮)、 反坦克炮、 坦克炮、 航炮、 舰

炮、 岸炮ꎮ 其中地面压制火炮包括加农炮、 榴弹炮、 加榴炮、 迫击炮、 迫榴炮和火箭炮等ꎮ
按运动方式ꎬ 可分为固定炮、 牵引炮、 自行炮、 驭载炮、 铁道炮ꎮ 其中牵引炮又分为不

带辅助推进装置和带辅助推进装置两种类型ꎬ 带辅助推进装置的又称自运火炮ꎻ 自行炮又分

为履带式、 轮式和车载式ꎮ
按口径大小ꎬ 可分为大、 中、 小口径火炮ꎮ 不同国家的区分标准不完全相同ꎬ 见表 １ ￣ １ꎮ

表 １ ￣ １　 火炮按口径的分类

口径划分 中国、 俄罗斯 / ｍｍ 英、 美 / ｍｍ(ｉｎ)

地面压制火炮

大口径

中口径

小口径

≥１５２
７６~１５２
２０~７５

﹥ ２０３(８)
１００(４) ~２０３(８)

﹤ １００(４)

高射炮

大口径

中口径

小口径

≥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２０~６０ １３~４７

按身管内有无膛线ꎬ 可分为线膛炮和滑膛炮ꎮ
按身管个数ꎬ 可分为单管、 双管和多管火炮ꎮ
按装填方式ꎬ 可分为后装炮和前装炮ꎮ
按发射方式ꎬ 可分为自动炮和半自动炮ꎮ 自动炮能自动完成连发射击ꎬ 半自动炮能自动

完成部分射击动作ꎮ 小口径高炮、 航炮和小口径舰炮都是自动炮ꎮ
按瞄准方式ꎬ 可分为直瞄火炮和间瞄火炮ꎮ 用瞄准装置直接瞄准目标射击的火炮称为直

瞄火炮ꎻ 用瞄准装置间接瞄准目标射击的火炮称为间瞄火炮ꎮ
按火炮特征ꎬ 可分为速射自动炮(高炮、 航炮、 舰炮)、 远程压制火炮(加农炮、 加榴

炮、 岸炮)、 高膛压直射火炮(坦克炮、 反坦克炮)、 曲射炮(榴弹炮、 迫榴炮)、 特种火炮

(无后坐力炮、 火箭炮、 迫击炮)和新概念火炮(电热炮、 电磁炮等)ꎮ 电热炮指利用电能加

热工质产生等离子体来推进弹丸的火炮ꎻ 电磁炮指利用载流导体在磁场中受到的电磁力推进

弹丸的火炮ꎮ
此外ꎬ 战车炮指装在装甲战斗车辆上ꎬ 符合步兵作战要求的火炮ꎻ 车载炮指火炮结构简

单改动后安装在现有车辆上的火炮ꎮ

１ ３　 火炮的战术技术要求

火炮的战术技术要求又称火炮战术技术指标ꎬ 是指对火炮提出的作战使用和技术性能方

面的要求ꎬ 它是衡量火炮性能的重要依据ꎮ 火炮的战术技术要求一般包括战斗要求、 勤务要

求和经济要求三个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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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１　 战斗要求

战斗要求可概括为火炮威力、 机动性、 寿命、 快速反应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五个方面ꎮ
１ 火炮威力

火炮威力指火炮在战斗中能迅速压制、 破坏、 毁伤目标的能力ꎬ 由弹丸威力、 远射性、
射击精度和速射性组成ꎮ

(１)弹丸威力

弹丸威力指弹丸对目标杀伤或破坏的能力ꎮ 对不同用途的弹丸有不同的威力要求ꎮ 如杀

伤弹威力用杀伤半径、 有效杀伤破片数量等衡量ꎻ 穿甲弹以一定距离的穿甲厚度来衡量ꎻ 照

明弹以弹丸作用的亮度及作用时间衡量ꎮ
(２)远射性

远射性指火炮能够毁坏、 杀伤远距离目标的能力ꎮ 对不同的火炮通常用不同的指标来描

述ꎮ 对主要承担压制任务的加农炮、 榴弹炮和加榴炮ꎬ 通常用最大射程来描述ꎻ 对坦克炮和

反坦克炮ꎬ 通常用直射距离和有效射程来描述ꎻ 对高射炮通常用最大射高和有效射高来

描述ꎮ
直射距离指射弹的最大弹道高等于给定目标高(一般取 ２ｍ)时的射击距离ꎮ 直射距离

是坦克炮和反坦克炮战斗威力的重要指标ꎮ 因一般坦克的高度不超过 ２ ５ｍꎬ 只要敌坦克

在直射距离内都能被击中ꎬ 如图 １ ￣ ４ 所示ꎮ 当弹丸一定时ꎬ 初速越大ꎬ 直射距离越远ꎬ
穿甲能力越强ꎮ 有效射程指在给定的目标条件和射击条件下射弹能够达到预定效力的最

大射程ꎮ

图 １ ￣ ４　 直射距离示意图

最大射高即射高的最大值ꎮ 有效射高指在给定的目标条件和射击条件下射弹能够达到预

定效力的最大射高ꎮ 根据一般经验ꎬ 小口径高炮有效射高与最大射高之比为 ０ ３５~０ ６０ꎬ 大

口径高炮的这个比值为 ０ ６０~０ ８５ꎮ
(３)射击精度

射击精度是射击密集度和射击准确度的总称ꎮ 射击密集度指火炮在相同的射击条件下ꎬ
弹丸弹着点相对于平均弹着点的密集程度ꎮ 射击准确度指平均弹着点对目标的偏离程度ꎮ 射

击准确度主要与射手操作火炮及火炮有关仪表状况有关ꎬ 射击密集度主要与火炮自身的结构

性能有关ꎮ
(４)速射性

速射性指火炮快速发射炮弹的能力ꎬ 通常用射速来表示ꎮ 射速指火炮在单位时间内

发射炮弹的数量ꎮ 射速一般分为实际射速、 理论射速、 突击射速和规定射速ꎮ 实际射速

指火炮在战斗使用条件下(考虑重新装填和修正瞄准的时间)实际达到的射速ꎮ 理论射速

指火炮按一个工作循环所需时间计算的射速(不考虑重新装填和修正瞄准的时间)ꎮ 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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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速又称爆发射速ꎬ 指在紧急情况下ꎬ 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最大射速ꎮ 突击射速通常是

在战斗开始进行时ꎬ 要求火炮在 １５ ~ ２５ｓ 内发射尽可能多的弹丸时的射速ꎮ 根据实战统

计ꎬ 被炮兵火力杀伤的人员有 ８５％是在射击开始的 １５ｓ 内被击中的ꎮ 规定射速指在规定时

间内ꎬ 在不损坏火炮、 不影响射击准确度和保证安全条件下的射速ꎮ 由于火炮若以最大

射速持续射击ꎬ 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引起炮身过热ꎬ 反后坐装置中液体和气体也产生过热ꎬ
以至损坏火炮ꎬ 所以有了规定射速ꎮ 美国 Ｍ１９８ 式 １５５ｍｍ 榴弹炮上配有炮身温度超值显

示器ꎬ 以限制射弹速度ꎮ
２ 火炮机动性

火炮机动性是火力机动性、 火炮运动性和行军战斗转换时间的总称ꎮ
(１)火力机动性

火力机动性指迅速而准确地转移火力的能力ꎮ 火力机动性取决于射界、 瞄准速度和装药

号数等ꎮ
(２)火炮运动性

火炮运动性指火炮在各种运输条件和各种道路上运动的性能ꎮ 包括火炮能否在铁路、 水

上和空中进行运输ꎬ 能否通过起伏地形和狭窄地区和迅速改变发射阵地等ꎮ
(３)行军战斗转换时间

行军战斗转换时间用以描述火炮由行军状态转换为战斗状态的迅速性ꎮ
３ 火炮寿命

火炮寿命指火炮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使用能够保证其战斗性能的特性(战场意外遭到破坏

的情况除外)ꎮ 对牵引式地面压制火炮来说ꎬ 身管是火炮最主要的构件ꎬ 通常以身管寿命作

为火炮的寿命ꎮ 身管寿命指身管弹道指标降低到允许值或疲劳破坏前ꎬ 所能发射的当量全装

药射弹数目ꎬ 用发数表示ꎮ
４ 火炮快速反应能力

火炮快速反应能力指火炮系统从开始探测目标到对目标实施射击的迅速性ꎬ 以反应时间

来表示ꎬ 单位为 ｓꎮ 现代战场上存在大量快速目标和进攻性武器ꎬ 且侦察手段和火控系统不

断精确完善ꎬ 这样就使得反应慢的一方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ꎬ 反应快的一方能避开对方

袭击ꎮ
５ 火炮战场生存能力

火炮战场生存能力指在现代战场条件下ꎬ 火炮能保持其主要战斗性能和在受到损伤后能

尽快以最低的物质技术条件恢复其战斗性能的能力ꎮ 显然ꎬ 提高火炮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

力ꎬ 加强火炮的防护能力ꎬ 做好火炮的伪装和隐蔽ꎬ 提高火炮的维修性等都有助于提高火炮

的战场生存能力ꎮ

１ ３ ２　 勤务要求

从勤务方面看ꎬ 对火炮的主要要求是可靠性和维修性ꎮ 可靠性指火炮在规定条件下和规

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ꎮ 维修性指火炮在寿命周期内经过维护和修理可以保持和恢复

其功能的能力ꎮ 简单地说ꎬ 可靠性反映“火炮不出故障”的能力ꎬ 维修性反映“火炮出故障后

好修复”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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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３　 经济要求

对火炮的经济要求指在满足战斗与使用要求前提下ꎬ 武器系统的造价和维护费用要低ꎮ 战

斗中火炮及弹药的消耗量是很大的ꎬ 如果性能先进但造价和维护费用昂贵ꎬ 仍难采用ꎮ
目前ꎬ 随着一些高新技术在火炮上的应用ꎬ 一些国家已经没有能力设计以及制造新型火

炮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购买别国的火炮技术或者已经制造好的火炮是保持军队火力打击能力的重

要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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