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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英才

远隔 1350 米，一枪击毙敌军指挥官，在实战中创下如此战绩
的，是狙击手和他手中的SVD狙击步枪。

SVD狙击步枪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定型列装，堪称狙击枪家族
中的“元老”，被誉为“狙击枪中的AK-47”“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
上的狙击步枪”。它曾被许多国家仿造生产，身影出现在不同战场。

这款步枪，正是出自苏联轻武器设计大师叶夫根尼·费奥多罗
维奇·德拉贡诺夫之手。

除了SVD，德拉贡诺夫拥有许多得意之作，比如S-49运动步枪，
就曾帮助运动员鲍里索夫创下世界纪录。在长达 40年的设计生涯
中，德拉贡诺夫参与设计的武器达到50多种，其中有39种投入量产。

梦想的种子悄然萌芽

1939 年，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地区。

靶场上，19 岁的德拉贡诺夫紧紧握

着手里被他改造过的莫辛-纳甘步枪，

手心微微出汗。此时，他正站在命运的

分水岭上。

前方，靶标树立。德拉贡诺夫已经

瞄准靶心，只要轻轻扣动扳机，就能让

子弹如数射出。身旁，负责管理的中士

和前来巡视的军官目光如炬，正等着看

他的“表演”。

前不久，德拉贡诺夫在使用枪械时

发现，莫辛-纳甘步枪的刺刀直接套在

枪管上，极大影响了射击的精准度。他

找到一家小作坊，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刺

刀卡口做了调整。谁知道，管理训练的

中士发现这件事后，严厉指责了他没把

武器研究透就破坏军产。争执的一幕，

恰好被巡视人员看见。

巡视的军官过来询问来龙去脉，德

拉贡诺夫隐隐感到：证明自己的机会来

了！“我的枪能打得更准。”他自信地对

为首的军官说。

“要是打不准，你今天就得去打扫

马厩！”军官转头命人拿来子弹，让他现

场尝试。德拉贡诺夫不敢怠慢，装填好

子弹，深深吸气，随后举枪射击。

“砰！砰！砰！”枪声连响，靶心附

近火柴盒大小的区域里，乍然出现了几

个弹孔。他成功了！

这一天，德拉贡诺夫被任命为苏军

部队的枪炮修理工，从此踏上轻武器设

计之路。

德拉贡诺夫对枪械的热情，早在他

的少年时代就已初见端倪。德拉贡诺

夫的故乡伊热夫斯克，是一座位于乌拉

尔山以西的小城。这里一直以轻武器

制 造 业 闻 名 ，许 多 家 庭 都 是“ 枪 匠 世

家”。德拉贡诺夫的祖父和父亲，也曾

在兵工厂工作。

对 普 通 人 来 说 ，枪 械 是 冰 冷 无 情

的，犹如吞噬生命的野兽。但在少年德

拉贡诺夫眼中，枪械上的每一个零件设

计精密、巧妙契合，就像一件精巧的工

艺品。空闲时，他总是跑到工厂车间观

察，常常会花大半天时间琢磨那些不了

解的枪械构造。

对枪械的热爱，在德拉贡诺夫心里

悄然生根发芽。

14 岁那年，德拉贡诺夫由于家境贫

寒被迫辍学，来到一座工业技校学习机

械加工。此时，苏联正在全国开展“伏

罗希洛夫射击运动”，鼓励各地创办射

击俱乐部、培养民众射击兴趣。德拉贡

诺 夫 十 分 欣 喜 ，几 乎 一 有 空 就 泡 在 靶

场。也正是由此开始，他首次参加射击

比赛，被授予“伏罗希洛夫射手”奖章。

应征入伍，担任射击教官，学习枪

械设计……在梦想的牵引下，德拉贡诺

夫一步步向自己奋斗终身的轻武器设

计事业迈进。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德拉贡诺夫作

为军中为数不多的维修人员被留在后方

检修，也接触到大量国内外武器装备。他

一边像海绵一样汲取着枪械设计知识，一

边利用难得的实践机会研究枪械构造、尝

试改造发明。自此，德拉贡诺夫开始在武

器设计领域崭露头角。战争结束后，他被

调到伊热夫斯克兵工厂武器设计局，开启

他的武器设计生涯。

用简单铸就经典

1960 年，苏联半自动狙击步枪竞标

历时两年，迎来“终极对决”。

进 入“ 决 赛 圈 ”的 参 赛 选 手 ，包 括

SKS半自动步枪的设计师西蒙诺夫、SA-

006突击步枪的设计师康斯坦丁诺夫，和

拿出 SVD 狙击步枪的德拉贡诺夫。

竞标委员会列出的评判标准密密

麻麻，但总结起来只有两个方向：一是

耐用 ，故障率低 ，适应环境能力强 ；二

是好用，射击精度高，有效射程远。更

具体地说，这款枪械必须能适应高温、

严寒、泥泞、沙漠等环境 ；必须轻便灵

活 ，既 能 单 兵 携 带 ，也 能 带 进 各 种 载

具；必须是半自动步枪，能满足快节奏

狙击需要……

苏联军方对这款枪械寄予厚望。

一方面，苏联现有的 SVT 和 AVS 步

枪都属于早期自动步枪，不仅结构复杂、

生产烦琐、战场维护困难，而且故障率很

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许多前线官兵都

对这两款枪械意见颇多。

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去，

苏联军方终于有时间深入思考未来战

场的需求。他们发现，连排火力的远距

离精度亟待进一步提高，这才开始将目

光投向新式狙击步枪的研发。

时间倒回 1958 年，苏联启动半自动

狙击步枪的竞标项目。作为当时最重要

的轻武器设计项目，几乎所有大型轻武

器设计局和兵工厂都参与了这场竞赛。

此时，德拉贡诺夫已成为一名杰出

的轻武器设计师。他本来就擅长射击，

曾在各类比赛中获得数十枚奖章，又在

兵工厂里扎扎实实地进行了 10 多年研

究。他以莫辛-纳甘步枪为基础改造的

S-49 运动步枪，帮助苏联运动员在许多

国际比赛中创下了纪录。

即使如此，在这场群英荟萃的比拼

中，德拉贡诺夫依然感到巨大压力：无

论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诺夫还是其他设

计者，几乎都是轻武器设计领域的“大

咖”，他是几人中资历最浅的。

竞 标 开 始 后 ，德 拉 贡 诺 夫 苦 苦 思

索，该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面对军方

提出的苛刻条件，陆续有设计师知难而

退，德拉贡诺夫也为此困扰不已。

在德拉贡诺夫眼中，造枪并非各种

零件、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一门优化

与妥协的艺术。这款枪械首先要适应

战 时 的 各 种 恶 劣 环 境 ，具 备 较 长 的 寿

命；同时，作为狙击装备，还要达到一定

的精度。这就要求他在可靠性和精度

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为 此 ，德 拉 贡 诺 夫 以 结 实 耐 用 的

AK-47 步枪作为参考，在保留其必备组

件的基础上，换上了一部分自己研发的

高精度零件，决心打造出“狙击枪中的

AK-47”。

1958 年底，德拉贡诺夫带领团队完

成了 SVD 狙击步枪的基础设计：他应用

动作更轻柔、可靠性更强的短行程活塞

导气式设计；使用强化机匣，削弱了枪

机后坐撞击机匣对精度的影响；研发三

突 笋 枪 机 结 构 ，缩 小 了 开 闭 锁 旋 转 角

度，降低了动能消耗和机头旋转等因素

对操作的干扰……

时间来到 1960 年，竞标进入最后阶

段。西蒙诺夫等人相继出局，只剩下德

拉贡诺夫和康斯坦丁诺夫二人最终对

决。这场比拼的结果将决定，谁的作品

能成为苏联第一代专业半自动狙击步

枪。

测试开始了。在发射 1.2 万发枪弹

后，德拉贡诺夫和康斯坦丁诺夫设计的

原型枪均处于最佳状态，射击成果达到

大 多 数 参 选 枪 械 的 1.5 倍 。 在 可 靠 性

上，这两款枪械也不分伯仲，日常使用

故障率仅在 0.02%到 0.03%之间，约为军

方给出故障率指标的十分之一。在经

过雨淋、沙浸等恶劣环境测试后，两者

都顺利通过验收。

二选一的难题最终落到评委头上。

经过争论，竞标委员会达成了一致——

康斯坦丁诺夫的设计在当时来说比较激

进，虽然具有一定先进性，但也使得其

整枪寿命略低；德拉贡诺夫的设计采用

了成熟保守技术，在性价比、稳定性上更

具优势，因此成功中选。

1963 年，SVD 狙击步枪正式列装。

而后数十年，SVD 狙击步枪在许多战场

留下卓越的战绩，被誉为“红色枪王”。

正是凭借这把枪，德拉贡诺夫获得了苏

联最高荣誉“列宁奖章”。

使用者最有发言权

在德拉贡诺夫漫长的设计生涯中，

许多人都曾向他请教过一个问题：怎样

才能造出一支好枪？他的回答总是十

分简洁：好用。

著名轻武器设计师什帕金说：“把

复杂的事变得简单很复杂，把简单的事

变得复杂很简单。”这句话，一直被德拉

贡诺夫奉为圭臬。

同时具备射击手与设计师的身份，德

拉贡诺夫深知，一款枪械是否称得上好

枪，只有使用者最有发言权。而作为一名

优秀的轻武器设计师，他要做的就是用最

简单的方式，精准命中使用者的需求。

刚进入伊热夫斯克兵工厂，德拉贡

诺夫最主要的任务是对莫辛-纳甘狙击

步枪进行改进。当时，许多从战场上归

来的士兵都在抱怨，这款枪虽然射击精

度较高，但光学瞄准镜的镜座就位于抛

壳窗上方，每次弹药射光后只能一发发

装填，严重影响战机。

得知苏军官兵的需求，德拉贡诺夫

重新设计了光学瞄准镜的镜座位置，将

其设置于抛壳窗左侧，让射击手在打光

弹仓中的子弹后，不需要拆卸瞄具就能

使用弹夹装填。

解 决 完 这 一 问 题 ，德 拉 贡 诺 夫 没

有 停 下 脚 步 。 他 亲 自 端 起 枪 走 进 靶

场，一次次进行试射，站在射击手的角

度给枪械“挑刺 ”，进一步寻找改进灵

感 ：镜座还可以减轻重量、调低位置 ，

让 瞄 准 更 加 舒 适 ；扳 机 的 力 度 不 太 合

适，还需要征求射击手意见进行调整；

枪 管 的 重 量 可 以 有 所 增 加 ，进 一 步 提

高射击精度……

以使用者的需求为先——德拉贡

诺夫的这一设计理念，持续影响着他的

继承者们。

20 世纪 80 年代，SVD 狙击步枪已

普遍列装苏联军队。实际应用中，有不

少人反映，SVD 的长度超过 1.2 米，在空

间狭小的装甲车内使用非常不便。

作为德拉贡诺夫的徒弟，设计师涅斯

捷罗夫果断对 SVD 进行“升级”，在缩短

枪支长度的同时，他将原本的固定枪托改

为折叠枪托，推出一款紧凑型 SVD 狙击

步枪，于 1994 年问世。这款“升级版”

SVDS 狙击步枪在装甲车内也能使用自

如，深受部队官兵好评。

德拉贡诺夫不仅自己在轻武器设

计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还成功将这份

薪火传递下去，培养出一大批轻武器设

计师。他的徒弟涅斯捷罗夫、亚历山德

罗夫与他的儿子、孙子等人，后来都成

为优秀的轻武器设计专家，研发出 AK-

107 突击步枪、PP-19“野牛”冲锋枪等

杰出作品。少年德拉贡诺夫曾埋下的

那颗梦想种子，已然长成大树，又蔓延

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1991 年，德拉贡诺夫辞世。直到临

终前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

枪械设计稿。如今，在俄罗斯伊热夫斯

克城中，以“德拉贡诺夫”为名的街道、

公园、学校等地标性建筑随处可见。人

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位轻武器设计

大师的斐然成就。

德拉贡诺夫：用热爱创造“枪王”传奇
■赵书晨

正午时分，阳光炙晒。海军勤务学

院某基地训练场上，新配发的装备突然

“罢工”，学兵吴志杰被困在驾驶室。

“大臂无法下置，设备丧失动力……”

由于现场的技术人员迟迟找不到故障

原因，吴志杰急得满头大汗。就在这

时，一级上士彭海洋匆匆赶来，迅速检

查装备。

“电磁阀短路导致保险销毁，立即

更换保险丝！”10分钟后，彭海洋换好最

后一根保险丝，机器恢复运转。驾驶室

里的吴志杰成功脱困，战友们悬着的心

也落了地。

在该基地，彭海洋一直被战友们称

作装备维修的“老中医”。他有一手“望

闻问切”的绝活，如果装备出了问题，只

要他眼睛一看、竖耳一听、伸手一摸，故

障就能判断得八九不离十。

彭海洋的这身本事，得益于坚持不懈

的学习和实践。2012年，他被任命为装备

保养员。为了尽快适应岗位，彭海洋白天

练操作、看挂图、记数据，晚上挑灯学习理

论、背诵装备性能参数。就这样，他一步

一个脚印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就在彭海洋还没完全将设备性能

学透时，一次突如其来的维修任务，让

他措手不及。

那年冬天，单位受命保障演习任

务 ，一 辆 军 港 喷 淋 车 在 途 中 突 然“ 趴

窝”，怎么也无法前进。如果不能在规

定时间到达预定区域，会对后续任务造

成很大影响。

漫天飞雪，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为了修复故障，彭海洋钻进车底鼓捣了

许久，可最终手都冻伤了，也没能定位

故障所在。最后，他们不得不让最近的

修理厂派人到现场维修。

这次故障，对彭海洋触动很大。后

来，他在一本装备书籍上查到了和那天

类似的情况。“如果当时我能多看书，多

学习一些故障案例，现场的情况可能就

会变得不一样。”彭海洋感慨。

从那以后，彭海洋开始钻研装备的原

始图纸和设计方案，遇到不懂的就咨询厂

里的专家，甚至利用休假时间自费去厂家

学习。仅仅两年，彭海洋掌握了50多种工

程装备、10多种特种装备的操作使用和维

修保养技能。厚厚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记满了各种装备参数和典型案例。他也

逐渐练就了一身本领，对装备的“五脏六

腑”熟稔于心。

这些年，彭海洋从列兵成长为一级

上士。军衔在改变，责任也在改变。“一

个人虽然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

现在，彭海洋希望把自己的“手艺”传授

给更多年轻战友，为装备安全提供更加

可靠的保障。

左图：海军勤务学院某基地一级上

士彭海洋。 张 峰摄

海军勤务学院某基地一级上士彭海洋—

装备维修的“老中医”
■程 禹 李 芮

近年来，两栖攻击舰在大众视野的

“出镜率”越来越高：埃及从法国采购 2

艘能携带超 30架直升机的西北风级两

栖攻击舰，分别命名为贾迈勒·阿卜杜

勒·纳赛尔号和安瓦尔·萨达特号；巴西

从英国购入海洋号两栖攻击舰后，将其

改造为大西洋号两栖攻击舰，作为替代

航母的海军旗舰使用……许多国家都

在加紧研制、采购两栖攻击舰，种种迹

象表明，两栖攻击舰开始在海军众多

舰种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一款“明

星”战舰。

两栖攻击舰，是一种可以搭载飞

机、运输坦克及登陆部队的海军作战

舰艇，能够执行立体登陆作战、海外维

和撤侨、人道主义抢险救灾等多种任

务。在现代海军装备体系里，两栖攻

击舰的地位作用仅次于航母，能够在

两栖登陆作战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凭 借 优 良 的 战 术 机 动 性 能 和 强

大的投送能力，两栖攻击舰受到多国

海军青睐。当今世界，美、法、澳、韩

等国都列装了两栖攻击舰，仅美国就

有 9 艘。

传统战争是“大吃小”，现代战争

是“快吃慢”，未来战争是“新吃旧”。

随着各国新一代两栖攻击舰陆续入列

服役，两栖攻击舰步入了全新的发展

阶段，其未来建设方向也愈发明朗，主

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大型化、通用化和系列化特

征更加明显。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满载

排水量显著增大，不仅可以增加舰上

燃油装载量，延长续航时间，还能够运

输更多兵员和装备，大幅提升综合作

战效能。通用化和系列化，则是通过

先研发一个满足舰船本身需求的基础

模块，再对基础版本进行改进，随后衍

生出更大吨位的两栖攻击舰。这种方

法能够节省大量费用，也有利于两栖

攻击舰服役后的维修与使用。

第二，信息化程度更高，编队作战

指挥能力更强。随着计算机技术、通

信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快速发

展，新一代两栖攻击舰的信息化程度

越 来 越 高 ，作 战 指 挥 能 力 也 随 之 增

强。世界上新一代大型两栖攻击舰普

遍配有指挥、控制、情报、侦察和监视

等设备，可在两栖作战中扮演指挥舰

的角色。

第三，更加注重综合防御，生存能

力进一步提高。信息时代，两栖作战

作为一种高风险军事行动，面临的威

胁比以往更为突出。新一代两栖攻击

舰可以通过配备反潜直升机、雷达、防

空导弹发射装置、近防武器系统、电子

对抗系统和鱼雷诱饵等多种装备，构

建多维立体的对抗防御体系，全面提

高舰艇的防御能力。

第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充当应

急迎战“多面手”。随着立体投送能力

和综合性能不断提升，两栖攻击舰除

了执行两栖攻击任务，还要承担起制

空、制海和反潜任务，和平时期还可以

参与反恐撤侨、维和救灾、人道主义援

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根据任务拓展

的不同需求，未来的两栖攻击舰还将

进一步进化升级，在海军舰艇的阵列

中担当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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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德 拉 贡 诺 夫 SVD

狙击步枪。

图②：苏联轻武器设计

师叶夫根尼·费奥多罗维奇·

德拉贡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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