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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中诞生，曲折中发展

105 毫 米 榴 弹 炮 属 于 轻 型 野 战 火

炮 ，具有重量轻、易机动等特点 ，可利

用 牵 引 车 或 直 升 机 快 速 部 署 ，打 击 敌

有生力量。20 世纪前叶，105 毫米榴弹

炮 曾 在 英 国 、美 国 等 国 家 的 陆 军 部 队

中 风 靡 一 时 ，且 作 为 主 力 火 炮 参 与 了

很多重要战争。尤其是在一战及二战

中使用广泛，发挥作用明显，受到各国

军队的青睐。

两次世界大战也在加速推动着战

争形态的演变。随着坦克逐步登上历

史舞台、步兵规模逐步缩减，这给该型

榴弹炮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因

其有限的装药量，爆炸威力相对较小，

加 之 世 界 各 国 坦 克 不 断 发 展 升 级 ，导

致该型榴弹炮难以对装甲目标造成有

效毁伤。

二战结束后世界转入冷战，很多国

家笃信“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苏

联等国家决定增大陆军炮兵的主炮口

径，淘汰了一批正在服役的 105 毫米榴

弹炮，更换为拥有更大威力与更远射程

的 155 毫米榴弹炮。火炮就这样向着大

口径蓬勃发展，各型大口径榴弹炮逐渐

成为野战火炮的主体。

相比之下，105 毫米榴弹炮似乎被

打入“冷宫”，新型号越来越少。但该型

榴弹炮的发展并未止步，而是在曲折中

不断向前发展。当世界各国陆军主要

以空中火力支援和大口径火炮火力支

援为主时，英法等国却没有放弃对小口

径榴弹炮的研制。在英国人眼中，小口

径榴弹炮造价低廉、维护成本低、作战

能 力 持 久 的 特 点 十 分 符 合 英 国 国 情 。

按照这个思路，英国皇家武器研究所和

诺丁汉皇家兵工厂研制的“L118”式 105

毫米榴弹炮问世，并在结构、材料等方

面取得突破。

“L118”式 105 毫 米 榴 弹 炮 采 用 更

高 强 度 的 身 管 与 更 加 灵 活 的 结 构 ，使

其 兼 具 射 程 远 和 战 斗 全 重 轻 的 优 点 。

几 年 后 ，英 国 与 阿 根 廷 之 间 爆 发 马 岛

战争，默默无闻的“L118”式 105 毫米榴

弹 炮 一 战 成 名 。 法 国 人 也 是 一 样 ，在

1980 年，法国“LG1”式 105 毫米榴弹炮

亮相 ，凭借其重量轻、射程远、机动性

好 和 可 靠 性 高 的 出 色 表 现 ，成 为 当 时

的一代“明星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到 20 世纪末期，英

国皇家兵工厂又研制出底部排气子母

弹，将“L118”式 105 毫米榴弹炮射程进

一步翻倍，成为当时战斗全重较轻但射

程最远的小口径榴弹炮。

“没有最好的装备，只有最适合你

的装备。”此后，105 毫米榴弹炮的研制

与发展重新进入世界各国的视线之中，

也一度使多款该口径榴弹炮成为当时

国 际 军 火 市 场 上 炙 手 可 热 的“ 畅 销 产

品”。发展至今，105 毫米口径榴弹炮仍

然大量列装于世界各国军队，发挥着难

以替代的作用。

重获战场优势，老树发新枝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改变，局部战争

成为基本战争形态。飞机、导弹等远程

高杀伤武器的广泛运用，使世界各军事

大国的战场火力打击能力得到了显著

提升，火力打击手段也从单域打击向多

域联合打击不断拓展。在美军提出建

立高机动、快反应、强杀伤的“目标部

队”概念后，轻型化成为一些国家发展

榴弹炮的方向之一，大口径大威力不再

是唯一的追求目标，具有运输优势、机

动优势、打击优势的 105 毫米榴弹炮，开

始在更大的舞台上焕发新活力。

相 比 于 广 泛 列 装 的 155 毫 米 榴 弹

炮，105 毫米榴弹炮在体量上具有显著

优 势 。 拿 目 前 同 类 型 中 较 轻 的 美 制

“M777”155 毫 米 牵 引 榴 弹 炮 来 说 ，其

重量约为西方主流的现役 105 毫米榴

弹炮的两倍。这就意味着在运输过程

中，155 毫米榴弹炮需要借助重卡或重

型 直 升 机 进 行 机 动 运 输 ，在 后 勤 保 障

上 也 需 要 耗 费 更 多 人 员 和 精 力 。 而

105 毫 米 榴 弹 炮 能 够 像 轻 型 火 炮 一 样

使 用 吉 普 车 、卡 车 或 普 通 直 升 机 等 运

输 工 具 快 速 机 动 部 署 ，短 时 间 形 成 火

力打击能力 ，比较适合“打完就跑 ”的

游击战术。当然，105 毫米榴弹炮家族

中也有“另类 ”，南非丹尼尔公司生产

的 G7 型 榴 弹 炮 尽 管 在 口 径 上 选 择 了

105 毫米，但在重量和射程上更接近于

155 毫米榴弹炮。

105 毫米榴弹炮相对较快的射速以

及持续的火力打击能力，也令人瞩目。

以法国“LG1”式 105 毫米榴弹炮为例，

该型号榴弹炮的最大射速达到每分钟

12 发，是“M777”155 毫米牵引榴弹炮的

5 倍左右，能够持续对敌进行火力压制

或反制，进行覆盖式打击。同时，加装

初 速 测 定 雷 达 和 数 字 化 火 控 系 统 的

“LG1”能够根据追踪炮弹方向速度，修

正下一发炮弹的发射参数，在精度上毫

不逊色于“M777”155 毫米牵引榴弹炮，

也可以对敌重要目标进行多次精确打

击。

对于火炮而言，射程、射速、精度、

机动这 4 个特征相互制约，在射速、精

度、机动上凸显优势的 105 毫米榴弹炮

在射程上显然存在短板。然而，现代化

战争已不仅仅是传统的火炮对轰，面对

突发冲突事件，必须快速部署、快速突

袭、快速增援。毫无疑问，灵活机动的

105 毫米榴弹炮更适合一些局部战争需

求，能在“短兵相接”中实现快速打击，

提高战场火力水平。

制胜地面战场，未来可期

时至今日，战争形态正在由以网络

与信息系统为标志的信息化战争形态，

逐步向以算法与机器人为标志的智能

化战争形态迈进。

在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条件下，集

团式、火力直推式等作战模式将逐渐减

少，现代炮战的作战原则对火炮武器的

快速反应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因此，如何加快智能技术赋

能 ，改 善 榴 弹 炮 和 其 他 作 战 平 台 的 互

联、互通、互操作能力，将 105 毫米榴弹

炮置于一体化指挥控制网络中，或使这

位“老将”更上一层楼。

首 先 ，加 快 105 毫 米 榴 弹 炮 与 其

他 作 战 平 台 的 融 合 ，将 给 予 该 型 火 炮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 105 毫米榴

弹炮重量较轻，通过模块化设计后，更

易于实现“上车”“上机”“上舰”，与多

域 作 战 平 台 形 成 融 合 。 2022 年 8 月 ，

在 新 墨 西 哥 州 坎 农 空 军 基 地 ，美 国 空

军 AC-130J“幽灵骑士”武装炮艇机带

着 升 级 版 的 新 型“M102”式 105 毫 米

榴弹炮亮相。这种升级版的 105 毫米

榴 弹 炮 拥 有 一 个 明 显 不 同 的 后 坐 力

机 构 ，以 保 证 其 在 动 态 条 件 下 的 打 击

精 度 。 不 仅 如 此 ，除 了 105 毫 米 榴 弹

炮 外 ，AC-130J 机 身 上 新 增 的 模 块 化

精 确 打 击 套 件 还 包 括 30 毫 米 ATK

GAU-23/A 自 动 侧 向 发 射 机 炮 、精 确

制导弹药（SOPGM）、AGM-114“地狱

火 ”导 弹 、GBU- 44/B 制 导 炸 弹 和

GBU-53/B 小 直 径 炸 弹 等 ，与 榴 弹 炮

相 辅 相 成 、取 长 补 短 ，给 地 面 部 队 形

成“综合火力威胁”。

其次，围绕榴弹炮自身，加快对火

控系统、发射装置、指挥控制方式等核

心技术进行数字化升级，将有效提升其

战场打击效果。例如，泰国陆军正在研

发的 CS/AH2 型 105 毫米榴弹炮，其显

著特点就是新集成了一个用于引导、定

位和瞄准的捷联惯性导航单元，能够减

少配置火炮射击所需的时间。该炮还

配备了土壤温度测量系统，能够反馈炮

弹气流轨迹并修正发射参数，使精度进

一步提升。

再 次 ，无 人 机 、卫 星 、雷 达 等 侦 察

装 备 能 够 对 全 纵 深 目 标 精 确 侦 察 ，通

过 发 射 指 令 智 能 导 引 榴 弹 炮 毁 伤 敌

方 目 标 。 从 信 息 化 到 智 能 化 ，人 工 智

能 的 作 用 日 益 显 著 。 无 人 预 警 探 测

力 量 不 断 加 强 ，卫 星 技 术 持 续 发 展 ，

在 陆 、海 、空 、天 、电 、网 多 维 立 体 情

报 网 的 支 持 下 ，让 人 工 智 能 成 为 火 炮

操 纵 团 队 ，发 现 目 标 后 快 速 处 理 相 关

数 据 ，制 定 打 击 方 案 ，实 施 精 确 打

击 ，研 判 毁 伤 效 果 ，打 击 结 果 分 析 共

享 ，进 而 形 成 打 击 闭 环 。 105 毫 米 榴

弹 炮 和 人 工 智 能 结 成 战 场“ 搭 子 ”，

也 符 合 以 轻 量 化 和 无 人 化 制 胜 未 来

战 场 的 趋 势 。

“青春不老”的105毫米榴弹炮
■王翰阳 杨龙霄 杨润鑫

去年“北部·联合-2023”军演，俄罗

斯海军军舰采用一字排开、“尾部”靠岸

的停靠方式引发很多军迷关注。这种停

靠方式称为“艉靠式”停泊，相比于常见

的“舷靠式”停泊和“接舷式”停泊，这种

靠岸方式比较少见。那么，舰艇靠港停

泊如何选择停靠方式？它们又具有怎样

的实战价值和优势？

其实，停船入港的方式与码头的设

计、海军习惯等因素有着紧密联系。根

据码头和泊位的不同设计形式，大致可

分为以下几种：顺岸式码头靠泊、突堤式

码头靠泊和墩式码头靠泊。

顺岸式码头是指沿着河流或海岸

线，经过港池疏浚、堤岸加固以及相应

港 口 设 施（如 缆 桩 、岸 电 等）的 铺 设 后

建 成 的 码 头 泊 位 ；突 堤 式 码 头 则 是 由

人 工 建 造 的 ，由 陆 岸 向 水 域 中 伸 出 的

码头。

墩式码头则是一种独特的码头形

式，通常在海中修建八角形或四方形码

头泊位，每个边都可以停泊舰艇。墩式

码头与海岸通常通过栈桥或突堤相连。

美国基特萨普-班戈海军基地便拥有一

个用于停泊“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的墩式码头。

根据不同的硬件设施和环境条件，

不同的船舶停泊方式应运而生。

首先，常见的是“舷靠式”停泊。这

种停泊方式适用于码头长度较长、停泊

空间较为宽敞的情形。舰艇进港时，可

以通过发出信号，使其恰好停泊在泊位

旁边。这种方式因为便于大量人员快速

上下船和港口设施为舰艇提供维护补给

而被广泛采用。然而，对于一些尺寸较

大的舰艇和不具备侧推能力的舰艇来

说，“舷靠式”对港口码头的空间要求较

高，同时还需要拖船来推动。这对港口

设施和工作人员要求更高。

其次，可以尝试采用“接舷式”停泊

的方式。第一艘舰艇停泊在码头泊位

上，第二艘舰艇停靠在第一艘舰艇的右

舷，形成了一种“舷靠舷”的停泊排列方

式。其优点在于对码头空间占用较小，

一个码头即可停泊多艘舰艇。

“艉靠式”停泊在俄罗斯海军中应

用 较 多 。 尤 其 是 在 北 方 舰 队 的 基 地 ，

如 阿 尔 汉 格 尔 斯 克 军 港 ，冬 季 时 常 被

冻 结 。 采 用“ 艉 靠 式 ”停 泊 ，舰 艏 方 向

的 积 冰 可 以 通 过 破 冰 船 快 速 清 除 ，从

而使得舰艇能够快速启动，离港出动。

然 而 ，“ 艉 靠 式 ”停 泊 方 式 也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 艉 靠 式 ”停 泊 会 占 据 较 多

的 纵 向 水 域 空 间 ，其 他 船 只 进 出 港 口

的 航 道 宽 度 变 窄 ，增 加 操 船 难 度 和 碰

撞 风 险 。 并 且 在“ 艉 靠 式 ”停 泊 下 ，上

下 舰 艇 只 能 通 过 船 艉 进 行 ，不 利 于 舰

艇快速接受物资补给和船艏战斗岗位

人员的快速响应。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停靠方式，船舶

靠泊都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码头

朝向、风流方向、高低潮时间、船舶吃水、

船长船宽及载荷情况，以及需要几艘拖

轮协助等，做出周密的离泊操纵计划。

另外，还需要船舶的各部门之间、船和岸

之间、船和拖轮之间密切配合，才能使船

只顺利靠离。

停
船
入
港
有
讲
究

■
赵
富
豪

龚
诗
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

规 模 最 大 的 战 争 ，也 是 人 类 军 事 科 技

快 速 发 展 的 重 要 时 期 。 二 战 期 间 ，许

多 经 典 武 器 的 发 明 ，为 战 后 军 事 科 技

发展和战争形态变革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 。 但 也 有 部 分 发 明 看 起 来 很 有 创

意，实际却少有用途，防磁装甲便是其

中之一。

1942 年 5 月，纳粹德国研发了一种

空心装药磁性反坦克手雷，在“铁拳”反

坦克榴弹和“战车噩梦”反坦克火箭弹

等德军反坦克“主力”装备批量投产前，

这是一款非常有效的“坦克克星”——

使用者投掷该手雷至盟军坦克附近后，

地雷底部的 U 型磁铁会牢牢地吸附在坦

克上，直到 7 秒后爆炸。

自己有了“矛”，便会担心敌人手中

有“盾”。德国研发磁性反坦克手雷并

大量装备部队后，认为盟军在不久的将

来也会仿制成功并投入实战，因此“未

雨绸缪”地萌发了一种思路：研发防磁

装甲。

这 种 具 有 前 瞻 性 的 思 想 本 质 上 没

错，因为任何技术都有被突破的可能性，

尤其是战场上，一点点技术优势都可能

影响到战局胜负。

德国开发的防磁装甲呈软泥状，平

时装在桶里，使用时需要加入适当的稀

释剂丙酮，此举类似于调油漆。在敷设

时，需将坦克表面清理干净，先用小铲子

敷设第一层，厚度约 5 毫米，且要在表

面划出方格状的十字形，以便于第二

层可以更好地附着。敷设第二层时，

为了减少磁性手雷和战车垂直面的接

触面积，降低磁性炸弹的附着力，这些

涂层上会被刮刀划出各种凹凸不平但

不失整齐的图案。

从 1943 年 9 月开始 ，德军所有前

线 装 备 的 坦 克 ，封 闭 战 斗 室 的 自 行

火 炮 和 坦 克 歼 击 车 都 陆 续 涂 布 了 防

磁 涂 层 ，远 看 就 像 粉 刷 了 一 层“ 水 泥

墙”。

德军最初把防磁装甲这种“黑科

技 ”用 在 了“ 虎 ”式 坦 克 身 上 ，早 期 盟

军对防磁装甲知之甚少，再加上“虎”

式坦克的重型装甲，导致普通火炮很

难将其击穿。于是，盟军之间开始流

传“ 虎 ”式 坦 克 具 备 装 甲 自 我 修 复 能

力 ，并 猜 测 分 析 是 因 为 坦 克 表 面 的 这

层“水泥墙 ”起着特殊作用 ，认为这是

德 军 的 一 种 高 科 技 装 甲 ，长 时 间 里 都

希 望 得 到 实 物 进 行 研 究 。 防 磁 装 甲

“歪打正着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迷惑

盟军的作用。

让 德 军 没 有 想 到 的 是 ，整 个 二 战

期 间 ，盟 军 都 没 有 研 发 磁 性 反 坦 克 手

雷 ，防磁装甲作为“防敌之盾 ”却没等

来“攻己之矛 ”。因此 ，防磁装甲装备

一 段 时 间 后 ，德 军 发 现 没 有 对 手 ，反

而 需 要 徒 增 人 力 来 敷 设 ，还 会 导 致 坦

克 的 重 量 增 加 ，影 响 机 动 性 ，因 此 放

弃了这块“鸡肋”，一直没有再启用。

上图：涂有防磁装甲的德军坦克。

防磁装甲：没等来“攻己之矛”的“防敌之盾”
■周 韵 王 烨

兵器知识

兵器广角

兵器钩沉

前不久，泰国陆军部队对拟购的CS/AH2型 105毫米榴弹炮进行试
射，检验提升其战力。

不仅仅是泰国，过去一年，世界上多个国家宣布的武器采购名单中
均有 105 毫米榴弹炮的身影。一些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中，M101 式
105毫米榴弹炮、M56式 105毫米榴弹炮等也频繁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展示着其“青春不老”的特点。

在上世纪一些经典战争片中，集中炮火集群射击的镜头高频率出
现。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些炮火主要来自105毫米榴弹炮，其外

观简洁，在几轮炮火打击结束后，可以由卡车或吉普车进行快速拖运，成为
当时城市攻坚与大兵团作战的火力核心。海湾战争中，美国陆军仍在使用
M2A1式105毫米榴弹炮。装备过该型榴弹炮的海外军队超过60家。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战争形态的演变，面对现代战争强大的火力需
求，传统榴弹炮的地位作用、运用方式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作为两次
世界大战的“老将”，105毫米榴弹炮曾经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在现代化
战争中，射程与火力相对不足的 105毫米榴弹炮还能否占有一席之地？
今后又会怎样发展？请看本期解读。

图①：英国 FV433型 105毫米自行榴弹炮。图②：德国 le.FH18型 105毫米榴弹炮。图③：英国“L118”式 105毫米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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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采用“艉靠式”停泊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