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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科幻电影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指纹识
别枪”，这种枪能够根据指纹识别持枪人身份。现实
中，国外一家枪械制造商利用生物识别技术，推出了世
界上第一支生物识别手枪。该手枪集成了电容式指纹
识别和 3D红外面部识别技术，能够从安全用枪的角度
实现智能化人物识别，确定持枪人能否被批准开火。

手枪是一种小型火药武器，短小轻便、易于隐藏，

可提供个人防御和近距离作战能力。手枪虽然不是战
争的“主角”，但它是军队不可或缺的装备。对于指挥
官和后勤人员来说，在紧急情况下进行自卫，手枪是必
不可少的“掌中瑰宝”。

自手枪诞生以来，各国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研发改
进。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手枪走过漫长的进阶之
路。本文将带您穿越历史，了解手枪发展的前世今生。

①①

去年 11 月，我跟随班长岳国峰一

起登上高原天路，执行运输车队伴随

保障任务。

冬季高原道路蜿蜒崎岖，冰雪天

气频发。出发前，我在岳班长指导下

仔细检查各车辆情况，确保车辆部件

性能完好无损，同时认真学习高原车

辆维修要点。

即使准备充分，车队出发后，我还

是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首车

在爬坡过程中，发动机突然熄火。我与

岳班长马上前出排除故障。凭借以往

经验，我断定是油路出现堵塞，打开引擎

盖、检查油路、尝试点火……一连串检

查下来，发动机故障依然没有解除。

我有些慌张，汗珠不断从脸颊滑

过。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岳班长拿起

工具钻进车底。没过一会儿，故障排

除，岳班长登车启动车辆，伴着发动机

的隆隆声，车队继续前进。

“班长，你是怎么找到故障原因

的？”一进驾驶室，我急切地向岳班长

问道。

“高原地区气压低，油箱内压力变

大，氧气不足容易导致油泵断油，发动

机无法启动，可试着放气解决这一问

题。”在岳班长的解释下，我恍然大悟。

车队翻过座座高山，途中一辆牵

引车发动机熄火，无法动弹。

天色渐暗，气温骤降。眼看车队行

驶越来越远，驾驶员王班长急得心里发

毛。就在这时，远处若隐若现的车灯

突然引起王班长注意。“是岳班长！”一

名战士大喊起来。原来，岳班长早已

注意到有车辆掉队，在休息点久等不

来，他便决定返回救援。

“王班长别着急，交给我们就行

了。”下车后，我给岳班长递工具箱，他

干脆利落地打开引擎盖开始检查。确

认没有问题后，他又俯身钻进车底，查

电路、通油路、紧螺丝。很快，他就从

车底爬了出来，示意驾驶员打火。

随着熟悉的声音响起，发动机再

次启动。王班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紧紧地握住我和岳班长的手。

经此一事，我在心里更加钦佩岳班

长，并向他请教维修秘诀。岳班长思考

片刻，对我说：“‘功’字右边有个‘力’，

只有下足苦功夫，才能练得真本领。”

任务归来后，我认真制订学习计

划，白天向岳班长虚心请教维修技术，

学习不同装备的维修方法，晚上钻进

车内反复实践，钻研各种特情处置招

法，维修技能取得明显进步。

今年春节前夕，我再次跟随车队

执行保障任务。由于道路积雪结冰，

一辆运输车不慎发生侧滑。驾驶员急

踩刹车停稳后，右后轮却悬在半空。

现场，我果断处置，利用千斤顶支撑车

辆保持水平，再将一块木板放置在悬

空轮胎下，收起千斤顶挂倒挡，右后轮

重新驶上路面。

一番化险为夷的操作，让我得到

了连长的表扬。“下足苦功夫，练得真

本领。”远眺漫漫前路，岳班长的话再

次萦绕脑际，我的信心更大了，干劲也

更足了。

（李松原整理）

下图：西藏军区某旅二级军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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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从天空掠过，留下一道白色尾

迹。这时候，你也许会想，飞机到底能

飞多高呢？

一般来说，飞机飞行需要满足两个

条件：一是机翼产生升力克服自身重力；

二是发动机产生推力克服飞行阻力。

根据升力公式，飞机为了使升力

一直等于重力来维持水平飞行，必须

增大飞行速度，这样势必会带来更大

飞行阻力，从而需要发动机产生更大

推力。

当飞机飞到某一高度时，氧气浓度

降低，发动机极限推力会减小到等于飞

行阻力，飞机无法实现加速，便达到理

论上的最大飞行高度。

不同重量、不同体积、不同功能的飞

机最大飞行高度有很大区别。例如，波

音 757的最大飞行高度为 12800米，大型

运输机 C-17 为 13700 米。而对战斗机

而言，苏-27 的最大飞行高度为 18000

米。目前，飞机最大飞行高度纪录是

X-15技术验证机创造的 108000米。

那么，是不是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一

定要达到最大飞行高度呢？答案是否

定的。

民航客机在实际飞行中，需要考虑

燃油消耗、发动机温度限制、航程长短

和空中管制的要求，通常飞行高度比最

大飞行高度要低一些，大概在 10000 米

左右的对流层顶部和平流层中飞行。

在这个高度上，飞机飞行平稳且节省燃

油，具有较高的经济性。

由于作战需要，战斗机最大飞行

高度的指标十分重要。飞得高视野开

阔，更容易处于较好的空战位置。通

常进入空战模式后，战斗机飞行高度

要比民航客机高很多。例如，追求高

空高速的苏联米格-25 战斗机，最大飞

行高度达 37650 米。

现代战斗机追求综合性能，并不单

纯追求飞行高度。如幻影 2000、F-16

等 战 斗 机 的 最 大 飞 行 高 度 在 15000

至 20000 米，F-22 战斗机的最大飞行

高度约为 19800 米。

从莱特兄弟发明第一架飞机低空

飞行，到现代战斗机可轻松突破万米高

空，人类对于天空的探索从未停止。随

着科技快速发展，未来还可能出现空天

一体飞行器，进一步突破人类飞行的高

度限制。

飞机能飞多高
■何 鑫 邢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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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展出部分型号手枪。

图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展出的波兰造 VIS-Wz35

式手枪。

图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展出的美国造柯尔特

M1903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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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描 下 方“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博物馆”二维码，点击“数字军

博”，打开“基本陈列数字展馆”，

观看兵器陈列全景展示。欢迎各

位读者留言互动，我们将结合您

所关注的热点军工武器，持续推

出更多作品。

手枪的创新升级，从
一次次奇思妙想开始

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想象

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

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科学研

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

秘的好奇心。那些前所未闻的成果，常

常从不经意的奇思妙想开始。古代科

学家就是通过对不同化学物质的试验

和联想，发现了火药这种具有破坏力的

混合物，而火药的发明改变了传统的战

争模式和武器。

14 世 纪 ，中 国 曾 出 现 一 种 铜 制 手

铳 。 射 手 单 手 持 铳 ，另 一 只 手 点 燃 引

线，从铳口喷射铁丸杀伤敌人，这可以

看作是手枪的起源。同一时期，普鲁士

骑兵把点火枪挂在脖子上，一只手胸前

握枪，另一只手拿点火绳引燃火药进行

射击，这是欧洲最早出现的手枪雏形。

15 世纪，欧洲的手枪由点火枪改进为

火绳枪，克服了点火枪射击时需一手持

枪一手点火的不便，实现了真正的单手

射击。

人类首款转轮打火枪的发明，源于

一道明亮的燧石火花。16 世纪初，德国

科学家约翰·吉夫斯想从根本上改变火

绳枪的点火方式。有一次，在客人用燧石

点烟时，闪出的火花瞬间激发了约翰·吉夫

斯的灵感。“如果把钢轮和燧石结合在一

起，让它们产生火花，不就可以替代火

绳了吗？”不久后，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

支转轮打火枪。火绳枪也正式被转轮

打火枪所取代。

黑火药对火枪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但也有其局限性。因此，人们开始

寻求更先进的火药。一次试验意外，让

瑞 士 化 学 家 舍 恩 拜 发 明 了 无 烟 火 药 。

试验中，舍恩拜碰倒了硫酸和硝酸的混

合液瓶，他用棉布围裙擦拭溅到桌子上

的溶液，随即又用火将围裙烤干。没想

到，当围裙靠近火炉时竟随着一声爆炸

瞬间消失，连一点烟都没有产生。惊讶

过后，他回想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成

功发现了用于制造无烟火药的新化合

物“硝化纤维”。

随着无烟火药的发明，弹药技术迎

来革命性突破，弹匣手枪应运而生。过

去手枪使用的是黑火药，其燃烧速度较

慢，射击速度和射程受到很大限制。无

烟火药燃烧速度快、产生烟雾少，可大

幅提高射击速度和射程。弹匣手枪依

托这一技术优势，迅速崭露头角。

弹匣手枪使用弹匣装填子弹。射

手在射击时，只需将预先装满子弹的弹

匣插入手枪，便可快速连续射击。当弹

匣中的子弹用尽时，射手只需将空弹匣

替换为新弹匣，便可继续射击。这种装

填方式大大减少了装弹所需时间，极大

提高了射击效率。

此外，弹匣手枪采用了更先进的击

针击发方式。火绳、火镰等传统手枪击

发 方 式 容 易 受 到 环 境 影 响 ，击 发 不 稳

定。而采用击针击发方式可靠性高、对

环境适应性强，射击更加快速精准。

可以说，人类科技创新，常常是一

次次思维革新的过程。那些看似不经

意的奇思妙想，往往能够突破现有知识

壁垒，在创新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手

枪应用方式的形成和完善首先促使了

作战方式改变，继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

系列变革，这种变革逐步扩大到社会多

个领域，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

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进设计和可靠品
质，奠定了现代手枪的地位

火枪的技术性能决定了战场上的射

击目标不是个体，而是对敌方进行群射，

并且是距离越近效果越好。17 世纪，欧

洲军队创新出线式战术，士兵们排成横

队轮流齐射，这种集群轮流射击方式能

够充分发挥火枪的威力。但他们所使用

的前装式滑膛手枪，暴露出装弹和射击

速度慢的弊端，难以满足作战需要。

左轮手枪的发明是现代手枪诞生

的标志。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很多

国家陆军列装了后装式左轮手枪。左

轮手枪的特点是其枪管后部设有一个

可旋转的弹匣，装有多发子弹。这种设

计 使 得 左 轮 手 枪 的 结 构 简 单 ，使 用 方

便，且射击速度较快。

随着半自动手枪的普及，左轮手枪

的地位逐渐被取代。与左轮手枪相比，

半自动手枪在射击速度、装弹容量等方

面具有明显优势。在半自动手枪的冲

击下，左轮手枪已不再列装军队，但仍

有许多国家的警务人员喜欢这种简单

设计。

半自动手枪的后续发展，离不开枪

械设计师约翰·勃朗宁的贡献。他研发

了世界上第一支采用伸缩式枪机的勃

朗宁 M1900 手枪，该手枪将枪机和枪管

护罩整合到手枪滑套中。当时，这种自

由 枪 机 原 理 一 度 成 为 手 枪 设 计 主 流 。

之 后 ，勃 朗 宁 倾 注 心 血 研 制 的 勃 朗 宁

M1911 手 枪 ，同 他 的 名 字 一 样 享 誉 世

界。勃朗宁一生研发了很多种类手枪，

其中柯尔特 M1911 手枪、勃朗宁大威力

手 枪 等 ，都 成 为 半 自 动 手 枪 的 经 典 之

作，为后来的手枪设计奠定了基础。

二战时期，各国军队列装的大多是

本国研发制造的武器装备，由于研发理

念不同，制造工艺参差不齐，手枪质量

也存在高低之分。彼时，苏军官兵使用

的是沙皇时期 M1895 手枪，该枪有一个

缺点——装填子弹耗时费力，无法满足

战场需要。为此，苏军迫切需要一款新

式手枪取代老旧的 M1895 手枪。

苏联枪械设计师费奥多尔·托卡列

夫在勃朗宁 M1911 手枪的设计上找到

灵感，研发出 TT-33 手枪，该枪采用枪

管短后坐自动原理和枪管倾斜闭锁，能

够保证手枪连续射击时的稳定性；使用

大威力的 7.62 毫米托卡列夫手枪弹，与

苏联波波沙冲锋枪通用，大幅降低生产

成本；弹匣口部改为高强度钢板材料，

枪械稳定性显著增加；弱化扳机簧和击

发阻铁簧的簧力，手枪射击精度有效提

升；将保险杆与击锤传动杆用销钉连接

成一个整体，零件故障明显减少。

这款性能可靠、易于生产、方便操

作的手枪一经问世，便成为苏联军官、

坦克兵和飞行员的主要武器。后来，根

据使用中暴露的问题，费奥多尔·托卡

列夫又推出 TT-33 手枪的改进型。因

性能出色，TT-33 手枪被多国仿制。

先进设计和可靠品质，赋予手枪长

寿基因，也奠定了手枪的地位。纵使时

代在变，战争在变，武器在变，但手枪在

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始终没变。一代代

设计师秉承先进设计和可靠品质的造

枪理念，不断造就着手枪在世界枪械界

新的传奇。

科技赋能，未来手枪
发展呈现新趋势

在枪械世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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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且 无 法 被 替 代 。 在 特 殊 场

合，手枪的作用是其他冲锋枪、自动步

枪所不具备的，它能更好地执行渗透、

偷袭、暗杀等特种作战任务。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手枪与普通长

枪的界限逐渐模糊，其战斗力也不亚于

传统长枪。在一系列高新技术助攻下，

未来手枪发展呈现新趋势：

轻量化。传统金属材料虽然具有

较高强度和稳定性，但枪械重量较大，

使用者携带和操作不便。而聚合物材

料具有轻质、强度高、抗腐蚀、抗冲击等

优点。它的出现，为手枪制造带来重大

变革。

以奥地利格洛克手枪为例，枪托和

部分内部构件使用了聚合物材料，具有

出色的抗冲击性和耐磨性，有效降低了

整个枪械重量，可以在极端环境下保持

良好性能。此外，该款聚合物手枪在设

计 上 也 进 行 了 很 多 创 新 ，使 用 较 少 零

件，降低复杂程度，提高手枪的可靠性

和耐用性。

个 性 化 。 个 性 化 定 制 手 枪 的 理

念，源于用户对性能、外观和配件等方

面的更换和升级需求。为实现个性化

定 制 ，枪 械 制 造 商 对 手 枪 进 行 模 块 化

设计，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枪管、瞄准

器、握把材料和颜色等，满足他们的个

性化需求。

个性化定制手枪还可以针对特定

用途进行优化，满足用户的多重需求。

例如，射击运动员可以定制具有更高精

度和稳定性的手枪。而需要便携防身

的用户，可选择轻巧便捷的小型手枪。

智能化。智能手枪的设计理念是

将高科技手段应用于枪械领域，以提高

枪械的安全性和使用体验。智能手枪

通过将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于手枪，基于

人体生物特征进行身份识别，可以确保

只有合法持枪人才能使用手枪，防止手

枪被盗或误用。

安装电子射击辅助系统的智能手

枪，可以通过传感器、微处理器等设备，

实时监测枪械的运动和目标位置，为使

用者提供射击建议。此外，智能手枪还

可以与智能手机等设备连接，实现远程

控制、数据记录和分析等功能。这些功

能可以帮助持枪人更好地了解手枪的

使用状况，为射击训练和战术应用提供

支持。

当 前 ，随 着 战 争 形 态 和 作 战 方 式

的 不 断 演 进 ，手 枪 的 设 计 以 及 运 用 进

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复杂环境中能

够完成快速出枪、精准射击，正成为世

界风行的手枪竞技项目。在很多国家

军队，接受此种训练的，不仅是军官群

体，还有普通士兵，在紧急情况下进行

精 准 射 击 ，成 为 军 人 必 须 掌 握 的 战 斗

技能。

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手枪在兵器界经久不衰，杀伤力不大又不可替代—

手枪的创新升级之路
■石 峰 谢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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