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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装备展台 兵 器 控

兵器知识

■本期观察：杨 龙 杨东旭 杨荞郡

前不久，在沙特阿拉伯举办的第二届世
界防务展上，土耳其奥托卡公司推出了以步
兵战车为底盘的新型火力支援车，引发外界
关注。

该型火力支援车是土耳其“图帕尔”步兵战

车的一种新变体，安装有意大利“半人马座”Ⅱ
轮式自行反坦克炮上的 120毫米炮塔。作为
在上一代步兵战车基础上翻新的产品，该型火
力支援车可谓“旧貌换新颜”，多个方面的性能
都有所提升。

近年来，火力支援车在军事热点地区频繁
亮相，其战场作用也开始重新为人们所重视。
新版“图帕尔”火力支援车的亮相有何意义？
其性能和战力如何？又能否从中窥见一些未
来步兵战车的发展路径？请看本期解读。

图①：土耳其“图帕尔”火力支援车；图②：德国 KF-41步兵战车；图③：意大利“半人马座”II轮式自行反坦克炮。

资料图片

品味有故事的兵器

“混血”战车迎来高
光时刻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土耳其近

年来大力推动军工产业发展。目前来说，

土耳其具备了海陆空三军装备的研发和

生产技术，甚至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较高

水准。比如，其研制的 T-155 风暴自行

榴弹炮、T-122 多口径多管火箭炮、J-

600T 短程弹道导弹以及更为前沿的“风

暴”电磁轨道炮等，除了供应本国军队之

外，也逐步登陆世界军售市场。

在装甲车辆研制方面，土耳其先后

推出 ACV 系列装甲车、“图帕尔”步兵

战车、“卡普兰”系列装甲车以及被誉为

土耳其工业水平代表作的“阿尔泰”主

战坦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坦克

装甲车辆市场逐渐趋于饱和，奥托卡公

司不仅面对来自国外大型军工企业占

据军售市场的现状，还要应对国内一些

军工企业的竞争压力。

奥托卡公司研制的“图帕尔”步兵

战车，在设计之初就被定义为多用途车

辆 平 台 ，经 过 改 造 升 级 能 实 现“ 车 族

化”，可衍生出具有不同作战功能的车

型。该载具平台具有不俗的防弹和防

雷能力，可在战场上支援新一代主战坦

克和步兵，吸引了很多国家的眼球。

然而，由于土耳其自身军工企业在

发动机、炮塔等领域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技术短板，“图帕尔”的打击火力一直为

人所诟病。为使其具备强大火力，土耳

其不得不从国际市场寻求“援助”。经

过长时间考察后，土耳其相关部门把目

光投向意大利依维柯公司。

二战后，意大利的装甲车辆发展摒弃

了重装甲的思路，在轻型车辆的设计和开

发上可谓独树一帜。在几年前的世界防

务展上，各国军工企业都推出了独具特色

的轮式装甲车辆，其中很多都安装有105/

120 毫米口径的直瞄火炮系统。在这些

轮式装甲车辆中，意大利依维柯公司的

“半人马座”ⅡMGS型机动火炮系统战力

不俗，该车配备的 120 毫米滑膛炮，具有

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打击能力。

此次升级的“图帕尔”火力支援车，

就安装了意大利“半人马座”ⅡMGS 同

款炮塔，有效地提升了“图帕尔”的火力

效能。外界评价，土耳其的火力支援车

“嫁接”了意大利的炮塔之后，真正成为

“主战坦克的得力助手”。同时，改装后

的“图帕尔”火力支援车的采购成本也

并不太高，符合市场上土耳其产品价格

低廉的第一印象。

“混血”战车的问世，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提高土耳其的技术实力，也加强了

同 其 他 国 家 在 军 火 武 器 方 面 的 合 作 。

升级以后，这款性能得到提升、价格相

对低廉的新型战车吸引了一些国家尤

其是海湾地区国家的关注和订单，对于

土耳其来说可谓一次在军火市场上的

高光时刻。

各项作战性能可圈可点

无论何种兵器，若想获得快速发展，

背后都离不开战场需求的强力牵引。

同样，“图帕尔”火力支援车的升级

之路，最大的动力也是来自战场需求。

作为底盘的“图帕尔”步兵战车是土耳

其的新一代通用型步兵战车，作为基础

型 号 使 用 时 ，防 护 等 级 并 不 出 众 。 但

是，改造为火力支援车的“图帕尔”拥有

一个额外的复合装甲模块，防护等级随

即得到有力提升，可以正面抵抗 25 毫米

机炮的脱壳穿甲弹，以及防御在 25 米以

上爆炸的 155 毫米高爆弹。

“图帕尔”这种复合装甲包的设计

是一种新颖的尝试。在此之前，各国的

防 护 设 计 往 往 拘 泥 于 战 车 的 自 身 重

量。轻型步兵战车因为战斗全重不够，

导致装备防护性能偏弱，战场生存性较

差，而重型步兵战车很难获得和轻型步

兵战车一样的机动性。

除了防御方面，“图帕尔”的机动性

也比较出色，因为它采用的是一台涡轮

增压柴油发动机。这除了给武器和防

护留有足够的改装空间之外，也让其拥

有了最高 7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足以匹

敌主战坦克。它的大功率重量比、全地

形高性能悬挂系统和自动履带系统，也

为其提供了较为优异的机动性能。

“图帕尔”的火力组件是市面上典

型的成熟底盘加成熟火力套件的配置，

而这也是土耳其奥托卡公司和意大利

莱昂纳多公司合作的重中之重。“图帕

尔”的炮塔采用意大利轮式突击炮“半

人马座”ⅡMGS 的同款型号。但不同的

是，“图帕尔”的炮塔空间更大，可以支

持搭载更强劲的火力输出。“图帕尔”的

火炮也被更换成了一门 120 毫米 45 倍

径的滑膛炮，可以发射北约标准的 120

毫米弹药，使火力提升了一个量级。

作 为 一 款 面 向 未 来 的 装 甲 战 车 ，

“图帕尔”火力支援车具有内部容积大、

有效载荷高和结构灵活等优势，各项作

战性能可圈可点。无论是任务设备还

是武器系统，都可以像拼积木一样集成，

突出其模块化特征。车辆的模块化防

护结构与武器系统相互配合，有利于在

不同的战场条件下应对挑战。主动防

御系统的融入，让“图帕尔”的防护结构

更加坚固。低轮廓设计，使得“图帕尔”

在战场上的隐蔽性得到提高。此外，电

子基础设施也成为“图帕尔”的另一个亮

点，车辆的反应因此更加智能敏捷。

轻装甲、高机动、重火力，是履带式

战车的理想模型。“图帕尔”火力支援车

通过改造升级，无疑朝着这一方向又前

进了一步。

未来战车发展有迹可循

近年来，“小车扛大炮”作为火力支

援车的重要特点出现在大众视野。例

如瑞典以 CV-90 步兵战车底盘为基础

所开发的 CV-90 105 和 CV-90 120 轻

型坦克，波兰的 PL-01 隐形坦克，德国

的 KF-41 步兵战车的车族化等，均为此

模式提供了例证。

综合这些车型，我们不难发现，传

统的 105 毫米轻型坦克等装备，正在逐

步被类似“图帕尔”这种搭载有 120 毫米

火炮的火力支援车所取代。同时，装备

传统高膛压火炮的坦克歼击车，也正在

走向衰落。专用的自行反坦克炮类坦

克 歼 击 车 ，将 逐 渐 与 步 兵 战 车 相 互 融

合，成为“小车扛大炮”的一种新构型。

从“图帕尔”步兵战车向“图帕尔”

火力支援车升级这一事件延宕开去，我

们或可大胆推测一下今后步兵战车的

研发趋势：

一是更加注重打基础。一方面体现

为继续采用通用化底盘和模块化设计，

实现“一个底盘、多种车型”；另一方面体

现为采用开放式和拓展性设计，即在软

件与硬件方面留出接口和余量，为未来

发展保留足够空间。德国 KF-41步兵战

车在设计过程中，就被明确要求该车要

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目前，该型步兵

战车也有已升级为“山猫”120 火力支援

车的版本。“图帕尔”火力支援车兼容的

主动防御系统，可以对火箭弹和反坦克

导弹进行拦截。这种实践，或将使更多

国家坚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

二 是 更 加 强 调 多 种 能 力 的 兼 顾 。

目前主流步兵战车的发展，在机动性、

灵 活 性 、防 护 力 方 面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如 BMP-2 系列步兵战车、CV-90

步 兵 战 车 等 都 强 调 具 备 良 好 空 运 能

力 ，因 此 车 型 、吨 位 相 对 较 小 。“ 图 帕

尔 ”火 力 支 援 车 虽 然 变 身 为 火 力 支 援

车后，其吨位明显增加，但是在动力选

择 方 面 ，也 兼 顾 其 机 动 性 和 灵 活 性 。

这种变化恰恰反映着步兵战车发展的

另一个趋势——在仅增强火力和具备

更多功能的两难中，一些步兵战车的发

展更倾向于后者。科研人员往往在设

计之初，便考虑到借助后期功能的多方

位拓展，更好地达成作战目的。

三是无人装备崭露头角。目前，各

国无人战车正在兴起，美国“魔爪”、俄

罗斯“天王星”、英国“黑骑士”等无人战

斗车辆，都在实践中展现了实用价值。

在无人地面车辆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

下，火力支援车辆无人化正在成为重要

的技术发展特征。对步兵战车升级拓

展而成的火力支援车来说，其武器配置

似 乎 没 有 一 定 之 规 ，有 的 甚 至 没 有 火

炮，只有导弹发射筒。此外，小微型无

人机也逐渐成为火力支援车的重要配

置，使态势感知力从平面变为立体，为

火力投送提供精准支持。

总的来看，各国军队对步兵战车的

重视出现“回潮”。“小车扛大炮”现象的

出现，也正是这种“回潮”的具体展现。

不过，这种现象对步兵战车车族化的发

展 有 多 大 影 响 ，还 会 引 起 哪 些 连 锁 反

应，尚需时间来给出更多答案。

土耳其升级改装“图帕尔”步兵战车—

“ 小 车 扛 大 炮 ”的 火 力 支 援 车
■倪鑫磊 李松原 王泽阳

炮射（箱式）发射巡飞弹，是以身管

火炮、火箭炮或发射箱为发射器的巡飞

弹，投放方式较为灵活。炮射（箱式）发

射巡飞弹在发射前，外观与一般的火炮

弹药无异，多安装有充气式弹翼。本期

“兵器控”，为大家介绍 3 种较有代表性

的炮射（箱式）发射巡飞弹。

以色列“哈比”系列巡飞弹

以色列“哈比”系列巡飞弹由以色列

飞机工业公司研制生产，已经历了多次

升级改进。

“哈比”巡飞弹机头安装一个宽频的

雷达辐射信号探测天线，后部装有高爆

战斗部。“哈比”巡飞弹配有全球定位系

统，在接收到敌方雷达信号后，会自动确

定威胁分类和打击次序，被称为“空中雷

达杀手”。

“哈比”巡飞弹的机身材料和气动

外形采用了独特的设计，使其具有极小

的雷达和光学目标特征。在 2000 米高

度巡逻时，该弹几乎不可能被光电探测

设备捕捉到, 因此具有不俗的战场生存

能力。

不过，“哈比”巡飞弹是一种低空低

速飞行器，主要依靠雷达辐射信号追踪

目标，一旦敌方关闭雷达，并且派出战

斗机或者防空导弹、防空炮，被拦截概

率很高。

美国“郊狼”系列巡飞弹

“郊狼”系列巡飞弹是美国雷神公司

研发的低成本、多任务巡飞弹，外形采用

矩形弹翼和 V 型尾翼设计，配有电动双

叶片螺旋桨。

雷神公司主要通过采用现有商品化

产品或技术、将“郊狼”巡飞弹与先进指

控系统集成等方式，把单枚“郊狼”巡飞

弹价格降至 1.5 万美元，既能控制成本，

又能满足作战需求。

此外，“郊狼”巡飞弹采用“人在回

路”控制系统。在执行打击任务过程中，

操作手可在其撞击目标前的任意时间

点，通过远程控制中止任务，使巡飞弹可

回收再利用。

但是，“郊狼”巡飞弹由于各部件高

度集成，体积较小，战斗部占比小，导致

其毁伤效果欠佳。

俄罗斯R-90系列巡飞弹

俄罗斯合金精密仪表设计局在设计

多管火箭炮时，为了缩短射击反应时间，

研制了由 300 毫米“龙卷风”多管火箭炮

发射的 R-90 系列巡飞弹。

R-90 系 列 巡 飞 弹 在 发 射 前 被 储

存 在 特 制 容 器 中 ，与 普 通 火 箭 弹 无

异。从多管火箭炮发射后，R-90 会从

火箭弹中抛出，展开弹翼和尾舵，启动

脉动喷气发动机。在导航系统的控制

下 ，它 会 在 目 标 区 上 空 200～600 米 的

高 度 巡 飞 ，期 间 利 用 电 视 摄 像 机 侦 察

战 场 ，并 实 时 传 回 图 像 给 数 十 千 米 外

的指挥车。

由于它像普通火箭弹一样发射，并

能快速穿过敌方前沿防空网，因此比较

难以拦截。

然而，由于 R-90 系列巡飞弹缺乏

目 标 分 析 设 备 ，因 此 可 以 设 置 虚 假 目

标 迷 惑 巡 飞 弹 ，对 其 作 战 效 能 有 较 大

影响。

前不久，“北欧响应 2024”演习拉开

帷 幕 ，德 军 山 地 部 队 远 赴 挪 威 参 加 演

习。从德国官方发布的宣传照片中，两

名 德 军 士 兵 乘 坐 Bv206S 全 地 形 装 甲

车，在雪地中行进的画面引人注目。这

辆 Bv206S 全地形装甲车，采用双车体

铰接式结构，因在冰雪环境中的机动能

力和水陆两用的性能，受到许多国家青

睐。

其实，铰接式车辆并不是一个新概

念。20 世纪中后期一些局部战争中，参

战各方的作战能力有时会受到恶劣地

形 和 气 候 的 限 制 ，为 更 好 适 应 战 场 需

要，不少国家开始进行铰接式全地形车

的研发工作。其主要特点是转向结构

自由度较大、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具有

较高的环境适应性，能够在沼泽、山丘、

沙漠、雪地等复杂环境中遂行机动作战

任务。代表车型包括：新加坡“野马”全

地形车、挪威 P6-300M 全地形车以及

芬兰 NA 系列全地形车等。

近年来，随着战争形态加速演变，

铰接式全地形车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

新变化。

起初，全地形车的设计主要为了实现

更大的载重和更强的运输能力，导致这

类车辆的功能较为单一，实际战场运用

经常受到限制。因此，全地形车逐步向

模块化发展，例如俄罗斯研制的“勇士”

全地形铰接式运输车。其通过适当减小

载重能力，使该车可携带各种可替换模

块，如射击模块、应急救援模块、医疗救助

模块等，可根据战场需要进行更换。

科技不断发展，全地形车的“变形”

能力也越来越强。在不改动发动机和

传动装置的情况下，只要更换车体就可

以让它像“变形金刚”一样变换为其他

车型。比如，新加坡研制的“野马”全地

形车，就是一种多用途铰接式输送车。

根据战场需求，以此车型为基础可“变

形”为装甲工程车、补给车、救护车、迫

击炮运载车等，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铰链式全地形

车辆不断完善，俄罗斯提出一种不同寻

常的双车体铰接式坦克新概念。其优

点是火力和防护力更强、可通过大量传

感器进行态势感知、越野和续航能力较

为优异，尤其适合在极地地区使用。不

过，缺点同样显而易见，这种双车体结

构设计使坦克体积更大，一旦某一节车

被击毁，便意味着两节车都失去了作战

能力。

虽然优势弊端同样明显，但不能否

定铰接式车辆在特殊战场环境下拥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它的发展历史也再

一次证明：兵器研发，实用为先。能够

更好地满足实战需求，是兵器发展最强

劲的源动力。

铰接式结构战车—

实 用 才 是 硬 道 理
■王翰阳 李炳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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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206S全地形装甲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