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展出的国内外部分型号手榴弹。

李凌宇摄

图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展出的老式中国造手榴弹。

杨浩诚摄

图③：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一支

队军士教练员（右一）讲解手榴弹构

造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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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经战火淬炼，历经
多轮升级

战 争 是 检 验 武 器 装 备 的“ 试 金

石 ”。 随 着 作 战 环 境 和 步 兵 战 术 的 变

化，手榴弹整体设计经过多轮升级，以

适应不同的战场需要。

有资料显示，手榴弹最早起源于中

国。宋代出现了可被看作手榴弹雏形

的“火球”，它用多层纸、布等裱糊材料

为壳体，点燃后抛出，球体爆炸以杀伤

敌人。13 世纪初，宋朝军队又装备了包

有生铁外壳的爆炸性火器，这是世界上

最早的铁壳手抛弹药，其结构与现代手

榴弹相似。

17 世纪，火药传入欧洲，战场上出

现了把火药和铅弹丸或金属碎片装入

铁筒内的手抛弹药。因其外形很像石

榴，故得名“手榴弹”。尽管现代手榴弹

外 形 与 当 年 有 很 大 区 别 ，但 仍 沿 用

旧称。

手榴弹的发展与战场环境变化有

着密切关系。17 世纪，线式战术成为战

场主流，掷弹兵应运而生。当两军排开

阵势、激烈对射之际，掷弹兵投掷手榴

弹，可以扰乱敌人阵型。19 世纪，随着

枪械技术发展，交战距离拉长，线式战

术很快被淘汰，掷弹兵也退出战场，手

榴弹一度遭到冷遇。

一战期间，堑壕战成为主流战术，

手榴弹作为对付堑壕内隐蔽目标的有

效武器，再次受到重视。1915 年，德国

推出了一款木柄 M1915 型手榴弹。马

恩河会战，德军使用木柄手榴弹打破僵

局，英军在战场上频频遭到压制。与德

军木柄手榴弹相比，英军的一号碰炸手

榴弹设计复杂，对生产工艺要求高，暴

露出威力不足、稳定性差、发挥作用有

限、难以量产等问题。

研发一种性能可靠、可大规模生产

的手榴弹成为英军的当务之急。在种

类繁多的手榴弹中，英国设计师威廉·

米尔斯设计的手榴弹脱颖而出。他充

分发挥在冶金铸造方面的技术优势，借

鉴比利时自行引爆手榴弹的部分设计

理念，对一号碰炸手榴弹进行全面改进

升级。

米 尔 斯 手 榴 弹 呈 椭 圆 形 ，纵 横 交

错的沟槽把弹体分为 48 瓣，在爆炸时

能产生均匀的杀伤破片。弹体底部有

黄 铜 底 塞 ，依 靠 螺 纹 与 弹 体 固 定 在 一

起，拧开后可以安装引信；米尔斯还将

需要机械加工的圆柱形弹体改成椭圆

形，进一步简化生产工艺，并把弹体材

料 由 钢 替 换 成 铁 ，雷 管 和 火 帽 则 使 用

便 宜 的 通 用 标 准 型 号 ，以 降 低 手 榴 弹

的生产成本……这些设计为米尔斯手

榴弹大规模量产打下坚实基础。

米尔斯手榴弹的出现，让手榴弹进

入无柄时代。与同时代的手榴弹相比，

其更加安全可靠、性能更加优异，可谓

是现代手榴弹的先驱之作。这款武器

至今仍活跃在中东和北非战场，服役时

间超过百年。后来其他国家研制的手

榴弹，或多或少都参考了米尔斯手榴弹

的设计，如美国 MKII 手榴弹、苏联 F1

手 榴 弹 的 身 上 ，都 有 米 尔 斯 手 榴 弹 的

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手榴弹和手雷实际

是同一种武器的不同叫法，中国古代把

爆炸类火器称作“雷”，因此也常把手榴

弹叫做“手雷”。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手 榴 弹 的 设 计 和

功能逐渐丰富，从单纯的爆破杀伤，到

具备眩晕、燃烧、烟雾、照明等功效，在

现代战争中稳占一席之地。多数国家

军 队 把 手 榴 弹 视 为 单 兵 必 备 武 器 ，在

部 队 基 础 训 练 中 ，手 榴 弹 投 掷 是 必 训

课目。

单兵必备装备，近战
突击利器

现 代 战 争 ，手 榴 弹 将 派 以 何 等 用

场、发挥怎样的作战效能，是很多轻武

器设计师关注的问题。从现实角度看，

以街道巷战、工事作战为代表的短兵相

接战斗仍会频繁发生。这些战斗距离

范围一般在 40 米以内，这一距离是部分

直射武器的死角，却正好是手榴弹所能

填补的火力空白。因此，手榴弹在现代

战争依然大有可为。

伊拉克战争，伊军使用 RGO 防御

型杀伤手榴弹和 RGN 攻防两用型手榴

弹，造成不少美军士兵伤亡。RGO 是

预制破片型手榴弹，全弹约 530 克，杀伤

半径为 20 米，有碰炸和延时两种作用方

式，主要用于阵地、城市等防御作战。

与之相比，RGN 攻防两用型手榴弹的

质量较小，作战使用灵活，在伊军游击

战中得到广泛应用。

手榴弹在结构性能、操作使用、战

术应用等方面具有很多其他武器所没

有的优势。

结构简单，易于生产。手榴弹由弹

体与引信两部分构成，其形体小，与一

些高新武器装备相比，零部件结构形状

相对简单，应用的电子元器件和加工材

料 较 少 ，容 易 大 规 模 生 产 ，满 足 作 战

需要。

操作简便，种类多样。迄今为止，

手榴弹仍沿用拉环式设计及翻板击针

的发火方式，士兵能很快掌握手榴弹的

使用方法。在低强度战斗中，闪光爆震

手榴弹、催泪手榴弹、发烟干扰手榴弹

等软杀伤手榴弹能发挥特有功效。

便于携带，突击利器。手榴弹能适

应多种机动灵活的战术行动，例如游击

战、城市巷战等。对固守在山洞或房屋

内的敌人，士兵可以投掷催泪手榴弹，

使敌人瞬间失去战斗力，给己方提供有

利战机。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期

间，志愿军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

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

子弹，我打手榴弹”，把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科技赋能增效，前景
依旧光明

在运用各种新技术对武器装备实

现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时，一味求新求全

往往可能会适得其反，而是应当结合不

同作战环境和任务，论证传统武器装备

的功能要求、作战消耗等问题，为新一

代武器装备的研发、装备和运用提供指

导。在先进技术和战场需求双重驱动

下 ，未 来 手 榴 弹 或 将 呈 现 如 下 发 展

趋势。

智能化。有消息称，美国武器设计

师正打算在手榴弹中安装加速度计和

速度传感器，实现最优起爆时机控制；

也有的武器设计师提出为反蛙人手榴

弹安装引爆条件选择装置，能够根据深

度、压力和时间等条件完成起爆；英国

设计师提出研发一种非杀伤型智能手

榴弹，通过指令控制表面发光二极管，

根据需要发出可见光，用于照明或者迷

惑目标。

信息化。未来战场，各作战单元将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态势共享和远

程控制，提高协同作战能力。手榴弹与

信息化装备结合后融入作战体系中，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依托“自主协同式”

打击样式，德国正在研究一种安装起爆

信号接收器的手榴弹，能够根据接收到

的信号完成起爆；欧洲则在研发一种安

装摄像头的手榴弹，能够根据采集的图

像控制引爆时机。

模块化。模块化设计使作战人员

在面对不同目标或作战任务时无需更

换不同种类装备，只需更换任务载荷，

能够灵活应对多变的战场环境，减轻携

载负担。德国 DM51 式攻防两用型手

榴弹采用模块化设计，配有预制破片套

筒时，是防御型手榴弹；取下套筒，即为

进攻型手榴弹；必要时可将数个弹体连

接 构 成 集 束 手 榴 弹 。 俄 罗 斯 RGN 攻

防两用型手榴弹采用可拆卸式引信，运

输时弹体和引信分别包装，能够提高安

全性。使用时根据任务需要将引信与

不 同 弹 体 组 合 ，能 够 满 足 不 同 作 战

需要。

多样化。士兵在执行反恐特种作

战 时 ，需 要 携 带 不 同 功 能 的 弹 药 装

备 。 为 此 ，国 外 研 制 出 杀 伤 型 、燃 烧

型、烟幕型、闪光型、眩晕型、催泪型、

拦 阻 型 和 反 蛙 人 型 等 多 种 手 榴 弹 ，在

作 战 中 发 挥 不 同 作 用 。 此 外 ，手 榴 弹

还可以用于摧毁建筑物等目标。德国

莱 茵 金 属 公 司 研 制 的 空 爆 手 榴 弹 ，掷

出 后 落 向 地 面 ，再 向 上 弹 起 至 距 地 面

1.5 至 2 米处起爆，大多数破片向下散

布，可提高对目标的杀伤效果；俄罗斯

研制出 RG-60TB 温压手榴弹，投放后

其装药迅速吸收周围氧气形成高压冲

击波，除杀伤人员外，还可以摧毁车辆

目标。

近 年 来 ，“ 无 人 机 + 弹 药 ”的 作 战

样 式 得 到 实 战 运 用 ，尤 其 令 人 瞩 目 。

其 不 俗 的 战 场 表 现 证 明 ，手 榴 弹 这 一

古 老 武 器 通 过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升 级 ，能

够 明 显 增 强 战 场 生 存 力 、突 防 力 和 毁

伤 力 ，实 现 以 弱 胜 强 、以 小 博 大 的 作

战效果。

使用简单、便于携带、适合近战，在现代战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手榴弹：以小博大的近战利器
■石 峰 刘西刚 谢润昌

手榴弹作为一种传统的战斗武器，自一战以
来被广泛使用。它在近距离杀伤有生力量和毁
坏军事装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现
代战争中出现了很多新型武器，但手榴弹因使用
简单、便于携带、适合近战等特点，是必不可少的
单兵装备。

科技带动武器迭代发展。过去单兵的臂膀是
手榴弹的“发射器”，现在无人机又成了它的“坐
骑”。近年来，在一些世界热点地区的军事冲突中，

我们常常看到无人机携带手榴弹，对敌方目标进行
自主攻击的画面。这种飞行手榴弹外形小巧，采用
共轴反转式螺旋桨布局，具备环境感知和避障功
能，并配备了红外导引头光学系统，精确打击能力
和作战效果显著提升。

一直以来，各国军工科研人员持续对手榴弹进
行研发改进。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手榴弹经历了
怎样的迭代升级？在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未来手榴弹发展趋势如何？本文为您解读。

军工T型台

扫 描 下 方“ 中 国 军 号 ”二 维

码 ，查 看 军 工 科 普 融 媒 体 产 品 。

欢 迎 各 位 读 者 在 评 论 区 留 言 互

动。看军事，上军号，我们在“中

国军号”等您。

融合策划：陈锦瑶、李凌宇

前不久，来自美海军陆战队某战

斗攻击机中队撰写的一份备忘录显

示 ，之前交付的 5 架 F-35C 战机 ，存

在燃油被污染且混入金属碎屑、部件

组装不正确、全景座舱显示屏故障等

问题。备忘录指出，仅燃油被污染问

题就意味着 F-35C 需额外增加清洗

燃油系统的循环次数，要使其完全修

复，将花费 700 多个小时，并耗费数十

吨燃油。这些问题导致美海军陆战

队配备第二个 F-35C 作战中队的计

划搁浅。

F- 35C 是 美 军“ 联 合 战 斗 机 计

划”中的舰载常规起降机型，也是专为

福特级航母打造的旗舰产品，每架造

价高达 9440 万美元。美海军原指望

F-35C 成 为“ 战 斗 力 倍 增 器 ”，没 想

到 这 款 隐 身 舰 载 机 却 成 了“ 麻 烦 制

造者”。2022 年，一架 F-35C 战机在

着 舰 降 落 时 坠 海 ；今 年 ，又 有 一 架

F-35C 战机在跑道滑行时，因前起落

架意外收起导致机头着地……被美军

视为“最先进舰载机”的 F-35C 缘何

事故频发？

一是贪大求全造成设计缺陷。冷

战结束后，为了满足新的战略需求，美

国于 2009 年决定停止 F-22 战机的研

发和生产，启动“联合战斗机计划”，设

计一款各军种通用的一体式战机平

台。但是，不同军种的作战需求和战

斗环境有着很大差异，这种贪大求全

的做法，造成 F-35C 设计之初就存在

先天不足的问题。F-35C 以陆基战

机为基础改进而来，上舰后美海军发

现 F-35C 主起落架太靠近机尾，且尾

钩设计不合理，直接增加了钩住阻拦

索的难度。

二是过度创新影响系统稳定。为

了突出性能优势，F-35C 大量采用前

沿技术，其中部分技术尚不成熟，未完

成全部测试就被采用。此外，F-35C

摒弃过去成熟可靠的部件，引入全新的

起落架、油箱和弹射器等部件。由于新

技术和新部件缺乏优化整合，F-35C

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大幅下降。

三是保养不力埋下安全隐患。有

资料显示，美军在战机维护保养流程

上存在不少隐患，影响到飞行训练水

平和战机任务能力目标。2018 年，美

国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显示，海军仅

有 2%的 F-35C 具备完全执行任务能

力。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军

订购维修配件不能及时到位，极大影

响了 F-35C 的出动率。此外，F-35C

的机载设备过于集成化与复杂化，维

护人员需长时间培训才能掌握维修技

术，导致维修周期拉长。

如 今 ，F-35C 事 故 频 发 、问 题 不

断 ，引 发 外 界 对 这 款 战 机 的 诸 多 质

疑。不难看出，F-35C“麻烦缠身”，后

面的路将会越走越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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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世界观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各国自动步

枪呈现出小口径化发展趋势，瑞士工

业公司瞄准实战需要，采用先进的设

计 和 制 造 工 艺 打 造 出 SG550 突 击 步

枪，展现出较大的战术优势和应用潜

力，一经问世便被许多国家军队放进

“购物车”。时至今日，各种突击步枪

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SG550 突击步枪

依 然 在 国 际 军 贸 市 场 上 占 有 相 当 份

额，更被枪械爱好者列入“世界十大名

枪”榜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款经

典名枪是怎样“炼”成的——

适应力强。SG550 突击步枪采用

独特的气动闭膛原理，通过利用气体压

力驱动枪机的后坐力系统，使得射击更

加稳定，有效降低后坐力，提高射击精

度和战场适应力。同时，该枪配备了容

量 20 发、30 发等多种弹匣。这样的设

计使得射击者可以快速更换弹匣，提高

射击连续性。

稳定性好。SG550 突击步枪的护

木和握把采用人体工程学原理，提供

了更舒适和稳定的握持方式，使射击

者 能 够 长 时 间 连 续 射 击 又 不 会 感 到

疲 惫 。 枪 托 可 以 调 节 长 度 和 腮 托 高

度，以适应不同射击者身高和射击姿

势 ，进 一 步 提 高 射 击 的 精 确 度 和 舒

适性。

耐用度高。SG550 突击步枪采用

高品质的材料和精密的制造工艺，枪

身表面采用高强度钢材，经过热处理

和表面涂层处理，枪械的耐久性和抗

腐 蚀 性 得 以 提 高 。 据 了 解 ，SG550 突

击步枪经过多次严苛的军事测试和验

证，无论是在极寒的北极地带、炎热的

荒漠戈壁，还是潮湿的丛林沼泽，该步

枪都能保持良好工作状态，高效完成

射击任务。

凭借综合性能出色、作战功能突

出 ，SG550 成 为 突 击 步 枪 中 的“ 常 青

树”。在一些军事类射击游戏中，也不

乏 SG550 突击步枪的身影，正是看中了

它优异的性能，不少“军事发烧友”对这

款枪钟爱有加。

下图：瑞士 SG550突击步枪。

资料照片

瑞士 SG550 突击步枪—

经典名枪是这样“炼”成的
■吕 涵 王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