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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通用弹药存在研制生产技术落后、智能化弹药品种较少等问题，对我国通用弹药的发展进行了

战略思考。介绍我国通用弹药的发展历程，结合国际通用弹药发展趋势，分析我国通用弹药研制生产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通用弹药基础理论研究，组建综合性通用弹药研发中心，整合通用弹药生产厂家等发展战略。

该研究可为制定我国通用弹药的发展战略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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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eneral ammunition in view of the 

backward technology of manufacturer and less types of intelligentialized ammunit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general ammunition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tate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manufacturer 

and developer of China’s general ammunition which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ency of international’s general 

ammunition. Put forward a development strategic which including that strengthening fundamental theory research on 

general ammunition,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research center of general ammuni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manufacturer of 

general ammunition. The study may provide the suitable references for mak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c of China’s general 

ammu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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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用弹药作为弹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

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我国通用弹药从无

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先后经历了仿制、仿研和自

主研制与创新等阶段，有效保证了各个时期常规武

器发展的需要。当前，与国际通用弹药发展相比，

我国通用弹药还存在研制生产技术落后、智能化弹

药品种较少等问题，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进行思考

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以促进我国通用弹药

又好又快地发展。 

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用弹药发展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用弹药的发展经历了

仿制、仿研和自主研制发展与创新等阶段，逐渐形

成了以自主研制为主的通用弹药研制体系。从 1950

—1959 年，我国从原苏联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和引进

了一些常规装备的生产线，并相应仿制苏式装备，

通用弹药如 54 式、56 式高射机枪弹、59 式加农炮

弹等都是这一时期生产；从 20 世纪 60 年初期到 80

年代后期，我国在前苏联撤走专家，停建生产线的

情况下，开始了漫长的 20 多年消化、改进和仿研阶

段。64 式手枪弹、73 式反坦克弹、89 式迫击弹等

弹药相继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我国武器弹药开始

走向国产化[2]。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现阶段，

我国通用弹药研制进入了发展与自主创新阶段。通

过自主系统规划、系统论证与系统研制，一大批我

国自主研制的武器装备开始走入军营。2009 年国庆

大阅兵，展示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都属国产装备，性

能也有了新的跨越。通用弹药品种也更加繁多，精

度、射程和威力等性能也更加突出。如 95 式 5.8 mm

枪弹，89 式榴弹及 02 式脱壳弹等弹药在国际上都

享有较高声望。 

2  当前国际通用弹药发展趋势分析 

2.1  国际通用弹药发展趋势 

弹药是有效杀伤目标的最终载荷。世界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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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弹药的射程、精度、威力展开对通用弹药的研

究，以求做到射得更远，打得更准，威力更大。 

2.1.1  广泛采用增程技术提高射程 

增程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弹药的射程，目前广

泛采用了有弹型减阻增程、底部排气增程、火箭增

程、冲压发动机增程、滑翔增程、复合增程等技术。

如比利时 155 mm 榴弹炮原射程为 30 km，改用底

部排气增程技术后达到 39 km
[3]；美国的 155 mm 自

行榴弹炮、法国的 120 mm 迫击炮等都采用火箭增

程技术，其增程率通常约为 25%～100%；冲压发动

机增程是在弹体上安装冲压发动机，在炮弹飞行时，

空气通过弹上进气口进人炮弹内部，与燃料作用，

燃气流从弹尾喷气管以高速喷出，使炮弹得到很高

的速度。冲压发动机在战术导弹上的应用具有很大

的潜力，但其在炮弹上的应用还处在研究阶段。美

国、瑞典、俄罗斯及南非等国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

究；而将多种增程方法合理匹配与优化组合后形成

的复合增程是未来增程技术发展的重点 [4]，如德国

的 155 mm 新型弹药采用了底部排气装置加外弹道

滑翔增程，射程达到 75～80 km。 

2.1.2  采用多头弹、弹道修正和制导技术提高射击

精度 

在高炮弹药中采用弹道修正技术和制导技术，

以提高高炮弹药命中精度和毁伤效能。如意大利奥

托梅拉拉公司率先将弹道修正技术引入到 76 mm 

舰炮之中，从而为高炮弹药的改进提供了一条成功

之路。这种 76 mm 弹道修正弹的特点是利用数据

接收机接收来自火控系统和弹道计算机提供的弹道

修正数据，利用位于弹体周围的 10 个小型火箭发动

机进行弹道修正，以确保弹丸准确地命中目标 [5]。

枪弹通过采用多头弹提高射击精度。它的弹头部分

由 2 个或多个小弹头组成，每个小弹头又呈圆锥形，

且首尾相连，依次镶嵌在较长的普通金属弹里面。

当多头枪弹发射后，枪弹多个小弹头的着弹点呈环

状分布，从而提出了命中率 [6]。同时，将制导技术

应用于枪弹，使枪弹可以达到并命中更远距离上的

目标，是近些年来研究枪弹的一个热点，如美国空

军正在实施的一项“灵巧子弹”研制的计划，就是

通过在子弹上安装传感器，通过制导系统让子弹跟

踪激光发生器给目标“着色”一束激光而自动调整

子弹的飞行方向，以精确击中目标[7]。 

2.1.3  采用新型材料和新方法提高弹药威力 

为提高弹药的杀伤威力，各国通过研制新型高

效能火炸药，选用新型材料，预制最佳破片结构提

高弹药威力。如 21 世纪初叶的杀伤枪榴弹通过选用

新的弹体材料，尤其是通过选用新型高能炸药，预

制最佳破片结构，大大提高破化速度，不仅弹重大

幅减轻，而且有效破片数增加，杀伤威力增大。又

如活性破片弹药就是当前开发的一种高能材料复合

结构破片弹药。当这种破片高速碰撞和侵彻目标时，

其活性含能材料因受到强冲击作用而快速发生化学

反应，释放大量能量并产生强烈爆炸效应，对大幅

度提高防空反导弹药杀伤威力有重要的军事应用前

景，可作地空导弹、大口径高炮弹药的战斗部[8]。 

2.1.4  开发新概念弹药以减轻重量，增加携带量 

为了减轻弹药重量或体积，便于作战携带，在

弹药领域先后开发出无壳枪弹和埋头炮弹等新概念

弹药。无壳枪弹是将火药与黏合剂模压成方形或圆

形的药柱，然后再将金属弹头和底火压制在药柱两

头而制成的。无壳枪弹质量只有同类枪弹的 1/2，

体积只有同类枪弹的 1/3，加上工艺简单，成本低

廉，便于携行，较受欢迎。埋头弹就是将弹丸嵌入

药筒内，在弹丸尾部和周围都装填发射药的简单圆

柱体弹药，其弹体体积可减少 30%，同时，由于一

般采用塑料材料，这种弹药的重量和成本也相应地

下降 [5]。这种弹药的最大特点，就是弹药长度大大

缩短。因而，送弹距离短，射速快；药筒形状整齐

简单，简化了供弹机的设计；节省弹药贮存空间，

增加弹药携带量。如英法 CTAI 公司开发的 40 mm

埋头弹火炮，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初速达 1 640 m/s，

可以穿透 5 000 m 处的预定目标[9]。 

2.1.5  研制灵巧弹药提高弹药新效能    

“灵巧弹药”又称为智能弹药，指的是能从背景

中搜索、探测、识别直至瞄准和攻击目标的弹药[10]。

如英、法等国家研制的 81 mm“默林”和 120 mm 

“螺旋”智能迫击炮弹是在普通弹丸的基础上加装

制导，使其成为具有自主搜寻、探测、捕获和攻击

目标能力的精确制导弹药。美军目前正在研制的智

能滑翔炸弹集风能、太阳能、动力、探测、制导、

控制装置于一体。作战时可由飞机或其它装备从空

中抛出，然后利用太阳能、风能和自身的能量在空

中游弋，发现目标后迅速攻击。智能地雷是一种运

用声传感技术、红外传感技术及爆炸成型弹丸技术

研制的新型地雷，如美国的 AHM 反直升机地雷在

布设后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声音探测系统处于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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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它可以通过声频判断、识别飞过的直升飞机，

并对敌机进行自动攻击[11]。 

2.2  国际通用弹药军工企业发展趋势 

弹药作为战争的粮食，历来受到各个国家的高

度重视。国家通过给予通用弹药企业财政补贴、加

大通用弹药基础建设、扩大对外出口等方式来促进

通用弹药企业的发展。 

2.2.1  加强基础建设和投入，提升促进通用弹药企

业的改造升级 

通过加强通用弹药企业的战略规划，增加投入，

进行财政补贴等方法来促进弹药企业的改造升级，

已成为目前国际弹药企业发展的热点。2001—2009

年，美国国防部分期分批共投资约数亿美元对国有

弹药厂的生产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使这些弹药厂

的产量、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等各方面都有大幅度

提升，业务范围也得到一定拓展。2009 年 4 月，美

国又发布了《常规弹药工业基础战略计划：2015》，

全面阐述了 2015 年前常规弹药工业的发展规划。具

体围绕优化生产基础、对生产线和相关设备进行现

代化改造、提高弹药供应链反应效率等目标提出了

相关政策措施。英国为确保弹药工业的供应能力，

采取了与供应商签订长期采办合同的政策。通过持

续的订货保证弹药军工企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研

制新的弹药产品，扩大供应范围。俄罗斯 2007 年颁

布的《弹药与特种化学工业 2015 年发展战略》提出

要维持和提升弹药与特种化学工业的生产设施和能

力，组建联邦直属的火炸药和弹药生产企业，促进

弹药企业的持续发展[12]。 

2.2.2  整合通用弹药的研发与生产企业，提高弹药

研制生产的快速反应能力 

美国《常规弹药工业基础战略计划：2015》指

出，未来几年，美国政府将加强对弹药工业的投资，

整合国有弹药研发和生产能力，招募、培训和保留

优秀人才，促进工业界的合作与沟通，降低弹药的

全寿命周期成本、提高弹药工业基础的现代化能力

和弹药工业链的反应能力，从而建设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弹药工业基础，使得美国的弹药生产和后勤

供应链能够对美军联合作战部队目前和未来的弹药

需求做出快速反应，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

点、合适的成本和合适的质量来满足联合部队的弹

药要求。欧美国家也相应出台有关政策，加大弹药

领域的整合，积极提升常规弹药工业的基础和供应

能力，提高其在国际上弹药领域的竞争力[12]。 

2.2.3  通过加强通用弹药及其制造与生产相关技

术出口，促进弹药企业的发展 

各国都非常重视弹药，并着力生产或购买以做

好战备准备。据悉，世界上至少有 76 个国家正在生

产弹药[13]。但是生产弹药的品种和生产工艺和技术

却存在着巨大差距。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弹药自动装

药技术研究和发展，不断投入经费，系统地开展相

关技术和装备研究。生产的弹药品种多而且全，尤

其以智能弹药、高精度弹药、大威力弹药居多，而

且生产过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数量大，

例如美国和以色列，小口径弹药生产主要采用全自

动生产线方式和多工位组合机床生产线方式，只需

200 人左右即可完成整个枪弹的生产，生产节拍高

达 1 200 发/min，且弹头、弹壳的综合良品率分别

达到 98%和 95%
[14]。而诸如非洲一些国家其弹药生

产能力就为薄弱，弹药品种单一，机械化、自动化

程度偏低。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购买

弹药时，为不“受制于人”，迫切希望发展本土国

防工业能力，在进口武器弹药时越来越强调“技术

转让”，或者在本土生产和组装[15]。这就为发达国

家弹药和制造与技术出口创造了较好条件。通过弹

药出口和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国际上许多通用弹药

生产厂家不仅为本国创造了外汇，而且抓紧改造升

级，促进了通用弹药企业的发展。 

3  我国通用弹药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我国通用弹药发展现状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建设，我国通用弹药紧跟国

际弹药发展趋势，积极创新，颁布了相应的研制、

生产标准体系和确定了基于统计抽样较为科学的检

验验收方法，形成了以南京理工大、北京理工大学、

中北大学等通用弹药主要人才培养院校，中国兵器

第 203 所、208 所等通用弹药主要研究院所，以及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所辖通

用弹药生产厂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才培养、产

品研发和生产制造格局。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军

工企业包括弹药生产企业从山沟搬迁至大中城市，

以及随后国家给予的技术改造、安全改造优惠政策，

城市军工企业实施的“退城进郊”战略，通用弹药

生产企业制造厂房、设备、工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

工程技术人员素质也显著提高，十多年前出现的弹

药研制生产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基本结束，一大批

高学历的中青年人才形成了弹药研制生产的主力

军。20 世纪 50 年代从前苏联引进技术基础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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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通用弹药生产技术，经历了手工操作、半自

动、自动化到数字化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十

五”前的单项技术攻关和单台生产设备的研制，以

及“十五”期间的安改、技改的实施，突破了一系

列制约弹药安全自动化装药的关键技术，拥有以旋

入式电底火防爆拧紧机为代表的一批弹药生产技术

专利，推出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弹药生产

装备，部分技术也接近了国外先进水平[14]，目前，

一般性通用弹药我国均能生产。 

3.2  我国通用弹药研制与生产存在的问题 

3.2.1  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开创性成果较少 

在弹药理论研究方面，借鉴、学习国外的研究

成果较多，自主创新的理论较少。表现在生产弹药

品种虽然较多，数量也较大；但是，大部分通用弹

药都只是常规弹药，或是在常规弹药基础上加以改

进，新型弹药、智能化弹药、信息化弹药品种太少。 

3.2.2  厂家生产技术条件、工艺还较为落后 

我国弹药装药工艺技术是在前苏联援建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并吸收了西方的技术。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通用弹药企业进行了几轮技术改造，特

别是近十年来的大规模技术改造，工艺技术水平有

所提高，但从技术掌握的覆盖和深入程度、工程化

角度来说，目前掌握的技术还呈零星分散状态，未

形成“技术群”，还有很多关键技术急需突破，还需

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乏

成熟的可直接应用于技术改造的先进弹药自动装药

装配技术成果，多数弹药企业仅在原有生产工艺与

设备的基础上，进行自动化或防爆隔离操作等局部

有限的安全生产技术改进，生产的安全性虽有所提

高，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仍未大幅度提高，与国

外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16]。 

3.2.3  生产企业规模不大，集成度不高 

由于近几十年来，我国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

通用弹药消耗量不大，订货量也不多。为了节省开

支和成本，通用弹药生产厂家只好收缩摊子，成缺

乏规模效应，降低了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同时，由

于底火、发射药等配套厂家分散，原材料价格上涨，

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不利于企业技术革新和发展。 

4  我国通用弹药发展的战略思考 

4.1  加强通用弹药基础理论研究，增强弹药产品的

自主研发能力 

尽管我国通过弹药中许多产品达到或超过国际

同类产品的水平，但是创新仍然滞后，尤其是在智

能化、信息化弹药领域更是落后于发达的国家。面

对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对我国的封锁，只有加

强通用弹药基础理论研究，增强自主创新力度，才

能迎头赶上。国家通过改善弹药基础理论研究人员

工作环境、提高生活待遇，保护弹药产品自主知识

产权，激励研发人员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激

励光、电、磁、化工等各个领域围绕新型弹药进行

开放式理论研究，力争在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关

键性技术上有所突破。 

4.2  整合弹药研发与生产资源，提高自动化水平 

针对有些弹药厂家规模小，生产任务不饱满，

规模不经济的情况，可以进行弹药横向整合，例如

将小口径枪弹、大口径枪弹、甚至小口径炮弹厂家

进行整合，以减少管理成本，增大设备的利用率，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对于弹药各零部件生产企业分

散的情况，可以进行纵向一体化整合。如对发射药、

底火、成弹装配等生产厂家进行纵向整合，既可以

节省物流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又可避免弹药厂家

间因为推诿拖延生产进度。针对智能弹药集光、机、

电、化于一体，综合应用声、震动、磁、红外、毫

米波、激光、制导等各项技术，专业范围广，常规

弹药研制单位和生产厂家根本无法完成的实际，可

以对弹药相关专业、相关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资源进

行整合，在保证常规通用弹药生产厂家生产规模和

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组建新型的弹药研发中心和生

产基地，以满足将来智能弹药发展的需要。同时，

给予弹药研制与生产厂家相关优惠政策和财政补

贴，大力加强自动化生产线、试验场所、安全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自动化生产水平和能力。 

4.3  积极争取通用弹药及常规生产线出口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但是

整个国际社会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种族冲突、领

土争端依然屡见不鲜，国际市场武器装备采购也因

此依然活跃，这为我国军工企业出口创造了条件。

目前，国际市场武器装备还出现了新的形势，无论

是富裕的中东地区进口国，还是贫穷的亚非拉进口

国，不仅急切需要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是注重

进口项目对本土国防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希望能

够从国外获得先进军工技术，或者在本土生产和组

装，也希望国外军工企业能够与本土军工企业开展

各种形式的合作[17]。               (下转第 2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