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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114基础上改装辅助动力推进装置的XM123 155mm榴弹炮

美制M107 175mm自行加农炮虽然在射程上享有一定优势，但其敞开式设计并不适应核生化条件下的战场环境



M777系列榴弹炮凭借着同口径火炮中最轻体量和适中的射程成为快速反应部队与山地部队的支援火力利器。

由于整炮的重量控制在Mi-171中型直升机的最大吊运限值内，因此印度人手中的M777可以获得最大的机动能

力，这对与印度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来说，是个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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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77A1改进重点在于初级版牵引炮数字化（TAD）“Block I”（第一单元）软件，整套软件系统包括配

备车载导航系统，以及与火力指挥中心（FDC）相连的数字通讯系统和武器自动瞄准系统，并与“阿法兹”

（AFATDS）炮兵火控系统进行数字化集成，以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联合网络化的火力

这张照片摄于2007年，一门在爱丁堡古堡作为礼炮使用的L118 105mm超轻型榴弹炮



挪威军队装备的豹I主战坦克，豹I几乎是1960-1980年代北约的标准型主战坦克

M777系列155mm超轻型榴弹炮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场炮兵革命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放列状态的FH70 155mm牵引式榴弹炮

印度早在1986年6月就从苏联获得了可用于山地作战的Mi-26超重型直升机。事实上，直升机在山地作战

中效果非常出色。无论是苏军还是美军，在阿富汗都广泛使用直升机进行山地机降或者后勤补给。



M777系列榴弹炮最大特点是重量轻，它要比各国陆军现役的牵引式155mm榴弹炮轻一半，但是威力依然不

减，炮弹初速为827米/秒。如发射无助力普通炮弹，最大射程可达24.7公里；使用火箭助推炮弹最大射程超过

30公里。火炮密集射击时射速为每分钟5发，连续射击时每分钟2发

M777系列榴弹炮正在取代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服役的老式M198榴弹炮。M777榴弹炮比M198榴弹炮轻很

多，可输送性与机动性得到增强，在弹药性能与射程方面，仍可保持与M198一致



“精锐陆军”体制下的师属炮兵、野战炮兵旅和军属炮兵能够提供强大的战术和战役级火力，而且在这一方面做

得非常好

2006～2007年,美陆军在现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中组建11个火力旅,使火力旅的总数达到12个。随着火力旅的

投入使用和机动作战旅向旅战斗队的转型,剩下的师属炮兵、军属炮兵以及一些国民警卫队的野战炮兵旅司令部

将退役。原来隶属于师属炮兵的火炮营将变成旅战斗队的建制单位，而师属炮兵的多管火箭炮营和野战炮兵旅的

火炮营则将面临三种命运：重新编入火力旅、退役或改编为其他类型的部队



等待装填的L15A1底凹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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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作为“战争之神”，从出生之日起就成为了战场上最受瞩目的武器

装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火炮的发展一直在牵引化和自行化之间进行争

论，而这一切的起源均来自那两场在记忆中日渐褪色的世界大战。来自战场的

军人希望火炮全面自行化，而由文人充当的政府官员则希望火炮全面牵引化，

这种争论的源头看似是由成本所造成的，但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火炮自行化理念的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于战场环境产生的现

实性需求已经足够强烈，在这一基础上，自行火炮作为装甲车辆的一个重要

分支也开始了自己独特坚定的演化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激烈的装甲战

中，自行火炮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战后的冷战背景下，北约集团

面对华约集团强大的装甲力量，对自行火炮的需求也就更为迫切。也正是由

于华约的威胁，北约国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出彩的自行火炮。

牵引式火炮是最早出现在近现代战场上重型压制火力装备，即使在最激

进的观点里，牵引式火炮都是现代军队里不可缺少的一环，毕竟其相对低廉

的价格对现代军队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在冷战过后，随着战法和部队结构的

变化，时代对军队压制火力提出了全新的需求，这些需求也催生了牵引式火

炮的再次进化。同时，也由于军事科技的进步，牵引式火炮所使用的弹药也

变得更加“聪明”，几方面叠加的结果让牵引式火炮这一“老兵”焕发出了

新的光彩。

在本书中，我们不会讨论火炮牵引化和自行化的优劣，只是通过介绍冷

战后北约集团国家推出的几种经典火炮，来对“战争之神”的演化之路进行

分析，看看在新时代背景下，火炮的发展将走向何方。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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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与自行火炮的区别，一开始绝非是泾渭分明的——“用于突破的履带式装甲火炮”，

或者“带有火炮的陆上装甲舰”，诸如此类的混沌称谓，很难让人对两者间的关系有一个清晰

的决断。然而到一次大战中后期，由于战场环境产生的现实性需求已经足够强烈，自行火炮还

是开始了自己独特而坚定的分化进程……

 l94mm GPF履带式加农
炮侧视图

第一章

西方现代化火炮的序幕：
一战中的自行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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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火炮发展的大时代背景
对职业军人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称

得上是一场颠覆性的战争，战前的大部分军

事理念被战场上的无情现实所撕裂，即便是

自拿破仑战争后就被喻为“战争之神”的炮兵

也没能幸免。在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前的半

个世纪中，各主要军事国家均将炮兵划分为

“野战炮兵”和“要塞炮兵”两大类，传统上

的野战炮兵囊括所有伴随步兵运动的轻型、

中型炮兵单位，而要塞炮兵则管制一切固定

不动的炮兵设施与重炮，如“岸防炮、攻城炮

与臼炮”。这样的划分貌似科学合理，实则却

不过是主观臆想出的蠢物。

的确，拿破仑时期的战争在短暂的机动

战阶段时，如果有充足的轻型野战火炮，仍然

有可能穿过那个时期的无堑壕防线，或仅有

轻便防御工事的防线。这也是拿破仑对他那

个时代提供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他曾说，

“只有有了炮兵才能进行战争”。但随着堑壕

防线的日益加深，当曾经设想的一系列机动战

术在1915年年底统统转变为血腥且泥泞的堑

壕战后，战前各国炮兵建设与战场实际相脱

节的各种矛盾便尖锐了起来：这其中以轻型

炮兵的战场推进与重型炮兵的野战化问题最

为突出。

事实上，随着堑壕化的战线逐步演变

为半永备工事，战前对野战炮兵尽量轻型

化、直瞄化的偏执要求，开始令各国饱尝恶

果，其结果便是整个炮兵体系的降阶使用，

75~77mm左右口径的轻型化野战炮被迫开始

扮演原先步兵炮的角色，而由要塞炮兵转化

而来的重型炮兵则不但要充填原先野战炮兵

的位置，还需要在反炮兵这个全新的陌生领

域挑起大梁。结果，无论是提升炮兵机动能

力的现实性需求，还是增强战场生存性的紧

迫感，都在客观上催生了自行火炮这个新生

事物。

英国的早期自行火炮
尽管英国人参加欧洲大战时的准备不

足，炮兵的状况尤为糟糕（由于缺乏铜、炮管

复进油和熟练工人，其火炮和弹药的生产数量

甚至不足德国的1/4），但他们却是最早意识

到应该将摩托化技术广泛应用于火炮领域的

国家。事实上，早在人们普遍认为内燃机只适

于代替马匹在硬质道路上使用的1910年，英国

皇家陆军不但进行了多种采用内燃机的火炮

牵引车试验，还对霍恩斯比10吨拖拉机、霍尔

特15吨拖拉机等履带式车辆，作为6英寸以上

口径重型火炮牵引车的可行性进行了尝试……

在1915年年底堑壕战的僵待已成定局的

情况下，出于躲避敌人反炮击火力打击，同时

拓展火力灵活性的考虑，如何利用某种机械

装置协助重型炮兵通过泥泞和布满弹坑的战

场，突破铁丝网和克服堑壕障碍，转移到新

阵地，已成了英国皇家陆军心中头等重要的

大事。恰好在此时，英国皇家海军那个“陆上

战舰委员会”鼓捣出来的东西令英国皇家陆

 这种“霍尔特”拖拉机客串的军用牵引车可以成功地拉
着重型装备顺利通过前方的泥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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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I坦克与“MK I型履带式火炮搭载车”拥有相同的技术渊源，后者大量使用了前者的部件和引擎

军大受启发。对皇家海军试图将小口径海军

火炮、锅炉钢板与履带式拖拉机底盘结合起

来，作为陆上突破武器的想法，皇家陆军方面

在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嗤之以鼻的（以机械可

靠性的实际来说，将这类“陆上战舰”作为堑

壕战场的突破工具，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价

值），但对将类似的思路和技术用在炮兵上

却很感兴趣：毕竟将大炮直接装在履带式底

盘上，这对于战场环境的适应性，不是任何类

型的牵引结构可比拟的。

尽管出发点完全不同，但由于产生的技

术基础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坦克与自行火炮

几乎同时诞生于英国皇家陆军。这一事实并

不令人吃惊，只是在前者的时代意义被反复

夸大的今天，后者已经被人彻底忽略了。英国

皇家陆军的自行火炮与Mark I坦克有着共同的

技术渊源，两者的履带式底盘在结构设计上

是十分类似的，前者可视为后者的重炮火力

支援版本，用于搭载6英寸口径以上重炮实施

远距离间瞄射击，而后者则可视为前者的装

甲突破版本，主要用于引导步兵克服堑壕和

铁丝网的障碍，同时在达成突破的过程中，用

所携带的小口径海军火炮对敌方有生力量和

机枪火力点实施近距离直瞄射击。

具体来说，被英军称为“MK I型履带式

火炮搭载车”的这种炮兵装备，其底盘部分

应用了大量Mark I型坦克的部件，如与Mark I

坦克完全相同的福斯特-戴姆勒6 缸 105马力

汽油引擎（Foster-Daimler Six-cylinder 105hp 

Gasoline Engine）作为动力，就直接挑明了这

个奇特的履带式炮兵装备与当时英国坦克之

间的血缘关系（这种引擎实际上是一种德国

货，即英国福斯特公司战前引进德国戴姆勒

引擎技术生产的许可证产品，历史有时就是

这么奇怪，英国坦克使用的却是德国引擎，

而且一战时期的英国坦克都是使用戴姆勒引

擎，世界上第一种自行火炮也不例外）。

此外在整体设计中，我们也能发现许多

“MK I型履带式火炮搭载车”与早期过顶履带

坦克似曾相识的痕迹：发动机位于车体中央，

动力通过离合器、主齿轮箱和差速器传至车

辆两侧的转向齿轮箱，尔后通过滚动的链条

把动力传至主动轮；无悬挂系统的刚性车架，

诱导轮在前，主动轮在后，车体两边各有12个

小型负重轮，以及8个履带上缘支撑轮；为履

带架制作了全封闭式的5mm装甲钢板侧裙；履

带以铆钉方式固定钢板块与履带链条，并以

单鞘式连轴杆对接活动轴承串联成为完整的

履轨；该车的转向，如同Mark I坦克一样，同

样是通过降低一条履带的速度提高另一条履

带的速度来实现的（车长给两名方向操纵员

发出加快或者降低速度的信号，使车辆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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