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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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克

坦克的作用

坦克是根据战场的需要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可能逐步发展起来

的。在战场上，由于大量使用机关枪并以坚固的防御工事为阵地，

对于防御一方非常有利，而对进攻一方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难以

攻破防线，所以进攻者需求进攻有效的新型武器。同时，由于内燃

机、履带式行动装置、武器和装甲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汽车工业的

迅速发展，为这种进攻有效的武器———坦克的制造提供了必要的

物质技术条件，所以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间由英国率先制成了坦克。

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５日，英国和德国的军队在索姆河上交战，英军

第一次使用了４９辆被称为“陆地巡洋舰”的 ＭＫ１型坦克。坦克

上共装有两门口径为７５毫米的火炮和几挺机枪，采用过顶的长金

属履带，刚性悬挂，最大速度为６公里／小时，没有对外通信联络设

备，对外联络是靠乘员携带的信鸽完成的。参加作战的坦克实际

上只有３２辆到达出发阵地，其中５辆在冲击时陷入沼泽中，９辆

的机构损坏，最后只剩下１８辆。虽然，坦克的数量少，技术也不完

善，又受索姆河畔沼泽地战场的限制，但是这种首次出现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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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庞然大物，却使德军惊惶一时。

要说坦克参战的首次成功，还是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的康布雷

战役。当时，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在１５公里的正面战场上

投入大量坦克，结果一举占领了１０公里的纵深，于是坦克的作用

和价值在世界上首次得到公认。

在每次大战以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继出现了多种型

号的坦克，其中有超轻型的、轻型的、中型的、重型和超重型的。最

轻的如英国的卡登—络伊德系列机枪坦克，仅重１～２吨；最重的

如德国的鼠式超重型坦克，重达１８０吨。坦克的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多炮塔的，有单炮塔的，也有无炮塔的；有履带式的，也有履带—

轮胎式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坦克在陆战中具有重要的快速突击作

用。例如，１９４３年７～８月库尔斯克会战的第一阶段，德军在主要

方向上用２７００辆坦克发动进攻，苏军以３２００余辆坦克和自行火

炮进行防御，交战的结果是德军失败，损失坦克２０００辆，而苏军损

失１５００辆。在会战的第二阶段苏军投入６００辆坦克，用坦克支持

步兵发起进攻，德军则以２５００辆坦克进行防御，结果是苏军迅速

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并歼灭大量德军而取胜。这次会战说明，

坦克不仅是一种威力强大的进攻性武器，而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

防御武器。再如，苏军在白俄罗斯战役中，以坦克兵团组成快速集

群，在追击中实施了大纵深合围；在柏林战役中，苏军用６２５０辆坦

克和自行火炮组成快速集群，协同步兵突破德军防御对柏林突施

包围行动，最后完成对德军的合围，并对柏林实行了攻坚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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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苏军在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德涅伯河会战、维斯瓦

河———奥德河战役和远东战役等，也都动用了大量的坦克。可以

说，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甲坦克兵和机

械化兵的行动。

正是由于坦克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前苏联

及美国等国家都重视研制和装备坦克。我国有坦克是１９２７年的

事。当时，军阀张作霖为了打内战从法国引进了雷诺式轻型坦克。

１９２９年国民党军队从英国引进“卡登———劳得”超轻型坦克，后来

又从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引进坦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才开始研

制和生产坦克。

坦克的类型

“坦克”是由英文“Ｔａｎｋ”音译而来。“Ｔａｎｋ”是“水柜”或“大

容器”的意思。首次出现在战场上的“陆地巡洋舰”ＭＫ１型坦克，

很像“水柜”，因而英国人当时为了保密起见以此命名，后来，就一

直沿用这个名称。

坦克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担任各种作战任务的各型战斗坦

克；另一类是具有各种特殊用途的特种坦克。坦克的分类详见后

表。特种坦克大多数是利用战斗坦克的底盘改装的，可以说是坦

克的变型车辆。

从表中可以看出，战斗坦克或是按重量或是按用途分类的。

美国、前苏联、法国、日本和我国都是按战斗坦克重量分类的，但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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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同。例如，前苏联的超轻型坦克为５吨以下，轻型坦克为５～

２０吨，中型坦克为２０～３５吨，重型坦克为３５～７０吨，超重型坦克

在７０吨以上。德国和英国则按用途分类：德国把坦克和自行火炮

混在一起，分成战斗坦克、歼击坦克和突击坦克三种；英国则将坦

克分为步兵坦克和巡逻坦克。步兵坦克是一种装甲防护较强，但

速度较慢的直接支援步兵作战的坦克；巡逻坦克主要用来执行机

动作战任务，其装甲防护不如步兵坦克。

坦克的分类

目前，一些国家致力于发展主战坦克，使战斗坦克的类型简

化。所谓主战坦克就是承担主要战斗任务的坦克。它既有中型坦

克的高机动性，又有重型坦克的强大火力和有效的防护，在战斗中

既可执行原来中型坦克的作战任务，又可执行重型坦克的火力支

援任务。最早的主战坦克就是英国的“逊邱伦”坦克。６０年代以

后，一些国家先后开始发展主战坦克。

坦克的构成

坦克种类繁多，所采用的系统、设备、装置和机构也不尽相同，

但是任何坦克都是由几个必不可少的基本部分组成的。这些基本

组成部分包括车体和炮塔、武器弹药、火控系统、动力装置、传动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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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操纵装置、行动装置、电气设备和通信设备以及辅助装置等。

车体和炮塔是坦克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由装甲材料构成的

坚固壳体。坦克乘员和一些机构、装置布置在这个壳体内，因而可

以得到保护。坦克的壳体内一般分为三个舱室：驾驶室、战斗室和

动力传动室。驾驶室一般位于车体前部，室内配置有各种操纵部

件和检测仪表。战斗室是由车体中部和炮塔的内部空间组成的，

供驾驶员以外的乘员进行活动，并在此配置坦克武器、火控装置和

电气、通信设备等。动力传动室一般位于车体后部，也有少数位于

车体的前部，室内装有发动机及其辅助系统、传动装置等。

武器弹药和火控装置都位于战斗室内。坦克的主要武器是坦

克炮。坦克的辅助武器一般采用７．６２或１２．７毫米机枪，也有装

２０毫米机关炮的。坦克的火控装置包括各种昼夜观瞄器材、测距

仪器、带有各种修正量传感器的火控计算机、火炮稳定器、火炮操

纵系统等。坦克采用火控装置的目的在于控制武器的射击距离和

射击方向，以保证准确地捕捉目标。

动力装置是坦克运动的动力源。它主要是由发动机及其辅助

系统组成的。早期的坦克采用汽油发动机，现代坦克大多采用柴

油发动机，个别的已采用燃气轮机。

传动装置用来把发动机的动力分别传给坦克两侧的主动轮，

并改变坦克速度、牵引力和行驶方向。它主要是由变速机构和转

向机构等组成的。变速机构用来改变传动比，以使坦克具有不同

的速度。变速机构类型较多，传统坦克一般采用机械式固定轴齿

轮变速箱或行星变速箱，现代坦克多采用液力机械传动，未来的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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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有可能采用液压和液压机械传动。转向机构用来改变坦克两侧

履带的速度，使两侧履带的速度不同或运动方向相反，以实现坦克

的转向。转向机构的类型也很多，传统坦克用转向离合器、行星转

向机或差速器式转向机构，现代坦克开始采用液压转向机构，如前

联邦德国的豹Ⅱ坦克等。操纵装置是用于驾驶坦克、开闭门窗的

机构。一般由驾驶员控制和操纵，以使坦克处于所要求的状态。

驾驶员要操纵比较多的装置，如发动机、变速机构、转向机构、制动

系统、百叶窗、前机枪等。操纵装置有机械式、液压式和电液式三

种，现代坦克多采用电液式自动操纵装置。

行动装置用来驱使坦克运动。它包括履带推进装置和悬挂装

置。履带推进装置一般是由履带、主动轮、负重轮、诱导轮、托带

轮、履带调整器组成的。履带推进装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克莱斯

蒂系统，即采用大负重轮，没有托带轮；另一种是维克斯系统，即采

用小负重轮和托带轮。至于悬挂装置，传统坦克多采用扭杆悬挂

或螺旋弹簧悬挂，现代坦克有的已采用液气悬挂或可调式液气

悬挂。

坦克的电气设备是指除通信设备外，坦克上所有利用电能工

作的设备，主要包括电源、耗电装置和辅助电器。坦克电源一般是

由发动机驱动的直流发电机或交流整流发电机和蓄电池组成的。

当发动机不工作时，耗电装置由蓄电池供电；当发动机工作时，则

由发电机供电。在一般情况下，发电机既向耗电装置供电，又为蓄

电池充电，只有当耗电功率超过发电额定功率时，蓄电池和发电机

才会同时供电。有的坦克还有辅助电源———柴油或汽油发电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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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当主发动机不工作时，可用辅助发动机驱动的辅助电机供电。

坦克蓄电池一般为四块铅酸蓄电池。坦克的耗电装置很多，诸如

火控装置、电动机、照明设备和仪表等。坦克的辅助电器包括各种

配电装置、保护装置、开关和按钮等。

坦克的通信设备供坦克对外及乘员之间联络用。对外的联络

是借助无线电台，乘员之间的内部联络是靠车内通话器。

此外，坦克还配有三防（防核武器、防生物武器、防化学武器）、

灭火、潜渡及其他装置。

坦克具备上述基本组成部分后，就具有了火力、机动性和防护

三大性能。

坦克的性能

坦克具有火力、机动性和防护三大基本性能。这三大性能是

评价坦克战斗性能好坏的主要依据。

１．火力

坦克的火力是指坦克全部武器的威力。这种威力表现为摧毁

战场上各种硬目标特别是装甲目标和杀伤软目标———敌兵的能

力。坦克的火力是用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弹药消耗，摧毁或

压制各种目标的可能性来衡量的。坦克的火力不但取决于坦克装

配武器，弹药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火控装置的效能。

现代主战坦克的主要武器一般是１０５～１２５毫米口径的线膛炮或

滑膛炮，配用空甲弹、破甲弹、榴弹和碎甲弹等弹种，弹药基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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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０发。现代主战坦克一般都可行进间射击，从发现目标到射

击的反应时间大约为３～４秒。

２．机动性

坦克的机动性是指坦克在各种条件下行驶的可能性和难易程

度。坦克的机动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战斗全重、发动机功率以及

传动、行动、操纵等装置的性能。机动性的性能指标主要有吨功

率、最大速度、越野速度、最大行程、加速性、平均单位压力、转向

性、超越各种障碍的能力等吨功率等于发动机额定功率与战斗全

重之比。现代坦克的吨功率１５～２９．３马力／吨，最大速度已达６０

～７０公里／小时，越野速度可达５５公里／小时，最大行程一般为

３００～６００公里。坦克的加速性是指坦克由静止状态达到最大速

度的能力，以坦克由静止状态加速到３２公里／小时所需时间来表

述，现在，一般为６～７秒钟，所用时间越短，加速性越好。坦克的

平均单位压力等于坦克战斗全重与两条履带着地面积之和的比。

现代主战坦克的平均单位压力已达０．８０～０．９５千克／厘米２。

３．防护

坦克的防护性能是指保护坦克车内人员、武器弹药、机件、设

备、器材等免受杀伤破坏的能力。坦克的防护包括直接防护和间

接防护。直接防护是靠坦克的装甲壳体等进行防护，旨在使坦克

被击中后不致被击毁，尽可能减小损害或不丧失战斗力。采用良

好的装甲材料或复合装甲以及隔仓结构等都属于直接防护。间接

防护首先在于使坦克不被敌人发现；一旦被发现，尽可能不被击

中；万一被击中，尽可能减小破坏。减小坦克外形尺寸，实行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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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规避，采用对抗装置等都属于间接防护。此外，现代主战坦

克一般还配有三防设备。

火力、机动和防护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例如，要加强火

力，或是加大火炮的口径或是增加弹药基数，这势必增加坦克重

量，从而降低坦克的机动性；为增强防护，可采用厚装甲，但这会使

坦克增重从而降低坦克的机动性；要提高机动性，或是采用大功率

发动机或是坦克小而轻，但这就要严格限制坦克的重量，从而限制

了火炮口径和装甲的厚度。因此，在设计和评定坦克时，要对火

力、机动性和防护的各种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上述三大性能都是

坦克的主要性能，究竟哪个重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见解，侧重

不同，排列顺序也不同。绝大多数国家把火力放在第一位，其次是

机动性或是防护，或者机动性和防护并列。只有少数国家的个别

坦克将防护放在第一位，如以色列的“梅卡瓦”主战坦克。

现代坦克炮

坦克炮是现代坦克的主要武器。坦克主要在近距离作战，坦

克炮在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米距离上的射效高，使用可靠，用来歼灭和压

制敌人的坦克装甲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摧毁敌人的火器与

防御工事。

坦克炮是由小口径地面炮演变而来的。现代坦克炮是一种高

初速长身管的加农炮。它的主要诸元有口径、穿甲弹的初速、全装

药杀伤爆破榴弹和减装药杀伤爆破榴弹的初速、破甲弹的初速、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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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速度、高低射界、方向射界、炮弹重量和弹药基数等。

坦克炮一般是由炮身、炮闩、摇架、反后坐装置、高低机、方向

机、发射装置、防危板和平衡机组成的。炮身在火药气体的作用

下，赋予弹丸初速和方向。炮口或靠近炮口部位（加粗部分）的抽

气装置是坦克炮所特有的。当弹丸飞离炮口时，膛内压力迅速下

降，抽气装置利用火药气体本身的引射作用把自身原有的火药气

体从喷嘴排出，使喷嘴后的膛内形成低压区，从而可将炮膛内残存

的火药气体排到膛外，以免废气进入战斗室，影响乘员战斗力。

坦克炮的身管管壁受太阳辐射、雨淋、风吹会产生温度梯度，

致使身管弯曲，弹着点偏移。根据试验，某坦克１０５毫米火炮受阳

光暴晒、身管的上下温度差达３．６℃时，炮口偏移２密位。为此，

现代主战坦克炮一般都装有隔热套。有的隔热套是用两层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中间填以泡沫塑料制成的。有的隔热套是用绝缘材

料或导热金属铝制成的单层同心套，以身管和同心套间的空气作

为隔热层。也有的用金属与绝缘材料相间排列套在身管外面。其

中，以后者为好。隔热套能使火炮发射时产生的热量在身管四周

均匀分布，减少身管变形，从而提高火炮的命中率。

火炮身管借助螺纹联结器与炮尾相连，以便于拆卸。炮闩用

来闭锁炮膛、击发炮弹、抽出药筒，开闩和关闩可自动进行。摇架

用其两个耳轴把火炮装在火炮支架上。炮尾上装有由驻退机和复

进机组成的反后坐装置，用以消耗火炮后坐动能，使后坐部分回到

原位，并在任何仰角上都能使火炮处于最前方位置，保证火炮正常

工作。发射装置用来使击发装置击发。防危板用于击发时保护乘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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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安全。位于火炮右侧的平衡机用来平衡火炮摇动部分的重量，

使火炮操纵轻便，仰俯平衡。

现代坦克炮的威力是很大的，它能远距离穿甲。前苏联Ｔ－

７２坦克１２５毫米火炮发射初速１６５０米／秒的长式动能弹时，在

２０００米距离上可击穿１４０毫米／６０°的靶板，也就是穿透将近一尺

厚的钢板。前联邦德国豹Ⅱ坦克１２０毫米火炮发射初速度为

１６５０米／秒的长杆式动能弹时，在２２００米距离上可击穿厚度为

３５０毫米的垂直装甲，即可击穿现今各种坦克。为什么坦克炮会

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呢？

坦克炮的口径大。由于坦克的装甲车体坚固，稳定性好，所以

可装载大口径的火炮。在相同条件下，火炮的口径大，炮弹粗，药

筒装的发射药多，初速大，因而威力就大，也就是说火力强。那么，

是不是口径越大越好呢？不是的。因为火炮口径太大，则在其他

条件相同情况下，整个火炮、炮塔座圈、炮塔都要加大，因而会使坦

克加宽加重，不便于机动和铁路运输。并且，大口径的炮弹很重很

长，不容易实现自动装填，人工装弹又特别费劲，坦克运动中装弹

几乎成为不可能，炮弹发射后空金属药筒不易处理，因而直接影响

发射速度。此外，口径大往往会导致弹药基数的减少。所以，现代

坦克炮的口径一般为８５～１２５毫米。主战坦克的火炮口径为１２０

～１２５毫米，已被认为达到了极限。美国高机动、灵活性试验车上

采用了７５毫米的自动机关炮，这是减小口径的趋向。采用电渣精

练钢、利用自紧工艺提高身管强度，以加大膛压。初速可达２０００

米／秒以上，口径可能减小，但穿甲效能不降低，射速可通过装填自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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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提高。另外，电磁炮在美国正处于实验室阶段，一旦可行，初

速可提高到６０００米／秒。

坦克炮的身管长。现代坦克炮的炮身长为一般口径的５０倍

以上。大于４０倍口径的长身管火炮，叫加农炮。长身管炮与短身

管炮相比，射出的弹丸初速大，动能大，射角小，不超过４５°，弹道

低伸，即弹丸在空中飞行时的轨迹比较平直，便于直接瞄准，射击

精度高，能远距离穿甲，适于平射打坦克装甲车等活动目标和突出

地面的单个垂直目标。

火炮身管的内腔一般叫炮膛。身管内壁有膛线（或称来复线）

的火炮叫线膛炮；身管内壁没有膛线的火炮叫滑膛炮。现代主战

坦克大多采用滑膛炮。如前苏联Ｔ－７２坦克、前联邦德国豹Ⅱ坦

克和美国后期的 Ｍ－１坦克等。大多采用滑膛炮的主要原因有四

点：一是滑膛炮采用长径比较大的动能弹，因而穿甲能力强。二是

管壁较厚，且无膛线，不存在膛线烧蚀问题，膛内阻力小，使用寿命

较长。特别是它的发射药装得多，膛内压力大，因而发射初速能大

大超过１８００米／秒，可以提高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穿甲能力。

滑膛炮发射破甲弹时，由于弹丸不靠膛线稳定，因而无离心力对聚

能射流的有害影响，破甲能力可以提高。三是炮弹无滑动弹带，减

轻了弹重。四是适于发射多种弹，如小型导弹、火箭增程弹等。但

是滑膛炮只能发射尾翼稳定弹，而且射击距离远时，由于弹丸尾翼

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射击精度较低。

坦克炮一般安装在可以旋转的炮塔内。炮塔的旋转是通过操

纵台或人手借助动力传动装置或电动液压传动装置来实现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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