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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
耗能巨大 设备复杂

与美军的沾沾自喜不同，俄罗斯专
家则对“轨道炮威胁论”嗤之以鼻。他们
认为，美军现阶段的轨道炮压根儿不足
以造成巨大威胁，反倒存在众多弱点。

首先，轨道炮的耗电量巨大，设备也
因而复杂，这就使得其需要庞大的设备
平台。如此一来，现阶段的轨道炮，不可
能变成单兵化武器，也很难以车辆或飞
机作为装载平台。唯一的可行性方案是
安装在战舰上，可战舰偏偏是制造成本
最高、制造周期最长的单位。这就直接
阻碍了轨道炮的应用。

其次，轨道炮的隐蔽性存在问题。
轨道炮高能量的电流和弹丸高速滑行，
会产生热辐射。更严重的是，轨道炮以
电磁力发射弹丸，其巨大的磁场和电流
造成的电磁辐射更可能被专门的探测器
捕捉，从而引来对方的导弹或飞机报
复。同时，轨道炮在发射之后还需要冷
却 时 间 。 对 于 装 载 在 舰 艇（ 如

DDG1000）上的轨道炮而言，它的每一次
发射，实际上是把现代舰艇的“隐身”性
能完全给糟蹋了。

此外，俄罗斯专家对轨道炮的威力
也表示怀疑。俄罗斯军事专家康斯坦
丁·西夫科夫就表示，目前美军轨道炮把
10到11千克的弹丸发射到每秒1700米
的速度，这其实并没有多了不起。因为
俄罗斯坦克炮也能把 20 千克的炮弹发
射到1750米的秒速。而且，俄罗斯坦克
只需要几十吨的车载平台，美军的轨道
炮却需要1万多吨重的驱逐舰。

对于俄罗斯来说，应对轨道炮的方
法很简单：一旦发现自己挨了一枚轨道
炮，那么立刻通过电磁探测和热线探测
锁定DDG1000的位置，然后用充足的常
规重型导弹砸过去，把轨道炮连同驱逐
舰一起砸个稀巴烂就好了。

当然，俄罗斯并没有否认轨道炮的
先进性。他们表示，眼前的美军轨道炮，
不过是一个初级试验品罢了。俄专家估
计，美国海军已经在轨道炮方面花费了
10 年时间和至少 5 亿美元，而要真正实
用上舰，可能还需要至少10年时间和10
亿美元的开销。

事实仿佛也正是如此。2010 年美
军首次实验3300万焦耳的轨道炮之后，
至今 6 年过去了，美军轨道炮的能级依
然在3300万焦耳。据透露，主要是炮弹
应对加速度方面遭遇了瓶颈。而这个量
级的轨道炮，其实相比现有的 155 毫米
舰炮基本没什么优势。

优势：威力惊人 稳定准确
作为新概念武器，电磁轨道炮确实具备一些突出优点。
首先，轨道炮能够产生巨大的推进力。相对传统火炮来说，

轨道炮只需要“更强的电流”“更强的磁场”“更长的导轨”就可以
完成提速，从实现门槛的复杂性来说，比炸药炮弹要容易得多，
从而未来的提升空间也能更大。

其次，巨大的推力能产生高速度的弹丸。目前轨道炮能将
300 克的弹丸加速到每秒 4 千米，是步枪子弹的 4 倍；能将 9 千
克的弹丸加速到每秒2500米，是普通炮弹的2到3倍。未来，据
称还可能达到每秒 100 公里的惊人速度。弹丸的速度快了，射
程就可以更远，杀伤力就可以更大，而且留给敌人躲避、拦截的
时间也越少，受到的干扰也越少，从而大大提升威力。

其三，稳定性和操作性好。由于电磁炮弹丸在炮管中受到
的推力是电磁力, 这种力量非常均匀，因此弹丸的稳定性更好，
有利于提高命中精度。同时，目标的坚固程度或者距离不同，可
能导致需要的射速不同。对电磁炮而言，只需要调整电流和磁
场的大小即可。

其四，较为经济便捷。常规火炮用火药产生推力，火药涉及
复杂的军工制造，据估算产生每焦耳能量需要10美元，而轨道炮
则只需要0.1美元。同时，由于轨道炮只需要发射弹丸（弹头），无
须如传统炮弹那样，装备弹壳、发射药等，这样一来轨道炮弹的体
积和重量就只有传统炮弹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大幅度减少运输
和存储环节，提高武器系统的携弹量。

未来，电磁轨道炮的用途十分广泛。它可以用于天基反导
系统，摧毁低轨道卫星和导弹；可以拦截导弹；可以替代高射速武
器、防空导弹和密集阵系统，执行防空任务；可以用于反装甲、反坦
克武器，或改装常规火炮、舰炮；甚至还可用于航天发射。难怪美军
对轨道炮颇为自负，认为将是改变战略态势的利器。

俄美两军比拼电磁炮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9月在
“卡尔文森特”号航母上发表演
说时指出，美国将投放一些“让
人料想不到的大威力新武器”
到太平洋地区。美媒认为，这
里面很可能包含了美军正在研
发的电磁轨道炮。10月，美军
首艘DDG1000驱逐舰下水，
更被认为给轨道炮提供了可能
的使用平台。然而，俄罗斯专
家却对美军的轨道炮嗤之以
鼻，认为美军研究了几十年，现
阶段也不能发挥多少作用。轨
道炮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武器，
又有哪些威力？俄罗斯对美军
轨道炮的指责是否靠谱？

▋据《北京晚报》

现实:由来已久 一度停顿
轨道炮属于电磁炮的一种。简单说，就是利用通电导体

在磁场中受力的原理，使炮弹获得加速度，最终飞射出去。
电磁炮除了电磁轨道炮，还包括线圈炮、电热炮、重接炮等。

轨道炮具体的实现方法是，采用两条长长的通电金属
轨道（导轨），把金属或其他导体炮弹“架”在轨道上，形成
一个通电回路，在这个回路附近产生强大磁场，使得金属
炮弹在回路中产生一个加速度。轨道越长，炮弹受力的时
间越长，炮弹的受力就越大，如此便可以让炮弹获得一个
很高的速度。

电磁轨道炮由来已久。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
现电磁感应现象，1845年英国科学家惠斯通就用世界第一
台磁阻直流电动机把金属棒抛射到了20米外。随后德国
人柯比提出了用此原理制造“电气炮”的想法。1901年，挪
威科学家柏克兰获得了“电火炮”的专利。1920年，法国的
福琼·维莱普勒发表了《电气火炮》文章，并展开实验。

到了二战时期，德国、日本都开始研制电磁轨道炮，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在 1945 年，德国科学家将两门轨道炮
串联起来，使炮弹初速度达到了每秒1.21千米。同期，日
本科学家则大力研究“大吨位慢速”，他们把2千克的弹丸
加速到每秒335米，即接近了音速。

从科技上，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在军事实用方面则
相当可怜。德国人费了大力气也不过把相当于一颗子弹弹
头的金属，加速到了子弹的初速。换言之，这套复杂的轨道
炮的杀伤力仅仅等于一支普通步枪。而日本的研究成果，也
不过相当于一颗小炮弹的弹头，而且初速度比火炮慢得多。

二战之后，受制于技术的发展水平，既不能制造出更
强大的磁场，也难以产生更强烈的电流，因此电磁轨道炮
的研究，一度停顿了数十年之久。

争雄:俄美两军 多次试验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一方面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对

新概念武器提出了需求，另一方面科学发展攻克了一些技
术难题，轨道炮重新崛起。据称，1980年美军的电磁炮已
经能把300克的炮弹加速到每秒4公里。

随着冷战结束，电磁炮似乎再无用武之地。然而美国
还是在 1992 年首次进行了电磁炮的靶场试验，其炮弹口
径90毫米、炮口动能900万焦。

2010年9月，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防空型轨道炮
成功进行测试，飞行速度达5倍音速。同年12月，美国海
军进行的轨道炮试验中，重约 10.4 公斤的铝制弹丸，以 5
倍音速命中了 200 公里外的目标，动能高达 3000 万焦
耳。2014年4月10日，美国海军更宣布将在2016年启动
海上试射，发射7倍音速的高速轻型炮弹。

事实上，并非只有美国一家在研发轨道炮。苏联就曾
在电磁炮领域和美国展开了竞争。早在 1978 年，苏联科
学家便采用电磁炮技术，将一个2克的金属环加速到每秒
5公里。当然，他们设计的不是轨道炮，而是线圈炮。

今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设计的轨道炮进行了首次发
射，弹丸的速度达到了每秒 11 公里。在近期另一个公布
的视频中，俄罗斯还透露了一款“外形粗糙而威力巨大”的
轨道炮，其弹丸穿透了厚厚的钢板。

美军进行电磁轨道炮试验

美国海军轨道炮原型机

美军进行电磁轨道炮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