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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火炮：地动山摇的攻击利器》收录了最为经典、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火炮，讲述了各类
火炮的专业知识与历史演变，以及各型号火炮的设计制造、性能特点、参战经历、著名战役等。
《火炮：地动山摇的攻击利器》不及仅仅是一本科普读物，更是一本火炮家族的名炮列传。
火炮只从诞生以来，足迹遍布欧、亚、非大陆。
战争因为它的出现而升级，武器的杀伤力因为它的出现而强大。
它在常规兵器中的地位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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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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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欧洲现代大炮&mdash;&mdash;后装线膛炮　　冷兵器时代，一个士兵手里有一把火铳，那就是最
完美的武器了。
这几乎是每个士兵心中最大的梦想。
随着欧洲进入工业时代，各种各样的火器和火炮便像雨后的小草一样，冒出头来。
欧洲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的起点，先进的现代工业促进了各种各样的武器的产生。
现代火炮是在欧洲火炮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3世纪，中国的火药和火器西传以后，火炮在欧洲开始得以发展。
　　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着这样一个哲学上的命题：&ldquo;是火器带来了战争，还是战争带来了火
器？
&rdquo;不管怎样，14世纪上半叶，欧洲便制造出发射石弹的火炮。
于是，1346年，在英法克雷西战役上，英王爱德华三世使用了20门火炮，发射石弹轰击法军，给法军
以重创。
相对于中国的造炮技术，欧洲在当时要落后得多，早期的火炮多用锻铁制造，炮架也很简单，基本上
是床式炮架或用木墩固定。
　　可以说，早期火炮大都是从炮口装填弹药，炮膛内没有膛线的前装式滑膛炮，火炮上没有或只有
很简陋的瞄准和反后坐装置，射击时往往还需要人工点火，炮弹也只是石制或铁制的实心弹、爆炸弹
以及将石头或金属碎块、铅弹装在铁筒内制成的霰弹。
17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枪械和火药技术的发展，近现代火炮逐步发展起来。
　　1846年，意大利陆军少校G&middot;卡瓦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门后装式线膛炮。
先前的前装式滑膛炮，一来装填弹药很不方便，二来射击速度慢，更为重要的是弹丸飞行不稳定，射
击精度低，射程近。
　　相反，线膛炮的炮管内有两条螺旋膛线，能使发射后的炮弹旋转，飞行稳定，提高了射击精度，
增大了火炮射程。
该炮设计了新型的尾部炮闩，实现了炮弹的后膛装填，发射速度明显提高。
卡瓦利少校还一改过去的球形弹丸形状，发明了与后装式线膛炮相匹配的具有圆柱形弹体、船尾形弹
尾、锥形弹头的炮弹，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与现代炮弹外形相似的卵形炮弹。
　　卡瓦利的一系列发明和设计在火炮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使火炮本身和炮弹具有了现代
火炮的某些特征，是古代火炮向现代火炮迈进的关键一步。
　　第一门具有现代反后坐装置的火炮，是由德维尔将军、德波尔上校和里马伊奥上尉3人组成的法
国炮兵研制小组在1897年发明的75毫米野战炮。
这门火炮所采用的长后坐原理本是德国人豪森内研究发明的专利，但德国军队拒绝采用这一专利。
法国于1894年从豪森内手里购买了这项专利，并根据它研制了具有液压气动式驻退复进装置的炮架，
称之为弹性炮架。
炮身安装在弹性炮架上，可大大缓冲发射时的后坐力，使火炮不致移位，使发射速度和精度得到提高
，并使火炮的重量得以减轻。
弹性炮架的采用缓和了增大火炮威力与提高机动性的矛盾，并使火炮的基本结构趋于完善。
75毫米野战炮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火炮的基本结构，这是火炮发展过程中划时代的突破。
　　在75毫米野战炮的研制过程中，法国人成功地躲过了德国情报侦察和窃取活动，他们表面上进行
弹簧式复进机构的多次试验，将敌方引入歧途。
结果，德国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仿制的法国野战炮，却是一种技术落后的假炮，使德国的炮兵装备落
后了许多年。
　　1914年9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法军炮兵用75毫米野战炮猛轰德军，使其伤亡惨
重，为法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法国买来德国人的先进发明专利，又对德国人进行保密和欺骗，还反过来打击德国人。
这对德国人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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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各国炮兵相继采用缠丝炮管、筒紧炮管、强度较高的炮钢和无烟火药，提高了火炮性
能。
采用猛炸药的复合引信，增大了弹丸的重量，提高了榴弹的破片杀伤力。
20世纪初，火炮还广泛采用了瞄准镜、测角器和引信装订机等仪器装置，由此进人了现代火炮的时代
。
　　力量惊人的大口径巨炮&mdash;&mdash;臼炮　何为臼炮？
据历史记载，臼炮是一种口径大、身管短（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通常在1：12到1：13以下）、射角大
、初速低、高弧线弹道的滑膛火炮。
因其炮身短粗，外形类似中国捣米用的石臼，因此在汉语中被称为&ldquo;臼炮&rdquo;。
　　最初出现于14世纪，发射石弹。
早期的臼炮主要用于攻城战。
　　1377年，中国明朝曾制造了一种臼炮，口径达210毫米，全长仅为100厘米的攻城炮。
　　15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身管短粗的火炮，炮膛为滑膛，无膛线，采用前装弹，发射一种球形实
心石弹。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攻城战、1489年苏格兰的达姆伯顿攻城战等战役中，攻城一方都使用了大口径臼
炮。
　　17世纪以后，随着铸炮工匠研制水平的不断提高，臼炮的种类越来越多，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有
的能摧毁坚硬的防御工事，有的能杀伤敌人，还有的专门用来海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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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火炮起源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在战争史上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
元朝时期的蒙古军队，凭借火炮征战与亚欧大陆之间，所向披靡。
　　近现代战争中，火炮更是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高射炮、坦克炮、反坦克炮等，都是火炮家族
中的佼佼者。
因此，火炮被称为&ldquo;陆地战争之神&rdquo;。
不仅如此，火炮在海战和空战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是战场上无处不在的利器。
　　使用广泛：　　火炮是众多雾气中使用最广泛的，陆海空到处都有它的身影。
火炮的性能较为稳定，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适合于正面战场作战使用。
　　性能较强：　　火炮具有较强的火力攻击能力，并且射程较远，准确度较高，能够集中、连续地
向目标进行火力攻击，是近距离正面战场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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