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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海军接收近海巡逻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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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马特”轻型反坦克导弹发射测试

! ! ! ! !月 "#日，土耳其国民军在历史名
城伊斯坦布尔举行“胜利日”阅兵式，为了
鼓舞民心士气，土军特意安排多款国产新
式武器受阅。其中，土耳其 $%&&公司研
制的卡普兰（'()*(+）装甲侦察车以其隐
身外形和特殊武备，颇为吸引眼球。英国
《简氏防务周刊》称，土耳其渴望将卡普兰
打入国际市场，树立本国军工品牌。

预测需求 !超前研制
按照惯例，某项军品往往是先由军方

提出设想，通过招标后拨款，再由厂商研
制，但卡普兰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司
主动预测客户需求，然后自费开发的“轻
型履带式装甲武器运输平台”（,-./0

1）。在 $%&&看来，土耳其陆军现役的美
制 233"装甲车已服役超过 4#年，总体
性能老旧，能用于改造的内部空间早已耗
尽。随着时间流逝，土耳其陆军势必对下
一代轻型化、隐身化履带车辆有强烈需
求，卡普兰就是针对这一需求而研制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调查，发
现卡普兰也能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因为
它严格按照西方 /03"#运输机的运能设
计，可遂行快速反应作战。另外，卡普兰装
甲车采用模块化设计，能迅速发展出反坦
克导弹发射车、火力支援车等多种变型车
辆，对提高各国陆军战斗力大有帮助。

据俄罗斯《军工周报》披露，$%&& 公
司是在 4#34 年提出发展概念，! 个月就
完成概念样车，并在 4#3"年土耳其防务
展上展出。正因为“概念超前”，$%&&迅速
收获成果，不光土耳其国防工业部（!!"）
发出订单，连远在东南亚的印尼军方也购
买基于卡普兰底盘开发的轻型坦克。另
外，马来西亚也因沙巴州反恐作战需要，
打算在近期引进卡普兰装甲车。这些利好
因素无疑令 $%&&信心大增。

结构独特 !用途多样
卡普兰是全履带、低轮廓的轻型装甲

车，全重只有 5吨，这显然是为了执行侦
察任务所需的机动性和隐身性考虑的。该
车的一大特色是没有采用传统的动力前
置布局，而是改为动力后置，这样做的好
处是降低了车辆前部正面的红外信号和
声音信号，大幅降低被敌方发现的几率。

卡普兰的车首采用倾斜角度很大的
上装甲和下装甲，可提供良好的防护。驾
驶员和车长并排坐在车首装甲后面，两人
前方共设置 !具潜望镜，总共可提供 3!#

度的观察视野，若考虑车体上布置的昼夜
观察设备，可使两名乘员的环境感知能力
提高到 "6#度。
在卡普兰车体中部有武器座圈，可以

根据客户的需要加装不同的炮塔或遥控
武器站，其中炮塔包括携带机关炮的有人
或无人炮塔。
卡普兰车体后部的载员舱，不像老式

装甲车那样与前面的驾驶舱隔开，而是相
通的，所以内部空间显得很宽敞。所有乘
员的座椅都是折叠式，并且有“四点式”安
全带，保证乘员在车辆越野机动时不会因
颠簸而疲劳。载员舱采用模块化设计，如
果不搭载步兵，它能充当武器舱。

身轻力大 !机动性强
卡普兰的动力装置为一台四冲程柴

油机，功率约 447马力，考虑到全车重量
仅 5吨，推重比可达 47马力8吨，说它“草
上飞”也不为过。履带方面，卡普兰采用少
见的带状橡胶履带，与传统的链状金属履
带相比，带状橡胶履带重量轻，行驶噪声
小，从而降低乘员的疲劳度。
然而有利就有弊，带状橡胶履带的缺

点是耐火性差，如果在棱角锐利的岩石上

行驶或遇到敌方反装甲路障，橡胶履带极
易被切断。$%&&公司的设计依据是：卡普
兰装甲车大多数时间执行训练、维和或反
恐之类低强度行动，如果任务需要，它也
能很快换上传统的金属履带。

总体来说，卡普兰装甲车的战术机动
性能非常出色，完全可以伴随坦克进行公
路和越野机动。不仅如此，由于结构紧凑，
重量轻，卡普兰装甲车还具有极好的战略
机动能力，既可以很方便地进行铁路运
输、海运，也可装进中型以上的运输机（如
#$%&'）实施空运。

两种炮塔 !各有所长
目前卡普兰的武器系统有两种，一种

是供装甲侦察车使用的彭斯电动无人炮
塔，一种是供反坦克导弹发射车使用的遥
控武器站。

彭斯炮塔重 39##千克，可 "6#度旋
转，采用瑞士厄立孔公司的 47毫米 ':-0

:#4机关炮，炮长 4;!!!米，高低射界03#

度到<7#度，双向弹链供弹（每条弹链装
()发! 总共 %()发待发弹），最高射速为
6## 发8分，炮口初速 3""7 米8秒，弹种包
括榴弹、穿甲弹等。辅助武器为 3挺 2="

型 9;64毫米机枪，安装在机关炮右侧，备
有 4##发待发弹。此外，在原型炮塔后部
两侧以及炮塔周围的车体四角还装有 4#

具 96毫米烟幕弹8榴弹发射器（炮塔后部
每侧布置 *具!车体每个角布置 &具）。

用于反坦克作战的遥控武器站则集
成有与彭斯炮塔相同的光电探测系统、3
挺 34;9毫米机枪以及 >具反坦克导弹发
射装置。卡普兰所用的反坦克导弹是土耳
其 ?@ABCD(+ 公司研制的 E21-& 中程反
坦克导弹，采用红外成像制导，弹上有数
据链与发射装置相连，弹径 #;36米，弹重
"7千克，射程 4##米至 >###米。 风雷

! ! ! !据日本《战车》杂志报道，为提
高西南方向的步兵反装甲能力，驻
九州、冲绳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纷纷
普及能够“打了就跑”的轻型导弹，
其中数量最多的莫过于 #3式“轻马
特”反坦克导弹。按照日本学者的说
法，该导弹在技术性能上处于世界
一流水平，在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
原则”之后，它可能用于外销。
据悉，该导弹由日本防卫厅（今

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简称 "技

本#）在上世纪 5#年代初设计，川崎
重工为主承包商，4##3年定型并被
命名为 #3式轻型反坦克导弹，也称
“轻马特”，整个研制费用为 3#7亿
日元（约合 %亿美元）。截至 4#3#

年，日本陆上自卫队累计采购 3#9"

枚（包括发射装置），单价 47##万日
元（约 +*万美元）。

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初计划将
#3式“轻马特”反坦克导弹装备给

普通科中队（步兵连）反战车小队
（即反坦克分队）和无后坐力炮分
队，但后来陆上自卫队高层觉得普
通科小铳小队（装备步枪的 %)人制

步兵班）和小铳分队（装备步枪的 (

人制步兵班）的反坦克火力太弱，于
是又为每个小铳小队和分队各配一
套“轻马特”导弹发射系统。
公开资料显示，“轻马特”导弹

弹体长 #;59米，弹径 3>#毫米，系

统全重 39;7千克，弹重 33;>千克，
破甲能力为 9##毫米均质钢装甲。
“轻马特”的弹体为圆柱形，头部为
卵圆形。弹体后部有 F型布置的 >

片矩形弹翼，尾部有十字形布置的
>片较小的梯形尾翼。
与其他国家研制的反坦克导弹

通常采用激光制导不同，“轻马特”
采用红外成像制导，其导引头采用
波长 !03>微米的非致冷红外焦平
面阵列传感器，不仅具备“发射后不
用管”能力，还具有成本低、可靠性
高、维护简单、工作寿命长、发射准
备时间短等多种优点。
制导方式的改变，还使得“轻马

特”的系统组成大大简化，不用再额
外占用步兵班排的编制，战术灵活
性显著提高。
“轻马特”导弹的包装筒采用质

量较轻的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前后
护盖和射手肩衬则采用高强度泡沫

塑料。导弹减轻后减少了单兵负荷，
方便车辆携带，也有利于单人在隐
蔽的掩体中进行射击，因而其战场
生存力明显提高。
“轻马特”采用肩扛发射，射击

前射手将发射筒的前后护盖取下，
利用目标探测系统捕获目标，然后
按下锁定快门，这时目标的红外图
像就是导弹寻的蓝本。导弹射出后，
射手即可离开发射阵地隐蔽或准备
发射下一枚导弹。“轻马特”导弹可
配装多种战斗部，如空心装药破甲
弹、温压弹、穿墙排障弹等。它与日
本从德国引进的 33#毫米“铁拳0

"”无后坐力炮相配合，构成较完善
的步兵火力体系，既能对付坦克装
甲车辆，也能攻击掩体、野战工事及
建筑物等目标。另外，为了提高使用
“轻马特”导弹的快速反应能力，陆
上自卫队还为其配备了小松制作所
生产的 >!>轻型装甲车。 萧萧

美陆军采购无后坐力炮

! ! ! !据萨伯公司透露，美国特种
作战司令部最近与该公司签订新
框架合同，将采购更多“卡尔·古
斯塔夫”!>毫米无后坐力炮。
“卡尔·古斯塔夫”!>毫米无

后坐力炮是一种便携式武器系
统。4#33年末美国陆军正规部队
开始首次在阿富汗使用该系统。
美陆军最初订购了 346套 2"发
射器和约 "###发弹药。目前，美
军总计装备了约 37##套该系统。
“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

炮有多种配套弹药，美军已经装
备了榴弹和高爆两用弹。榴弹可
以设置成在建筑物后或隐蔽的目
标上方爆炸。高爆两用弹可用于
打击轻装甲、墙壁或掩体。

! ! ! !印度海军最近接收了新一代
海军近海巡逻舰“&GHICJ(”号。该
舰由位于金奈的果阿船厂建造，
将用于海上监视与安保巡逻。
据悉，“&GHICJ(”号是印度海

军最大的近海巡逻舰，由 4台法
国 &K21 皮尔斯蒂克柴油机驱
动，最高巡航速度可达 47节，续
航能力可达 6###海里。该舰集成
了 &?=2 大口径火炮、俄制
-'6"#速射炮、'(L(MN箔条干扰
发射器、&(+ABC 电子战系统以及
其他电子传感器。
自 4#34年到 4#3>年，果阿

船厂已经交付 "艘该系列 3#7米
长海军近海巡逻舰，包括“&(JOG”
号、“&G+(O+(”号和“&GHBPN(”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