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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杨绍卿研究员将他的新作《灵巧弹药工程》一书的样稿送给我，请我为该书作序。
作为一名同行和见证人，能够为我国灵巧弹药工程的开山立论之作作序，感到非常荣幸。
我结识杨绍卿研究员是在十五年前。
那年，我作为中国兵工学会弹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召开了当年的学术年会。
会上杨绍卿研究员做了题为“灵巧弹药技术及其发展”的学术报告，他关于灵巧弹药的技术内涵、工
作原理、作战效能、关键技术以及发展思路的精辟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约二年之后，时任南京理工大学校长的我专程赴杨绍卿研究员就职的中国兵器工业第203研究所，聘请
他为我校的兼职教授，并颁发了聘书，目的在于加强我们在灵巧弹药技术领域的合作，促进我校该专
业的建设和发展。
自那以后，杨绍卿研究员与我校的合作日益紧密和深入，我校的灵巧弹药毫米波敏感器技术和小型弹
载激光雷达探测技术等也因他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功地应用于工程型号。
光阴转瞬即逝，十五年来，我亲眼目睹了杨绍卿研究员及其所率领的科研团队作为我国灵巧弹药领域
的拓荒者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和付出的巨大努力，见证了他们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和开辟的重
大技术领域。
他们攻克了灵巧弹药的代表性弹种——末敏弹的关键技术，建立了我国末敏弹的设计、分析、仿真、
试验、制造、验收和评估等的方法、规范和理论体系，使我国跻身于美、俄、德、法等少数能自行研
制末敏弹的国家之列；他们研制成功在我国弹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个末敏弹武器系统，
该系统已成为我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远距离反规模装甲最有效、最具威慑力的武器。
如果说《灵巧弹药工程》一书是杨绍卿研究员对多年工程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的话，那么书中的
观点、方法、技术和理论则是对他们所取得成果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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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灵巧弹药集传统弹药技术、导弹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目标探测识别技术、弹道气动力技
术、新型战斗部技术、小型化与抗高过载技术等于一体，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已形成一个新的技
术和装备领域。
为适应我国灵巧弹药技术和装备发展的需要，特撰著《灵巧弹药工程》一书。
该书共8章，系统地总结了作者及其科研团队在该领域二十余年的科研成果，内容包括灵巧弹药的内
涵、关键技术及发展方向、末敏弹构造及作用、末敏弹的总体设计、末敏弹外弹道设计、子母类弹药
的开舱抛射过程设计、稳态扫描系统设计、目标探测识别系统设计、EFP战斗部设计等。
    书中内容新颖，图文并茂，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是一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
可供从事该领域科研、设计、试验、生产及使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师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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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绍卿，1941年生于辽宁省康平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1年～1984年在美国Texas A&M
大学研修控制工程，现为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三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兵器工业首席专家、国家重点型
号总设计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枪炮弹箭专家组顾问、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品定型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火箭与灵巧弹药的理论和工程技术工作，历任国家重点课题或型号“火箭弹飞行理论”技术
负责人、”末敏弹系统技术预研”总研究师、“末敏弹先期技术演示验证”总研究师、“火箭末敏弹
武器系统“型号总设计师、”炮射末敏弹系统”型号总设计师等职。
发表论文近三十篇，独著或合著《火箭弹散布和稳定性理论》、《火箭弹散布计算》、《末敏弹系统
理论》、《弹药工程》等多部著作。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全国国防系统劳动模范、总装备部预研先进个人称号、国家创新能力先进工作者称号、光华科技奖、
中国兵工学会科学技术特等奖以及俄罗斯国家莫欣科技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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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弹药是武器系统对目标实施毁伤的单元，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元素之一。
传统弹药，如枪弹、追击炮弹、榴弹、火箭弹、航空炸弹等以其制造简单、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火
力迅猛、密集压制等特点在战争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缺点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使用者在发射或投射弹药后再也无法干预和矫正弹药的行为和状态；其
二，弹药自身亦没有修正和驾驭自己行为和状态的能力。
因此，在诸多因素影响下，传统弹药的散布较大、精度较差、效能较低。
在战场上，为达到一定的作战目的，如击毁敌方的坦克、自行火炮或破坏敌方的工事、据点、重要军
事目标等，往往需要形成“弹雨”，消耗大量弹药。
此时不是以发数计，而是以吨位计。
这不仅给弹药的供给造成困难，而且也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威胁。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即使弹药的供给有保障，也很难有机会发射如此大量的弹药
。
导弹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状况。
它利用制导装置控制飞行弹道，按已知目标位置和所要求的精度将自己导向目标。
其高精度、高性能不仅对战斗双方的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改变双方的作战方式。
但战争的实践表明，导弹武器依然存在若干不足，诸如武器系统组成高度复杂，研制和采购成本高昂
，使用维护难度巨大，对指挥、操控、维护等人员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要求颇高，而且，由于不能形成
迅猛而密集的火力，无法有效毁伤和压制群目标和面目标，因此它并不适宜于所有战争场合。
近年来，兼收传统弹药和导弹精华的灵巧弹药异军突起，已发展成全新的技术和装备领域，与传统弹
药、导弹形成鼎立之势。
因此，探讨灵巧弹药的技术内涵、特点、发展态势等则显得十分必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灵巧弹药工程>>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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