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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器 瞄 准 系 统

本发明涉及军械装备
,

突出介绍一种从 已知位置对相对运动 目标进行瞄准的火炮或其它

武器的瞄准系统
,

过去曾在机场作过试验
,

目的是给驾驶员提供一种火控系统和火炮瞄准装置
,

以便他能

籍以将火力对准靶机
。

现代系统都是一些非常复杂
、

昂贵的提前量计算机构
,

都是根据测定

的目标位置和速度算出必要的射向
。

但是
,

此类系统不能应付规避 飞行动作和变化速度
,

因

而不适应这些方面的需要
。

过去用过现仍被频繁采用的曳光弹能使炮手看见射弹的飞行位置
。

但要注意
,

当曳光弹

看来像是命中了目标时
,

可是实际上却是从目标的前面或旁边过去了
。

曳光弹还 有 一 个 缺

点
,

它把发射曳光弹的火炮的方向和 (或) 位置明显地暴露给 了敌人
。

再说
,

曳光弹的弹道

也与标准炮弹的不同
。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设计出一种实时位置显示方法和装置
,

它只在发射的弹丸通过一定范

围内的各点 (其距离与目标距离基本相等) 时才能给驾驶员或别的火炮操作人员显示出该弹

丸的实时位置
,

以及该位置与目标本身的关系位置
。

这样
,

他就可立即给出获得命中所需的

对发射角的修正方向和修正量
,

并且
,

当显示的弹丸位置与目标视界一致
,

或在其内时
,

他

就知道实际已经命中了
。

本发明的另一 目的是给射弹提供一种反射装置
,

从而在其飞行过程中可 以进行光跟踪
.

本发明的第三个 目的是提供一种跟踪和显示装置
,

它能在射弹飞行时进行光跟踪
,

并且

它在监控器上显示的不是射弹的整个弹道
,

而只是射弹在 目标平面上的位置
。

就方法扼要而言
,

本发明包括
:

测定 目标距离
,

在单发或多发射弹通过目标距离时给炮

手直观显示射弹图象
,

在显示单个或多个射弹图象的同时
,

按精确的相关位置给 出 目标 位

置
。

就装置扼要而言
,

本发明包括 目标的测距装置
,

射 出的射弹反射的光束辐射的接收装置

和把目标及反射光束按精确的相关位置给发射射弹的炮手作综合直观显示 的显示装置
。

炮手

看到的反射辐射只是射弹处于与目标距离基本相等的距离上时所反射的辐射
。

下面结合附图对具体的装置作详细的说明
,

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本发明
。

附图计有
:

图 1 是本发明的瞄准具的原理
、

主要部件和工作的示意图
。

图 2 是能表现光反射装置的射弹纵 向断面图
。

图 3 是图 1 内 3

—
3 线标出的射手瞄准镜视界

,

它给出瞄准系统提供的显示图
。

图 4 是本发明的瞄准具整个装置的方块图
。

先看图 1
,

此图将本发明用作空对空瞄准系统
。

载有前向射击机抢或机关炮 2 的飞机 1

追击靶机 3
。

用普通的雷达 5 确定靶机 3 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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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l 内的激光器 6 装有一个发

散透镜 7
,

使激光束发散形成锥形角

A
。

本系统用脉冲 晶体激光 器 比 较

好
。

激光发散角A 可 以用各种适合的

角度
,

例如 4 0
。

左右或者更小
,

要求

最好把机动目标保持在光束内
。

在火

炮 2 发射时
,

激光从特制炮弹 9 的尾

部向后反射(参见图 2 )
。

炮弹 9 在尾

部装有后向反射器 10
。

此种反射器是

一个角立方体
,

它可以使光线按入射

的方向返回
,

即便是光线偏离了轴线

或构成了某个角度但尚能使光线进入

反射器时
,

也是如此
。

全部炮弹都可

以装上反射器
,

或者在需要时也可 以

把能反射的炮弹与适当数量的标准炮

弹交替使用
.

反射的激光束11 由光导摄象管光

探测器12 (或其它适合的成象视频摄

象管) 接收
。

从雷达 5 来的距离信息

通过距离选通电子线路13 被馈给光导

摄象管
,

从而只有当射弹 9 的距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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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机 3 的距离相等时 (位于一个 目标法面内时 )
,

从射弹反射的光才会进入系统
。

距离选通

起动脉冲的实际宽度基本上对应于 目标的间距离 14
,

因此
,

在这个问题上射弹反射的辐射会

进入探测器并显示 出来
。

选通光脉冲从光导摄象管 1 2通到阴极射线管 15
,

再由反射镜16 将它向上反射
,

并由半反

射和半透射的组合镜 17 (许多光学瞄准具都用这种镜子) 反射出去
。

组合镜 17 向下成 45
。

的

角度
,

横过驾驶员前面的视场
。

从组合镜17 通过观察线18 可 以看见靶机 3
,

射弹的显示图象

也可以在其从组合镜 17 反射给驾驶员时通过光路 ila 看到
。

在阴极射线管15 和组合镜 17 之 间

最好也用光 学透镜
,

以便准直阴极射线管15 的光线
。

这就使射弹显示图象的位置似乎在空间

未与目标在一起
。

因此
,

当驾驶员的头移动时射弹图象与目标的关系仍保持不变
。

图 3 为驾驶员看到的由组合镜 17 入射或反射来的景象
。

这是射弹 19 通过目标距离时射弹

和靶机 3 的典型显示图象
。

该图表明了一个相对于另一个的位置
,

从而说明驾驶员必须改变

瞄准方向
,

才能命中目标
.

要产生此种瞬时的射弹图象
,

就必须使炮火具有 瞬时闪光
。

下面分析一个实例
,

以便透彻理解本发明
,

当 目标处于射程以内
,

并且通过组合镜 17 可

以看见时
,

驾驶员用火炮 2 发射一个短点射
,

并注意观看射弹图象 19 的出现位置
。

例如
,

假

定目标距离为 3 0 0 0英尺
,

初速为每秒 3 0 0 0英尺
,

那射弹图象 19 将在发射后不超过一秒钟就出

现在 目标距离上
,

驾驶员看见射弹与 目标的关系位置后
,

便改变飞机的航向
,

以便使显示图

象重合
。

下一次短点射或任意射所显示的就是修正了的位置
。

当 目标与射弹的图象重合时
,

就是 已命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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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来说
,

靶机 3 的某些部份有可能产生激光回波
,

但它不会影响系统的工作和炮

手的判读
。

必要的话
,

可以对探测系统作改进
,

以去掉 目标来的光回波
。

图 4 是本发明的细部装置
。

独立的雷达装置 5 将距离输入馈给计时装置20
。

在激光器 6

产生脉冲的瞬间
,

激光控制器21 的信号 由导线 22 也到达计时装置 20
。

此信号在计时装置内滞

后一段时间
,

其长短取决于激光脉冲到 目标平面往返一次所需要 的距离
。

延迟了的信号由线

路 24 送到脉冲发生器 2 5
,

再传到起快门作用的象增强器2 6
。

这是一种一般的距离选通技术
,

只有靶机 3 附近的射弹 9 才会出现在驾驶员的显示器上
,

这就是本发明只在 目标距离上精确

显示 目标位置的方法
。

例如
,

若距离 为 3 0。。英 尺
,

上述时间滞后约为 6
.

1 微秒
。

在连续工

作中
,

距离数据和组合镜 17 后来给出的射弹图象位置不 断更新
,

从而形成实时显示
。

窄带滤波器2 7最好装在探测光学系统的前面
,

以减少云层之类的背景造成的假信号
。

图

4 中其余部件在结构和工作上都是一般的部件
,

本文不必详述
。

本发 明明显地可以采用其它种种方案
。

例如
,

目标距离可用别的方法测定
,

即用激光器

6 发射脉冲并录算出到靶机 3 的往返时间
,

从而就不需要单独再用一个雷达了
。

这 样 做 以

后
,

用于测距的激光 回波显然要 浓次从炮手 (驾驶员) 看到的图象中选通出来
。

而且
,

如果

有必要 的话
,

激光器可以用来给驾驶员的显示器提供 目标距离以外的其它一些特定距离上的

射弹位置
,

只要驾驶员还了解 目标面上的信息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是那一发 (或那几发 ) 射弹

的图象
。

激光器发射脉冲可以与火炮射击同步
。

如果没有同步
,

则必需采用最小的射速
,

以

保证系统能观察到射弹
。

另外
。

本发明对射弹后向反射器 10 的部件要求并不严格
,

构形适宜

都可 以用
。

射弹可以装一个后向反射器
,

或装多个小的后向反射器
。

此外
,

在地对空
、

面对空
、

空对面等类似的瞄准系统中也可 以采用此种技术和类似的部

件装置
.

在夜间或在人眼看不见 目标的天候情况下
,

若 目标位置的图象是 由雷达之类的其它

装置提供在组合镜上
,

那本文阐述的装置和方法也可以应用
。

本发明还包括照射射弹用的各

种光能量 (包括红外和紫外 ) 的使用
。

所以
,

可 以看出
,

本发明是 以不同于一般火控系统的新原理作基础
,

并且又 简 单 又 精

确
.

不管活动 目标企图作什么样的回避机动
,

它都能显示出 目标与射弹的精确相关位置
。

这

种系统与目标及火炮的相对速度也没有关系
。

译 自U
.

5
.

P
.

4
,

0 1 5
,

2 5 8

20 5所 吴 登珍 译 伍允诵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