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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雷 声 控 激 光 引 信

甘建国

(中国人 民解放军济南军区 司令部工程兵部)

摘要
: 本 文介绍 采用声音控制激光 器输 出

,

在坦克行进地雷
_

L 方时
,

激尤束经

底甲反射
、

接收后起爆
。

扩 大了地雷的截击宽度 3倍
,

节省 了地雷90 %
。

S o u n d
一

e o n t r o !le d la se r d e t o n a t o r s fo r m in e s

G a n Jia n g ti o

D e s ig n O ffie e o f E n g in e e r T r o o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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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 r a e t :
T h e p r in e ip le o f s o u n d

一 e o n t r o lle d

m 1n e s w h ie h in e r e a s e a t ta e k w id t h o f m in e s b y a

s a v e m in e s b y a fa e t o r o f 9 0% 15 in t r o d u e e d
.

la s e r d e t o n a t o r s fo r

fa e t o r o f fo u r a n d

一
、

前 言

激光 自动控制技术是激光制导和激光遥控技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

同无线自动控制技

术有类似的地方
。

它借助于 自身光单色性好
,

不易被干扰等特点
,

在军事上尤其受到重视
。

采用激光技术进行自动控制在军事上已有多项研究成果
,

本文介绍的
“地雷声控激光 引信

”

就属于激光 自动控制方式的一种
。

二
、

原 理 和 优 点

在现代战争中
,

地雷作为阻止敌机械化部队机动行进仍然有着巨大的威力
。

现装备的地

雷引信 多数采用压发方式
,

即只有在坦克履带碾压后地雷才能起爆
。

坦克车平均 宽 3
.

2 m ,

一侧履带宽o
.

58 m ,

两侧宽度 1
.

16 m
。

在布设地雷
,

特别是道路布设时一般要考 虑 这 个 特

性
。

如在 7 m 宽的道路上布雷
,

雷距应小于lm ,

需布设三个雷带
,

每个雷带3行 7列20 枚
,

才

不会使坦克从雷区
“平安

” 穿过
。

我们研究的 “地雷声控激光 引信
” 就是针对压发引信的弱

点而研制的新型防坦克地雷引信
。

它不 改变压发引信的压发性能
,

履带碾压住地雷时仍然起

爆
。

不同之处就是在压发引信上方安装一套声控激光引信
,

当坦克履带未压住地雷
,

车底正

值地雷上方时
,

靠坦克发动机的声音打开激光电源开关 , 激光束经车底反射
,

由与激光器并

列的光 电转换器接收
,

并导通引炸开关
,

从车底部炸毁坦克
。

该引信经 5 年多的论证
、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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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

试验
、

多种气候和复杂条件的使用
,

已

达到所定战术技术指标
,

并通过 了 技 术 鉴

定
,

为地雷引信增加了一个 新 的成 员
。

图 l

为工作示意图
。

采用 “地雷声控激光 引信
” 的主要优点

有
:

( 1) 增加了防坦克地雷的防御宽度
,

使坦克的任一部位通过地雷都能起爆
。

(2)

在同等宽度的路而上可减 少 埋雷数量达9咪

以上
。

如同在 7 m 宽的路面
,

压发式引信需埋

设20 枚
,

激光 引信只需 2枚 ; 6 m 以 内宽的路

而只需 1 枚 ; 同等作用情况下
,

大大节省了

地雷埋设数量
。

(3 ) 该引信具有定时 引爆

装置
,

守候时间过后可自动引爆
,

使道路仍

然畅通
。

(4) 因激光引信属耐爆 引信
,

可有

lll lll

图 1 激光 引信工作示 意图

1一防土革 2一防坦克地雷

3一激光引信 4一激 光 束

效地防止多种
一

方法和器材排雷
。

(5) 该引信装于防坦克地雷上方
,

安装方便
,

不改变其任何

性能
。

三
、

主要问题及处理方 法

沙沙沙沙沙沙

11111111111

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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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雷声控激 尤 引信方框 图

1一 保险工作延时 器 2一声控开 关 3一声

强
、

频 率
、

时间三同步分辫器 4一防土革 电路

5一激光愉 出 6一坦克车底部 7一光 电转

换器 8一选频放 大
、

整形 9一分辫器 10

一杭干扰 电路 n 一 定时分配 器 12 一控制

起爆

地雷声控激光 引信由声控开关
、

激光发

射器
、

光 电转换器
、

控制起爆电路等组成
,

见图2
。

它装于压发引信上方
,

直径 100 m m
、

厚

ZOm m
。

坦克临近地雷时
,

靠发动机的 声音

将声控开关打开
,

下级的分辨电路以声音强

度
、

频率和持续时间三个指标来分析判断
,

防止炸弹声和其它强声串入干扰
。

如分辨出

是坦克进行时
,

引信 自动将防土罩弹开
,

翻

转 1 8 0
“ ,

同时激光 电源导通
,

输出连续脉冲

光
,

经距 地 而 4 0 c m
一

卜坦的坦克底甲反射 到

激光器 侧的光 电转换器上, 接收信 号经选

频放大和 整形后
,

进入抗干扰 电路和分辨器

进行分析
, 根据坦克特定的行进速度

、

坦克

车底反射率等已知条件进行对比
,

条件对应

后进入控制地雷
,

匡爆
。

1
.

声才空开关的选择问题

在激光控制 引信 中选择声控开关的主要作用
,

一是根据地雷 引信在开机后连续工作时间

大于60 昼夜这一指标
,

因整机电源所限
,

其能量只 能保证激光电源工作一昼夜
。

为满足要求

并提高抗干扰性
,

采用了声控电路作为接收
、

控制整个电路工作的开关
,

声控电路耗电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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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几毫安
,

无信号作用时
,

只有声控电路工作
,

可满足60 昼夜的工作需要
。

二是声控电路梁

用音量
、

频率
、

时间三同步分析方式
。

声控探头的设计 是只接收上方来的声音和震动两种信

号 ; 检波器采取对低
、

弱信号阻止
,

高强信号通过
,

必须经一段连续的同频同幅时间后
,

才

能打开下级门
。

也就是针对坦克发动机音量强
,

通过地雷需一段时间
,

这段时间 内 声 音 频

率
、

幅度大概一致
。

由此电路来辨另lJ从上方通过的是坦克车
,

而不是其它车辆声或炸弹
、

枪

弹声
。

保证了地雷从本不误炸
、

错炸
,

从而提高地雷有效杀伤的准确性
。

经近千次试验
,

有

效杀伤率达90 % 以上
。

2
.

防土罩的使用开碎 了激光技术在军事上 应用的新前景

根据激光 自身的特性
,

通视
、

直线
、

不能遮挡
,

这样的要求在民用器材上问题不大
,

而

在军事上却产生 了许多新问题
。

如地雷的激光引信
,

因激光器和接收器都是向上的
,

冬季使

用
,

易被雪花遮挡 ; 平时长时间放置
,

易着沙土 ; 战时易被爆破后的泥土等掩盖 ; 雨天埋设

不好
,

还易被泥水浸埋
。

这些现象对于激光器件来讲
,

是致命的
。

在这以前
,

多少人经过多

年的努力
,

一直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

使许多极有前途和威力的项 目只好告停或转向
。

为使

激光 引信生存
,

我们想出了翻盖法
。

即在声控信号的控制下
,

激光器上方的盖子白 动 翻 转

1 8 0
“ ,

这样就能将压在 引信上的泥 上
、

雪花和其它杂物全部翻掉
,

几秒钟的工作时间即可引

爆地雷 , 同时
,

盖子作为引信的保险装置
,

使保险更为直观
,

该机 械 性 保 险 的 保 险 率

达 10 0 %
。

3
.

激 光收发 及引爆

激光器和光敏二极管并列装于直径为5 。m 的 引信内
。

这盖打开的同时
,

激光器输出 一 脉

冲串
,

经坦克车底反射到光敏二极管上
,

再经选频放大
、

整形和抗干扰 电路后
,

分辨器以强

度和时间两个参数进行分析
。

如从地雷上方通过的是其它车辆
,

其车底不如坦克车底平坦
,

必定反射率低
,

接收强度不够
,

不会起爆 ; 如通过的速度快或慢
,

与坦克速度有差别
,

也不

会起爆 ; 只有在两条件同时满足后
,

才能导通引爆地雷
。

4
。

定时分配器

在公路或其它地域埋设防坦克地雷后
,

可把一段地域封锁起来
,

敌坦克不能通过
,

我方

坦克也同样不能通过
。

这样
,

对阻止敌坦克进行起到限制作用
,

在特定的守候期过后
,

我方

还要使用这条公路或地域
。

因在战场上进或退
,

攻或守总是相对的
,

道路也是共用的
,

敌我

双方也许在不长的时间内要分别使用同一条道路
。

为减少
“死路” 的出现

,

在对地雷引信设计

时
,

增加 了定时引爆装置和定时 自失效装置
。

根据战场的特点
,

选择了3种定时自毁和5种自

失效档位
,

设置雷场时
,

根据任务特点选择不同的档位对时间进行控制
。

前面说到
,

用声控

激光引信控制的地雷
,

较其它 引信的地雷使用少得多
。

在同一道路或地域埋设的雷场定时应一

致
。

定时期一过
,

也就是阻止敌坦克进行任务暂告一段落
,

我方又可使用该地段作为机动
。

三
、

讨 论

采用 “地雷声控激光引信 ” 是地雷引信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

同其它 电控引信相比其主要

优点是
:

(1) 不会出现旁炸
、

误炸和错炸的现象
。

因从声控开关的设计和安装来看
,

从正 前 方

和上方来的声波
l隔度最高

,

接收最灵敏
,

而从一侧或后方传入的声波幅度低
,

不能导通下级

电路
。

这样比较
,

比现有的电引信
,

磁 引信有着更高的准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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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抗干扰能力强
。

因电
、

磁引信多是以坦克发动机声音或磁场等来判断雷区有无坦

克通过
,

而在战场上产生的发动机声音和磁场是有多种原因的
,

要准确的分辨出是否是坦克

或装甲车通过
,

有效率总是很低
,

再加上若干千扰
,

准确率一般不会高于70 % , 而激光 引信

除去声音辨另IJ外
,

还要坦克通过中的激光收发效应
,

这样即能达到发发命中
,

又不误战机
。

( 3 ) 激光 引信有着广泛的发展前景
。

随着其技术不断完善
,

激光用于军事上的领域越

来越宽广
。

激光的单色性
、

稳频和线性特征
,

是其它技术无法 比拟和代替的
。

在战场上
,

千

扰和反干扰又是现代技术突出体现的方面
,

就传输 问题来说
,

激光束远远优于无线电波
,

单

是信号的占空比
,

激光束的优点就更为突出
。

从理论到实践
,

已将激光引信请进 了地雷引信

的家族
,

随着各种技术配套的完善
,

还会在更新型的引信中有更大的作为
。

收稿 日期 : 1 9 9 0 年 1 月1 3 日
。

《激光技术》第五届编辑委员会暨

激光情报网网会在南京召开

6月2 6 一28 日
,

在南京华东工学院召开了 《激光技术》 第五届编辑委员会暨激光情报网网

会
,

到会代表52 人
。

会议由华东工学院
、

扬州曙光仪器厂和西南技术物理所共同筹办
,

华东

工学院应用物理系承办
。

26 日的开幕会上
,

第五届编委会主任委员 (网长 )西南技术物理所所长杨庆俊高级工程师
、

副主任委员扬州曙光仪器厂厂
一

长杨志纯高级工程师
、

副主任委员华东工学院贺安之教授
、

副主

编 (副网长) 余荣昌高级工程师代表编辑委员会和激光情报网表彰 了第四届编委会 n 名优秀

委员和激光情报网 19 8 8 ~ 1 9 8 9年度网的活动积极分子 13 名
,

颁发了表彰证书
。

参加会议的第五届编委会委员在开幕大会上接受了正式聘书
。

大会接着举办了纪念激光

诞生30 周年学术
、

技术信息交流会
,

报名交流的代表很多
,

由于时间不 够
,

只安排了21 位专

家教授作了大会交流
。

交流内容广泛
,

包括有军用激光技术
、

光 电装备
、

激光生物医学
、

通

讯
、

激光器件
、

仪器研制
、

科研和工业应用等
,

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
。

大会代表听取了第四届编委会的工作报告
,

报告汇报了 1 9 8 6 ~ 19 9 0年期间全体委员热情

工作使刊物有了显著转变
,

并取得了八方面的具体成绩
。

还听取了激光情报网工作报告
,

报

告汇报情报网开展的几项主要活动以及取得的成绩
,

总结了兵工文献数据库的进展和阶段结

果
。

第五届编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
、

修改并通过了 《激光技术》编辑委员会工作条

例
,

这是 《激光技术》历史进程的标志性文件
。

《工作条例》规定了编委会的组织
,

确定了

每届编委会实行弹性任期制
,

即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

凡现任委员两年未能履行义务而又无

任何联系
,

则认为自动辞聘
,

实行终聘
。

委员一般可连任三届
。

激光情报网网会专题讨论了兵工文献数据库的建 没
,

讨论
、

修改和通过了激光情报网章

程
,

协调了调研课题
,

交流了市场信息
。

全体代表应邀参观了扬州曙光仪器厂的现代化线路板 自动生产线和总装车问
,

代表们十

分赞赏曙光厂的文明生产和现代化管理水平
。

(本刊通讯 员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