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步枪加入人工智能，步枪加入人工智能了吗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步枪加入人工智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
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步枪加入人工智能以及步枪加入人工智能了吗的问题知识，
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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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和步枪的保险通常在什么位置？

先来个最通用的，不管手枪还是步枪，持枪手拇指上方这个位置往往是最常见的保
险位，毕竟用拇指就能拨到，比较方便。

这种保险的原理不外乎是通过保险杠杆卡住击锤或者说扳机阻铁的释放，以起到保
险的作用。当然，有些枪并不光是只有这种保险，比方图一的M1911除了这个拇指
上方保险，握把虎口位置也有保险，只有射手握住握把时才能射击，这进一步避免
了走火的可能性。

AK的保险不在拇指上方，而是在机匣右侧扳机上方，这个大拨片子可以用食指和
中指去拨，如图所示，拨到最上方与机匣盖呈封闭状是保险状态

当然，也有些老外会在AK的快慢机/保险杆中间加一个拨片，这样方便食指直接拨
动，它的原理也是阻挡扳机阻铁释放击锤

格洛克的扳机保险现在越来越流行，它枪身上没有任何凸起的保险杆，而是将扳机
保险、击针保险、防跌落保险都整合到了扳机系统上。只要扳机不触发，击针保险
和防跌落保险都是安全的，而要触发扳机，则得扣动连同扳机上的那片小扳机保险
才能击发。这种设计对不咋训练的人而言很友好，遇到紧急情况掏出来就射，不用
和别的手枪一样还得想想保险在哪儿

当然，这只是现代主流的，早先的稀奇古怪的保险就多了去了..

想司登之所以那么臭名昭著，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它的保险就是把拉机柄挂在机匣后
边的一个槽里，如果士兵在行进中不慎钩开了这个拉机柄...然后就会突突突突突突
。或者说不小心把枪丢在了地上，导致拉机柄脱钩，然后就会突突突突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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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登的正确用法是上满弹匣，然后丢到敌军阵地里

破坏力堪比切尔诺贝利，人工智能失控在科学家眼中究竟有多可怕？

人工智能是反人类的。

从勃朗宁发明第一支单发步枪开始，就应该判处他的反人类罪。短短的200多年时
间，所谓发明家们从单发步枪开始，一路狂跑，研究出各式各样的杀人武器，把人
类推向灾难的深渊。发动战争的都是政治疯子，死伤的都是平民百姓子弟。战争狂
人把主义的旗帜当作遮羞布，掩盖着血流成河的尸体，而他们还都是鲜活的生命。

世界现在还在狂热地追捧诺贝尔，原子弹氢弹的发明者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有一
天落在人类头上，人人都会诅咒发明者是恶魔。当今世界上天天打仗，请问有多少
成份是以暴制暴，有多少武器用于自卫。战争狂人为了掠夺强权，总要给自己找到
充足的理由。如果他们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会毁灭这个地球。

人工智能的无序研究，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权利。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人口都是
负增长。生育年龄的一代又一代人，他的都在追求享乐主义，并不愿意结婚生孩子
。随着人工智能的分化细化，人人都感到害怕，生育的下一代只能成为负担。这个
世界如果只剩下少数精英，没有普罗大众，将是多么可怕，离人类的灭绝还会远吗
？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先进科技，更无需那么多人工智能。它们90%都是无用的盲目
崇拜，10%的有用之处，剥夺了50%人口的劳动权力。它们多数对人类生存无用，
少数可以做为大号儿童的游戏。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枪为什么要设计膛线？

很久以前，用于战争的枪械是没有膛线的，这种枪叫做滑膛枪，滑膛枪的问题在于
没法使用尖头子弹，而是使用球形子弹，这就造成了子弹射程近、射击精度差、杀
伤力小等问题，因此在滑膛枪时代的战争大都采用看起来傻乎乎的“排队枪毙”战
术。

比较著名的滑膛枪是英国的P1730“褐贝斯”滑膛枪，该枪全长：1587.5毫米，
枪管长度：1168.4毫米，口径为19.3毫米，重量：4千克；装填方式为前装式，子
弹为直径19毫米的铅质圆球，有效射程45.7米。

口径如此之大、枪管如此之长的步枪，有效射程居然没有现代手枪远，可见滑膛枪
是多么的弱鸡，而圆球形子弹的特点是迎风横截面特别巨大，因此飞行时阻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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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常大了，一旦飞行距离超过了45.7米，那么弹丸的飞行弹道将会变得下垂，且
无法保证对目标产生有效杀伤了，所以作战时只能以密集队形向敌人开火的形式来
提高火力输出密度，从而达到提高命中率的目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坚信步枪的有效杀伤极限距离就是45.7米（即50码），
最快射速8发/分钟（前装步枪的爆发射速），直到1616年，德国纽伦堡的一个名叫
“戈特”的铁匠在研究如何提高前装式步枪装填速度时，为步枪的枪管刻上了两条
对称的直膛线。

这个偶然的创作虽然没有达到提高射速的目的，却意外地发现刻上直膛线的步枪有
效射程居然突破了80码（73米），获得意外之喜的戈特立即为枪管刻上4条对称的
直膛线，结果试射中步枪的有效射程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00码（91.4米）！

戈特很快便大量生产这种有膛线的“戈特”式步枪，丹麦率先采购该型步枪来装备
本国军队，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有线膛的制式步枪，然而射程远且精度高的“戈特
”式步枪在丹麦军队中口碑并不好，原因在于该枪的制造成本过高，且生产工艺过
于复杂，不便于大量生产和装备部队，至此战争又回到了滑膛枪时代。

时间跨越到了1776年，32岁的英国陆军上尉帕特里克·弗格森在美州镇压北美叛乱
时担任狙击手（美国独立战争），在此期间他经常被手持直膛线步枪的美国肯塔基
步枪手压制，于是他像德国人戈特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步枪射速和射程。

帕特里克·弗格森毕竟是有文化的职业军官，他发现子弹只有在高速旋转中才能提
高弹道稳定性，而稳定性一旦得到保证就能提高有效射程，于是他开始实验在枪管
内刻上旋转式的膛线，结果因此获得了200码的有效射程（182米），是直膛线步
枪的两倍！

同年，帕特里克·弗格森获得了弗格森旋转线膛步枪的专利，英国开始大量生产该
型步枪；次年，他指挥的一支装备了该枪的连级部队遭到美军优势兵力的包围，由
于英军的步枪射程和精度已经得到极大提高，因此帕特里克·弗格森与他的部下们不
再使用傻乎乎的“排队枪毙”战术，而是灵活地利用地形，跪姿、卧姿实施射击，
结果在大量杀伤美军的前提下，他的部队居然无一人阵亡。

此战后他的军衔晋升至少校，次年，他使用该枪瞄准了一位美国将军，但是鬼使神
差地没有开枪射杀，而那位美军将领就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当然这是后
话了。

▼下图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军率先装备的6条旋转膛线步枪，旋转膛线的应用对
枪械技术发展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枪械因膛线的存在而提高了射击精度和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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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时也特高了杀伤力。从滑膛枪发展到线膛枪体现出枪械技术发展的必然性

从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线膛枪早在17世纪的1616年就被发明出来并小规模
量产了，但是真正被发扬光大却是到了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很显然线膛枪的性
能是远远超过滑膛枪的，那为何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跨度，线膛枪才得以成为枪械
技术的发展方向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因为18世纪以前人类的生产力其实还是很低的，枪炮的制造
主要还是以手工打造为主，而刻膛线这样的工艺对于纯手工业来说实在太复杂了，
而且当时人类所掌握的度量精度只到0.1英寸，毫米的概念尚未提出，所以18世纪
以前我们的世界并未做好迎接线膛枪时代到来的准备。

到了18世纪中叶，人类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开始掌握毫
米级的加工精度技术，同时工业品也具备了标准化批量生产的能力，不但能够制造
精密的齿轮，枪械毫米级的膛线加工精度也不再困难，这才真正开启了线膛枪时代
。

线膛枪的优点是子弹在枪管线膛的作用下高速旋转，产生陀螺效应，所以子弹的飞
行弹道特别稳定，射击精度得到成倍的提升。

由于精度得到保证，为了进一步提高枪械的射程，人们开始尝试在线膛枪中使用圆
头弹和船型尖头弹，至此，现代枪械开始定型。时至今日，世界上90%的枪炮都采
用了线膛设计和弹药船型尖头设计，只有少部分有特殊需求的枪炮还在使用滑膛设
计，比如水下步枪和坦克炮。

最具代表性的现代线膛步枪是1877年英国陆军装备的马蒂尼-亨利MK-1型步枪，
它的枪管有4条右旋膛线，口径为14.66毫米，枪机为杠杆式枪机回转，弹容量为1
发，每开一次或需要推动杠杆进行抛壳，当新弹装入膛内以后，需要拉动杠杆复位
，以完成闭锁，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陷门步枪”。

该枪采用圆头弹，有效射程为400米，爆发射速达到20发/分钟，使用可拆卸剑型
刺刀，是美国温切斯特杠杆步枪的鼻祖，它的问世代表了现代步枪的发展方向。

▼下图为1877年英国陆军装备的马蒂尼-亨利MK-1型杠杆步枪，它是世界上第一种
流水线批量生产的线膛步枪，只可惜没有弹仓设计，每击发一次就需要拉动杠杆抛
壳和再装填，即便如此，它的射速也是滑膛步枪的3倍以上。枪管要用膛线设计的
原因在于让子弹获得更优良的弹道性能

膛线是在枪管内壁刻上的、具有一定缠度的凹槽，作用是让弹丸在发射过程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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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以起到弹丸飞行稳定性的作用。

膛线一般分为等距膛线、渐速膛线和混合膛线三种，其中枪械主要使用等距膛线，
而渐速膛线和混合膛线主要应用在火炮上。

子弹在膛线枪管里发生高速旋转的原理是这样的：当子弹在枪膛中被击发以后，火
药在燃烧时产生巨大的压力推动子弹在枪管里加速；当子弹在加速过程中与呈螺旋
状的膛线发生摩擦，弹丸在摩擦中形成旋转形态，同时受到从螺旋膛线中溢出的火
药燃气的推动，弹丸的旋转速率升高。

这就是子弹在飞行过程中以高速旋转的形式飞向目标的机理，从理论上来讲，子弹
旋转速率越高，陀螺稳定效果越好。

子弹旋转速率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我们以著名的AK-47自动步枪为例，该枪的枪
管长415mm，膛线为右旋4条，缠距为240mm，子弹初速约为710米/秒。

在不考虑子弹与枪管膛线摩擦力以及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子弹从被击发到飞离枪口
的时间为：

415mm＝0.415米，0.415÷710≈0.00058（秒）；

子弹在枪管中加速时的旋转速率为：

415÷240≈1.73（周/秒）；

子弹出膛后的旋转速率为：

1.73÷0.0058≈2983（周/秒）

计算结果显示AK-47自动步枪子弹在出膛瞬间以710米/秒的初速飞行时，子弹的
旋转速度达到了2983圈/秒，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旋转”。

而高速旋转的物体会产生两种叫做“进动性”和“定轴性”的特性，即陀螺效应，
子弹在高速旋转中飞行时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当遇到诸如横风或者偏风这样
的外力时，它的轴的方向是不会随着外力的方向发生改变的，而是始终以轴围绕的
形式，以子弹中心为定点而进动。

这就是线膛枪发射的子弹打得又远又准的原因，比如现代高精度狙击步枪，它的枪
管一般有6～8条膛线，这就使得子弹的弹丸在枪管中加速时选装速率更高，每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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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转速率可达到10000周左右。

▼下图为红外线摄像机拍摄的滑膛枪子弹飞行弹道，射击距离为400码（365.76米
），子弹的飞行弹道弯曲得像迫击炮弹的曲射弹道，可见没有线膛的枪械弹道性能
时非常差的。在枪械的枪管里加工出膛线的方法

枪管膛线的加工方法有5种，即刮刀法、钩刀拉削法、组合环形刀拉削法、顶锥（
或膛线冲子）挤JE法、冷精锻法。

其中刮刀法和钩刀拉削法两种枪管膛线加工方法属于比较原始的手工加工工艺，抗
战时期八路军兵工厂就广泛使用这两种方法为自制枪械拉膛线，同时也是现代非法
制枪作坊为枪管拉膛线的主要方法。

刮刀法拉膛线是这样操作的：先用锉刀在枪管的管口处开两个小槽，然后用有一定
倾斜角的带状刀具卡在小槽上，接着用手使劲来回拉动刀具，40～50个回合之后，
一对膛线就拉出来了。

钩刀拉削法拉膛线是这样操作的：把钩状切刀安置在比枪膛直径略细的钢拉杆上，
钩形刮刀刃口的高度可以通过调节拉杆层部的螺丝来调节。

每拉动通过枪管一次，拉杆移动几微米，随着枪管的匀速旋转，拉削出一条有一定
缠度的阴膛线，达到预定宽度后，再换位置拉第二条膛线。

早期的线膛枪拉一条阴膛线只要拉削二十次左右，而一支较好的枪拉削同样的阴膛
线要拉削一百次左右，拉的次数越多，形成的拉槽越细，越精密。

手工拉膛线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一名熟练工人一天也拉不出10根枪管来，这也
是早期线膛枪始终不受重视的原因（产量低、成本高）。

▼下图为复原的17世纪枪械膛线加工现场，它的加工工艺为钩刀拉削法拉膛线，拉
膛线的工作平台就是一个木架子，整个加工过程完全依赖人工手动完成，生产效率
以及加工精度都非常低。

进入19世纪以后，工业完成了机械对手工的替代过程，枪械的枪管加工膛线工艺
也开始了机械批量制造，这时候的膛线加工方法为组合环形刀拉削法，它的加工过
程是这样的：

在一根拉杆上固定25至30个硬质合金钢环，每个钢环之间的距离相等，每个钢环
上加工有与阴膛线数量相同的等距的刮刀，每把切刀可循其缠角与下一个环上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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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相连，从头连到尾部即可视为一条螺形线。

每一个环上刀刃的突出量略大于前一个环，形成一组系列切刀，所开的槽具有稳定
的宽度，深度和间隔，这种组合环形拉削刀通过枪膛—次．则可切削出全部的阴膛
线，缩短工作时间，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组合环形刀拉削法工艺的应用标志着枪械制造进入现代车床生产时代以及部件标准
化流水线生产时代，线膛枪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批量生产，某些大型枪厂一天就能
够生产1000~3000支步枪，线膛步枪和线膛火炮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人类开展大型
战争的基础，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枪管膛线加工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比如德国发明的顶锥（或膛线冲子）
挤JE法，它的加工过程是这样的：用一个中段截面形态与线膛内截面形状相同的硬
质合金（如碳化钨）无尖弹头形顶锥，通过内径比顶锥略小的枪管光膛时，枪管金
属在顶锥的强力顶压下，通过枪膛，使膛内径略有增加，顶锥外表凸出部挤过膛内
壁形成变形，即阴膛线，凹入部沿枪膛并紧贴内影挤过形成的变形，卯阳膛线。

该工艺的特点是因承受的大压力使膛内壁表面金属密度增加，硬度加大．同时完成
了铰除疵点和制作膛线二返工序。膛内壁由于顶锥的坚硬与平滑的表面挤过而变得
光滑，使得枪管的寿命成倍延长。现代坦克滑膛炮的“身管自紧”工艺便是从顶锥
（或膛线冲子）挤JE法演变而来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枪管膛线加工工艺再次得到优化，即冷精锻法，它的加工过程是
这样的：枪管径向冷精锻成型技术实质上是属于精密旋转锻轴工艺类型，是无切屑
精密成型的方法。冷精锻工艺是在专业精锻机上，将枪管毛坯件一次锻打出线膛和
弹膛，其内膛的精度有芯轴保证。

说白了就是直接将烧红的枪管坯一边锻打一边挤压出膛线来，由于该工艺可以提高
枪管的强度、射击精度，进而提高枪管的寿命，减少初速下降，对提高枪械性能起
到了关键作用。

▼下图为北欧国家保留至今的蒸汽机膛线加工车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枪管就
是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对工业革
命最好的诠释。如今这台车床依旧能够为猎枪生产膛线枪管，只不过车床的动力已
经从蒸汽机换为柴油机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为枪设计膛线的原因是了让子弹打得更
准、飞得更远，因为子弹在枪管中与螺旋式膛线摩擦的过程中形成高速旋转形态，
飞出枪膛以后在高速旋转中飞向目标，高速旋转能让子弹发挥出陀螺效应，起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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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射击精度和射程的作用。

第二、枪的线膛加工工艺在很早以前就问世了，只不过当时生产力低下，没有大规
模生产和装备军队的条件，直到人类开始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枪的线膛加工
技术才逐渐成熟起来，也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生产，至此以后人类才具备组织开展大
规模战争的能力。

枪的线膛既是枪械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科技进步最直观的体现。人类在
文明发展进程中总是最求最完美的事物，即使是相互厮杀时所使用的杀戮工具也同
样如此，甚至可以说人类所能掌握的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都会优先用于战争。

对于两个世纪以前的人类而言，枪炮的膛线加工是一项技术就是一项能将射击精度
和射程提高数倍的高科技。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枪炮的膛线加工技术时感觉
无非只一种普通的机械加工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倘若我们能在想象中以2个世
纪以后的目光来看待如今的各种高科技，很可能那种感觉同样也是“没什么大不了
的”。

▼下图为正在使用二辊机为枪管压制膛线的俄罗斯某枪厂生产车间，它的原理与坦
克滑膛炮的身管自紧工艺基本相同，这样生产出来的枪管精度和寿命都非常高。

步枪炸膛的威力有多大？

这个威力挺难形容的，而且炸膛也有好几种炸法，不同结构的步枪炸的时候样子也
不同，炸的原因也不同。我就挑比较常见的两种说。

比如下面这把，机匣侧边开裂，连带着弹匣也破裂，枪机是彻底毁了。

这种炸膛原因大概率式在这把5.56枪管的AR里塞了.300BLK（7.62）弹然后击发
。因为弹头卡在弹膛里出不去，火药燃烧的力作用在枪机上，崩退枪机之后燃气在
炸开了机匣，部分燃气往下走顺带崩了弹匣。威力么，估计射手的右手没大碍，但
左手皮开肉绽少不了。

另一种则是闭锁力度比较强的栓动步枪上常见的，比如下面这样

坚固的枪机完整，但枪管炸了。这一般是装错了药。因为步枪弹发射药燃速是比较
慢，加速时间比较长的。但如果装了手枪弹的发射药，就会导致膛压过高，来不及
推出去弹头的火药燃气就会在炸开。

另外如果枪管内有杂物（比如未发射出去的弹头），在下一发发射的时候也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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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枪管炸成这幅样子。

关于本次步枪加入人工智能和步枪加入人工智能了吗的问题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我们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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