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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编写  

 

 1.  本文件反映了俄罗斯联邦作为弹药领域的主要国家在执行第 3 号技术附件

方面的经验，该技术附件涉及在弹药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如何处理弹药的问题。  

 2.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极为重视在弹药的生命周期每个阶段适当处理弹药的

问题，力求在将弹药用于其原定用途时确保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对下列各个阶

段都有严格的要求：  

− 装配；  

− 储存和维护；  

− 装卸及运输；  

− 准备供作战使用。  

 3.  对于弹药处理的每个阶段，都确立了适当的监测要求。  

 4.  本文专门介绍这些要求并以 152 毫米炮弹为例。该型炮弹是俄罗斯联邦武

装部队使用的最大炮弹。  

 5.  弹药的生产是通过制造部件实现的。生产出的部件在专门的弹药库和基地

经过组装后存放在配有专门设备的地方。弹药存放在配有或未配供暖设备的仓库

内，或存放在防护棚下或车辆上，或露天存放。  

 6.  储存着弹药的所有地面储存设施以及防护棚和露天存放区都筑有防护墙，

以减轻意外爆炸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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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弹药的堆放应符合要求，便于监测其状况。  

 8.  弹药状况的监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9.  弹药状况的监测包括下列几种措施：  

− 技术检验；  

− 弹药及其组件的实验室测试；  

− 靶场试验；  

− 在实弹射击练习中监测弹药性能是否正常。  

 10.  储存在弹药库、基地和仓库中的所有批次的弹药均须受到上述几种监

测。  

 11.  监测弹药状况的方式之一是进行技术检验。  

 12.  对储存设施中的弹药及其组件每五年进行一次技术检验。对储存在露天

区和防护棚下的弹药，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技术检验。  

 13.  如果在例行技术检验时，发现弹药或其组件有缺陷，则技术检验的次数

应增加。  

 14.  在技术检验时，从每批次弹药中提取 2%进行检验。如果发现有缺陷，则

对整个批次的弹药进行检验。  

 15.  根据技术检验的结果，决定弹药是否可以继续储存和使用。  

 16.  对弹药及其组件进行实验室测试是为了：  

− 确定弹药性能是否可靠；  

− 研究弹药使用特性、物理化学特性、机械特性、电特性、随机特性和

其他方面特性发生变化的程度及其原因；  

− 确定继续储存和使用是否安全。  

 17.  在评价弹药的状况时，弹药的下列组件须接受实验室测试：  

− 引信；  

− 点火装置(火帽)；  

− 发射药；  

− 曳光剂，如果有的话。  

 18.  必要时，也可对弹头炸药进行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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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所有弹药组件的第一次实验室测试是在保证储存寿命到期的那一年里进

行。  

 20.  对于被留用的弹药，一俟其保证储存寿命到期即进行实验室测试，并且

在此之后每隔五年进行一次测试。  

 21.  如果实验室测试的结果令人满意，则在五年之后进行下一次弹药测试。  

 22.  存放在储存设施中的 152 毫米弹药的各组件的储存寿命是：  

− 引信：35 年；  

− 发射药：30 年；  

− 火帽：40 年。  

 23.  装配好的 (即随时可用的 )火炮弹药的储存寿命据认为等于弹药组件的最

低储存寿命。因此，存放在储存设施的装有引信的弹药的储存寿命是 30 年。  

 24.  进行靶场试验是为了：  

− 评估弹药性能的可靠性；  

− 确定弹药的使用特性的稳定性以及发射药的弹道特性；  

− 研究实弹发射练习过程中性能不好和出现紧急情况的原因；  

− 确定技术检验和实验室测试中发现的弹药缺陷会对弹药的作战效应的

影响。  

 25.  监测实弹发射练习中弹药性能的任务由部队来完成。为了确定在发射练

习中弹药性能不好和出现紧急情况的原因，必要时可进行特殊的实验室测试和靶

场试验。  

 26.  在处理弹药时，尤其注意弹药的装卸作业。  

 27.  在进行弹药的装卸作业及运输时，使用特殊的起吊装置和车辆，也使用

符合安全要求和条例的非标准设备和装置。  

 28.  在选用装卸作业中使用的叉车时要考虑叉子的长度。还须防止弹药箱在

运输和堆放过程中掉落，为此，所有叉车都应配有夹具和推杆。  

 29.  在处理弹药时，禁止使弹药箱倾斜或拖拉、扔、抛弹药箱。  

 30.  炮弹或其组件在下列情况下被认为仍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并且仍具有安

全性：  

− 未带包装，从不超过 1 米的高度跌落一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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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包装，从 1.5 米高度跌落到任何表面 (地面、水泥地、铁轨、钢

板)一次之后；  

− 在经历短期加速度(例如空投)的过程之中和之后。  

 31.  为了用于其原定用途，弹药在静止或移动的地点或临时地点加装引信。  

 32.  装引信的过程是将适当的引信以拧入的方式装进引信室并固定好。  

 33.  禁止直接在弹药库和发射阵地给 152 毫米弹药装引信。  

 34.  实际使用的引信单元一旦发现有缺陷则立即更换。  

 35.  按照固定程序给弹药装引信，该程序涉及下述基本操作步骤：  

− 准备好炮弹；  

− 准备好引信；  

− 安装引信；  

− 给引信和装了引信的弹药加封；  

− 给装了引信的弹药打上标记。  

 36.  给弹药装引信是要求最严格的操作之一。因此，监督员、工人和维护人

员都接受专门的技术训练，以确保装引信过程的准确和安全。  

 37.  给弹药装引信时，负责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 他们不允许弹药跌落；  

− 他们保证弹药不会受到机械性撞击；  

− 他们不使用非用于专门技术操作的设备；  

− 装了引信的弹药立即从工作区移走，移入储存设施。  

 38.  此外，还努力确保装配弹药的工作区地面没有与弹药接触的突出物；在

处理压电引信时，维护人员不应穿容易导电的工作服，以防止积累大量的静电电

荷。  

 39.  不适于作战使用并被发现不够安全的弹药被回收或销毁。  

 40.  总之，通过采取确保弹药得到适当处理的各种措施，能够保证弹药在用

于其原定用途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而其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可能性被降到了

最低。这一点得到靶场试验、实弹射击练习和实际使用的证实。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