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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激

光发射机，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包括壳

体，在壳体前方设置出光口和入光口，所述壳体

内部装有支撑架、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扫描装置

和测距组件，所述支撑架设置在壳体的下部，在

支撑架上设置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扫描装置和测

距组件，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包含水平旋转机构、

高低旋转机构以及连接机构，所述发射机利用壳

体通过外抱机构或内撑架安装在枪炮管上。本实

用新型所述的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利用激

光扫描方式实现了激光模拟武器对实装武器的

弹道模拟，使战士在实战训练和演习中的激光模

拟交战更加贴近实装武器效果。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210268354 U

2020.04.07

CN
 2
10
26
83
54
 U



1.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包括壳体，在壳体前方设置出光口和入光口，所述壳体

内部装有支撑架、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扫描装置和测距组件，所述支撑架设置在壳体的下

部，在支撑架上设置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扫描装置和测距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光扫描

装置包含水平旋转机构、高低旋转机构以及连接机构，所述发射机利用壳体通过外抱机构

或内撑架安装在枪炮管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旋转机构

与高低旋转机构呈90°设置，水平旋转机构与高低旋转机构与激光发射组件通过连接机构

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旋转机构

为二维振镜中X轴振镜，所述高低旋转机构为二维振镜中Y轴振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抱机构包括

喉箍和防滑垫，防滑垫设置在壳体外侧与壳体紧密贴合，在防滑垫外侧，设置喉箍将壳体与

炮管连接，还包括转接件，所述转接件设置在壳体与炮管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内撑架上设

置转轴，所述转轴设置在内撑架的一侧，转轴与内撑架直径方向平行，在内撑架的外圈设置

橡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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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激光发射机装置，具体说是一种管内式用于弹道模拟的激光

发射机，属于军用训练尤其是对抗演习训练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激光模拟交战技术已是部队实战演习的一种常见技术，其主要用于训练地面部队

的实战能力，在枪炮上装配上低功率激光发射机，通过击中带有光探测器的战士或装备，从

而实现模拟交战，这种交战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实战演习的效果。

[0003] 而事实上，枪炮发射的弹药移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弹道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从

发射端到达目标或目标区域。与之对比的是，激光则是以光速按直线传播的，未实现弹道模

拟的激光交战与真实实战是有区别的。这样一来，训练结果便会出现偏差，训练效果无法保

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常见激光模拟交战技术，本实用新型设计了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

机，可以有效实现弹道模拟功能，使激光交战更贴近实战。

[0005] 本实用由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包括壳体，在壳体前方

设置出光口和入光口，所述壳体内部装有支撑架、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扫描装置和测距组

件，所述支撑架设置在壳体的下部，在支撑架上设置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扫描装置和测距组

件，所述激光扫描装置包含水平旋转机构、高低旋转机构以及连接机构，所述发射机利用壳

体通过外抱机构或内撑架安装在枪炮管上。

[0006] 所述水平旋转机构与高低旋转机构呈90°设置，水平旋转机构与高低旋转机构与

激光发射组件通过连接机构相连接。

[0007] 所述水平旋转机构为二维振镜中X轴振镜，所述高低旋转机构为二维振镜中Y轴振

镜。

[0008] 所述外抱机构包括喉箍和防滑垫，防滑垫设置在壳体外侧与壳体紧密贴合，在防

滑垫外侧，设置喉箍将壳体与炮管连接，还包括转接件，所述转接件设置在壳体与炮管之

间。

[0009] 在所述内撑架上设置转轴，所述转轴设置在内撑架的一侧，转轴与内撑架直径方

向平行，在内撑架的外圈设置橡胶层。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利用激光

扫描方式实现了激光模拟武器对实装武器的弹道模拟，使战士在实战训练和演习中的激光

模拟交战更加贴近实装武器效果。

附图说明

[0011] 图1本实用新型的实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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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2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实施例内部剖视图。

[0013] 图3本实用新型的X轴方向激光扫描光路示意图。

[0014] 图4本实用新型的Y轴方向激光扫描光路示意图。

[0015] 图5本实用新型的弹道模拟原理图。

[0016] 图6本实用新型的外抱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本实用新型的外抱详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本实用新型的内撑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壳体1、出光口2、入光口3、支撑架4、激光发射组件5、激光扫描装置6、测距组

7、水平旋转机构8、高低旋转机构9、连接机构10、外抱机构11、转接件12、喉箍13、防滑垫14、

转轴15、内撑架16。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具体的说，是一种安装在120反坦克火

箭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所述发射机整体安装在120反坦克火箭管内部。发射机内部结构

如图1所示，包括壳体1、支撑架4、激光发射组件5、激光扫描装置6和测距组件7。激光发射组

件5安装固定在激光扫描装置6上，激光扫描装置6安装固定在支撑组件4上，支撑组件4固定

在壳体上1，测距组件7安装固定在壳体1上。

[0022] 本实施例激光扫描装置6使用的是二维扫描振镜，水平旋转机构8为二维振镜中X

轴振镜，高低旋转机构9为二维振镜中Y轴振镜。而其他类型电机携带反射镜旋转模式也可

实现激光扫描装置6的功能。

[0023] 如图3所示，水平旋转机构8和高低旋转机构9呈90º放置，激光发射组件5发射激光

束，照射到水平旋转机构8上，再反射到高低旋转机构9上，水平旋转机构8旋转而高低旋转

机构9不动，激光束即可在水平轴方向上扫描。

[0024] 同样如图4所示，水平旋转机构8不动而高低旋转机构9旋转，激光束即可在高低轴

方向上扫描。

[0025] 两者结合即可实现激光束在水平和高低两维空间上的扫描，在目标位置形成激光

扫描平面。

[0026] 如图6和图7所示，本实施例可通过外抱机构11和转接件12固定在120反坦克火箭

管内式弹道模拟发射机，其中外抱机构11选用了喉箍13和防滑垫14来实现外抱式固定。

[0027]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可通过转轴15和内撑架16固定在120反坦克火箭管内式弹道

模拟发射机，其中内撑架16外圈附有一层弹性物质如橡胶，当转轴15带动内撑架16转至图

中虚线位置时，把本实施例装入120反坦克火箭管内，在旋转转轴带动内撑架16转至图中实

现位置，即可实现内部支撑固定。

[0028] 本实施例固定在120反坦克火箭管内后，激光发射组件5发射的激光束照射方向通

过二维扫描振镜和120反坦克火箭瞄准轴线校准平行，二维扫描振镜记录下当前位置设为

初始位置。

[0029] 在训练或演习时，战士根据实战情况瞄准射击目标，扣动扳机，本实施例激光束通

过二维扫描振镜在目标空间内形成激光扫描平面，当激光照射到带有反射特性装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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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激光被反射回本实施例，从而寻找到目标。

[0030] 而后二维扫描振镜停止扫描保持在当前位置，发射机再次发射激光，根据此次激

光发射和返回的时间差，计算出发射方和目标方之间的距离。

[0031] 接着复位二维扫描振镜，回到初始位置，按120反坦克火箭的射表结合射击距离，

使二维扫描振镜偏转相应角度，发射激光光束，此时激光照射到目标上的位置将和枪炮弹

道曲线命中目标位置一致，实现弹道模拟。

[0032]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

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实用新型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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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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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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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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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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