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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野戰砲兵射表計算尺運用效益之研析 

作者：李尚儒 

提要 

一、「射表計算尺」與「射表」長久以來基於其重要性與實用性，併列為「射擊

諸元查取基本工具」, 即使在「砲兵射擊指揮系統」為主，「人工作業」為

輔的作業型態下，仍為建立射擊指揮專業知識及接替數位系統故障時機之

重要手段，仍無法偏廢。1 

二、人工作業運用「射表計算尺」常因器材條件與人為疏失等因素，產生「誤

差」或超過許可誤差的「錯誤」，當教官經由「射表或射擊指揮系統」驗算

程序適切修正後，即可確認諸元可靠度，亦能發現人為疏失；而「射表計

算尺」係依據射表刻製而成，經歷年實彈驗證後，各砲兵部隊反應，功能

仍有不足之處，因此，運用最小成本獲致最大效益，增修「射表計算尺」

功能，即為筆者研究本議題之動機。 

三、國軍野戰砲兵部隊目前所使用之「射表計算尺」均已老舊，且多數性能不

佳、誤差增生，經民國 96 年及 97 年兩梯次整補後，已有明顯改善，惟「射

表計算尺」均屬早年設計，鑑於國軍目前尚無精進人工作業器材規劃，故

修訂部分射表計算尺功能，並重新調整製作，以提升人工作業效能，為筆

者研究之最終目的。 

關鍵詞：射表計算尺、提升操作精度、投資成本效益高 

前言 

現代戰爭，決勝於分秒之間，故須掌握時效，於決勝時、地，集注戰力，

指向關鍵，方能克敵制勝。近年，砲兵部隊致力推廣「砲兵射擊指揮系統」，相

對地，於研改「人工作業」器材投入較少，難以提升作業時效；「射表計算尺」

與「射表」，長久以來基於其重要性與實用性，併列為「射擊諸元查取基本工具」，

亦為建立射擊指揮專業知識重要工具。 

「射表計算尺」係依據射表刻製而成，作為查取射擊諸元之簡便器材，惟

在歷經多年使用後，多數性能不佳且誤差增生，不僅延宕射擊時效，且衍生射

擊諸元計算時間過久等問題，故如何提升「人工作業效能」為亟需研究之重要

課題。 

筆者係針對「105H 榴砲射表計算尺」求算射擊諸元，依歷次演訓回饋意見

及教官多年教學經驗，綜整適切研改建議，期有效提升人員操作精度與速度，

                                                
1
耿國慶，〈精進「導線測量」誤差判斷技術之研究〉《砲兵季刊》（臺南），第 170 期，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104
年第 3 季，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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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發生判讀射擊諸元誤差情況，提供未來設計與研改之參考方向運用。2 

射表計算尺運用問題分析 

砲兵為戰鬥火力支援部隊，因此射擊為砲兵戰鬥之唯一手段，而砲兵火力

的發揚，係依射擊指揮、測地、觀測、通信、火砲操作等五項主要技術綿密的

結合，方能奏功；
3
在射擊指揮部份，又以「人工作業」為射擊指揮所各員基本

職能最為重要，然現行 105 榴砲射表計算尺僅具備查取射擊諸元基本功能，而部

分諸元需運用射表差算，除影響使用便利性外，更延宕相關射擊前作業，甚難

迅速發揚火力，因此，彙整部隊所見問題，分述如下： 

一、射擊諸元判讀不易：「射表計算尺」包含偏流、100/R、圖上距離、仰度、

散佈差、時間等諸元，該項諸元皆以射表為標準印製而成，為求操作迅速及各

號裝藥諸元完整性，因此刻線較為緊密細小（如圖一），
4
致使操作人員判讀困難，

亦可能產生判讀錯誤情事，實質延宕射擊時效。 

二、各項單位間隔不一：以 4 號裝藥「射表計算尺」為例射擊距離及仰度

刻劃等，計有數處；射程分劃尺在 1500 至 3000 公尺區段間，每一小格判讀為

10 公尺，而在 3000 至 5500 公尺區段間，每一小格即改變為 20 公尺；仰度分

劃尺中，在 115 密位至 300 密位區段間，每一小格為 1 密位，在 300 密位至 400 

密位區段間，每一小格即改變為 2 密位，而在 400 密位至 600 密位區段間，每

一小格又改變為 5 密位（如圖二），導致人員跨段操作時，若未適當判讀該段正

確單位數，將產生射擊諸元判讀錯誤情況，不僅增長操作時間，更可能危害射

擊安全。 

三、游標尺緊定簧失效：「游標尺」及「基尺」為組成「射表計算尺」主要

元件，其中游標尺係以壓克力板製成，具雷射刻印紅色標線，用以判讀基尺內

相關諸元，該標線需與基尺平行時，判讀較為精確，惟平行與否需仰賴「游標

尺」內緊定簧片，目前常見各單位緊定簧片失效，致標線難與基尺平行，如此

不僅影響諸元判讀，更直接影響「仰度、時間」計量線等描繪，肇生射擊危安

狀況。 

四、夜間作業難以判讀：砲兵遂行火力支援任務係不分晝夜，支援戰鬥部

隊作戰，惟現行「射表計算尺」本體無自體照明功能，導致人員於夜暗操作時，

須另外攜行或持握非制式照明設備，始能判讀射擊諸元，造成器材攜行繁雜與

作業不便。 

                                                
2凃詔軒，〈精進 120 砲射表計算尺操作功能之研析〉《步兵季刊》（高雄），第 245 期，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101
年第 2 季，頁 2。 

3朱慶貴，〈觀測射擊訓練模擬器結合技術射擊指揮系統運用之研究〉《砲兵季刊》（臺南），第 145 期，陸軍砲兵
訓練指揮部，98 年第 2 季，頁 2。 

4同註 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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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諸元差算複雜繁瑣：野戰砲兵射擊指揮所人員主要須能決定射擊諸元，

除使用「射表計算尺」外，若須計算氣象或初速誤差等修正量，均須應用射表

獲得修正諸元，，惟表內多項諸元均須實施內差運算，致部隊為求迅速，另行

製作簡易版射表，究其原因為過多內差運算，不僅複雜反鎖且較為費時，且無

適當計算機可供操作，因此，編制簡易射表供訓練使用，始能加速射擊諸元計

算，在實彈射擊心理與時間壓力下，免可滿足本項需求，惟簡易射表無法確保

是項諸元均正確，若使用錯誤恐肇生射擊危安事件。 

圖一 射擊諸元刻劃緊密示意圖 

 

圖二 刻劃不一致示意圖 

 

資料來源：圖一及圖二為作者自行繪攝 

精進射表計算尺研改方向 

如前段所述，現行各野戰砲兵部隊，對人工作業已提出多項窒礙問題，當

前，研改「多功能射表計算尺」乃為至當重要問題，惟須考量受限於預算需求，

可將現行各項問題整合研改，5以現行「105H 榴砲射表計算尺」為本體，將各項

研改功能附加於本體上，並探討未來研發方向，分述如下： 

一、初期研改方向 

（一）修改標線放大功能：將游標尺內游標標線處，增加凸透鏡功能，具

有放大本體刻畫線間距與數字等效果，可使操作人員，能快速、正確使用標線

標定射擊諸元，以縮短整體作業時間，增快判讀速度，消弭人員判讀誤差。 

                                                
5同註 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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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距離分劃刻線：將距離分化尺數字註記間隔縮小，可在原每間

隔 500 公尺註記距離位置，改為每間隔 100 公尺註記之，6且每千公尺另以紅色

數字及標線註記之（如圖三），重新調製分劃尺；仰度分劃尺，即可將原有每一

小隔判讀為 2 密位處，左、右各刻劃一小線段，輔以判讀，使射擊指揮所成員

不須加以思考，即可清楚辨識諸元，增進判讀速度。 

（三）調整緊定簧固定夾：欲改善游標尺內緊簧定效能不佳狀況，則須將

標線板上緊定簧由原雙邊固定式（如圖二），修改為雙邊緊定式使緊定簧從「單

點兩側」接觸，改良為「面」接觸方式，有效提升緊定簧力。使游標標線能與

本體刻劃保持平行，以利正確判讀射擊諸元。 

（四）新增夜視燈具功能：為達全天候操作作戰概念，修增游標尺底座，

具有照明本體射擊諸元功能（如圖四），可有效解決光度不佳或夜間作業時，能

見度受限等問題，使射擊指揮所人員，不需仰賴其他照明設備，即能於夜暗狀

況下實施操作。 

（五）新增多功能計算機：新增具有四則運算功能計算機，可迅速差算射

表內射擊諸元，不因實施內插法計算而延宕射擊時效，不僅增快運算速度，更

可避免單位運用簡易版射表，有效提升諸元運算效能（如圖五）。 
圖三 新增刻劃示意圖 

 
圖四 夜視燈具示意圖 

 

資料來源：圖三及圖四為作者自行繪攝 

                                                
6耿國慶，〈精進砲兵連測地裝備之研究〉《砲兵季刊》（臺南），第 160 期，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103 年第 2 季，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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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多功能計算機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攝 

二、未來研發方向 

科技發展改變現代戰爭型態，數位化已成為未來戰場的主流。新型態戰爭

是以科技為主導、資訊為中心之戰爭，而面臨的威脅都是全時段的，7因此，除

前段所述，現階段研改功能外，應整合運用現今科技趨勢，更能便於人工作業。 

在初期研發功能中，尚需投入多數金費與時間，始能予以克服之問題，如

夜間 LED 燈及電算機等供電、蓄電等；另外，目前各類型火砲射表計算尺型式

不一且種類複雜，如能運用科技理念予以整併，更是一項創新，因此，構思研

改方向，分述如下： 

（一）增掛太陽能板供電：初期游標尺研改功能，均需運用電池不斷供電，

不僅供電方式受限，且須不段更換電池，以保持相關功能可持續運作，因此，

應可結合現今科技產業，更改游標尺材質，運用太陽能板實施儲、放電，不僅

可減少電池消耗，亦可達到環保與經濟節能之效益。 

（二）建立數位化游標尺：野戰砲兵部隊使用砲兵射擊指揮自動化系統，

已數年之有，且經歷次演訓等實彈射擊驗證，射擊諸元均與射表相符，故可將

現有系統內射表資料庫，建置於晶片中嵌入游標尺內，並增加顯示面板於緊定

簧位置處，另外，需建置數位化本體，始可結合游標尺運用，如此，操作手僅

需移動游標尺至距離分劃處，即可以數位方式顯示相關諸元，大幅提升作業效

率（如圖六）。 

 

                                                
7
陳慶權，〈以科技帶動陸軍轉型思維數位化建軍目標〉，http://mdb.army.mil.tw/，101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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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六 數位化游標尺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攝 

射擊效益評估 

野戰砲兵須能在任何天候、地形、觀測與目標獲得成果條件下，均應遂行

精確、適時、適切及持續之火力支援，
8
考量未來敵情威脅，前瞻戰場環境，結

合武器發展，以貫徹「防衛固守、灘岸決勝」作戰指導為核心。
9
為達到砲兵人

工作業更為迅速與精進，上述各項研發需求，若皆能予以達成，將提升人工操

作效率，亦可提升射擊及訓練成效分述如后： 

一、提升操作精度與速度：修訂射擊諸元刻劃精度、緊定簧效能並增加凸

透鏡功能後，可大幅增進諸元判讀射擊準確性，並縮短射擊諸元判讀、思考時

間，進而提升射擊精度與速度。 

二、降低判讀誤差之情況：改良緊定簧固定方式後，可使射擊指揮所人員

持握射表計算尺時，游標標線確實與本體刻線平行，以利清楚、正確辨別射擊

諸元資料及確保爾後計量線調製不偏、斜，進而降低射擊諸元判讀誤差情況發

生。 

三、增加人員操作便利性：增加夜視燈具及多功能計算機後，人員於射擊

操作時，不須另行攜帶、拿取或持握非制式射表、裝備等器材，且射擊任務執

行程序與要領，均因多功能計算機縮短射擊諸元計算程序，而有所精進；另於

夜暗或光度不佳時，可於緊定簧崁入式燈具輔助下，提供所需光度，滿足夜間

訓練與操作需求。 

四、器材制式且簡單化：將使用者回饋意見，各項需求整合於單一個體後，

以利各野戰砲兵部隊射擊指揮器材制式化，且人員僅需攜帶制式射表計算尺與

射表，即能完成射擊諸元運算，可減少器材整備繁雜與使用者操作不便利性。 

五、投資報酬效益高：射表計算尺經改良後，能有效滿足射擊任務操作所

需各項功能，達到提升操作精度與速度、降低判讀誤差情況，增加人員操作便
                                                
8
《陸軍野戰砲兵射擊指揮教範》（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3 年 10 月 30 日）。 

9 朱慶貴，〈現代科技發展談砲兵射擊指揮運用之研究〉《砲兵季刊》（臺南），第 165 期，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

103 年第 2 季，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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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減少射擊操作時間、器材制式簡單化、裝備實用與堅固性佳等多項射擊

效益，而相對其研改所需元件材料簡單，價格便宜，滿足野戰砲兵部隊低投資、

高效益需求。 

結論 

現代武器科技日益精密，為適應未來作戰需求，須依敵情威脅，戰爭形態

與武器發展趨勢，不斷研究發展、創新戰術戰法，期能克敵制敵。野戰砲兵部

隊自民國 90 年迄今，致力推廣野戰砲兵射擊指揮系統，以符合未來世界潮流，

惟對人工作業研發亦須與時俱進，期間雖經數次小型軍品研發，研製數項制式

輔助器材，但對各砲兵部隊而言仍稍嫌不足；現今雖有自動化系統便於射擊諸

元運算，但就人工作業仍不可偏廢，因此筆者不斷蒐整各項需求與未來科技研

發展，提議研改與精進人工作業器材，期能以拋磚引玉方式，獲得更多共鳴，

俾利射擊指揮作業流程速度快、精度佳，方能使火力支援任務更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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