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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新式 M 2 6 A 2 戰車砲口規正儀」操作研析 

作者/許堅振 

提要 

一、瞬息萬變的戰場中，戰車必須發揚快速、猛烈及精準火力才得以生存，這

個基礎乃建立在裝備操作與保養及射擊訓練之上。 

二、我國主力戰車雖配有精良射控系統，但易因調校與操作不當易使射擊精度

降低，故射擊前戰車砲與射控系統調校為首要課題。 

三、射控系統與火砲調校，均倚賴砲口規正儀實施規正程序，所屬戰車乘員應

瞭解戰車砲規正程序，方能提升射擊精度並有利於射擊任務遂行。 

關鍵詞：砲口規正儀、砲口規正、覘視規正 

壹、前言 

早期戰車的發明只為可突破壕溝與各種障礙物，並對來犯步兵人員實施殲

滅之移動式機槍堡壘，隨科技更新及反裝甲武器出現，戰車開始著重於裝甲防

禦厚度，也促使戰車主要射擊武器由機槍提升為火砲，從早期小口徑一直演變

至現今 105、120甚至 125毫米口徑，我國主力戰車就屬 105毫米口徑。 

我國主力戰車，射擊前的戰車砲規正均倚賴「M26A1砲口規正儀」實施火

砲規正，但從接裝至今也達 20餘年之久，砲口規正儀也因長期配合各種演訓、

射擊、平日訓練任務，已超過裝備壽限，為使射擊任務順遂，後勤單位展開對

M26A1砲口規正儀換補，以維射擊任務推行。 

現行換補的砲口規正儀已不屬相同型號，型號改為 M26A2接任前者；目前

少數單位還仍保有精度良好 M26A1砲口規正儀未能換補，故筆者藉本文提出兩

者砲口規正儀差異處，以利各單位戰車乘員熟識新式規正儀具，最終達成各項

演訓射擊任務。 

貳、砲口規正儀組成及功能介紹 

所謂「戰車砲規正」指通過戰車砲之砲身軸線與戰車瞄準具的瞄準軸線在

某一距離外相交於一點建立一致之關係1（如圖 1），使得戰車彈道計算機有其計

算射擊角度之基準。 

圖 1、火砲與瞄準具規正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1
 M26，M26A1式一○五公厘，M27，M27A1式一二○公厘砲膛覘視器操作，單位保養及野戰保修手冊與修理

零件及特種工具表 TM9-4933-259-14&P，中華民國 82年 05月 01日，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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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之論點，為求戰車砲規正精度，藉砲口規正儀實施火砲規正，以

確火砲與光學瞄準鏡同步準確性，為使砲口規正儀正確使用，首先瞭解砲口規

正儀組成及功用，以下分別就 M26A1及 M26A2砲口規正儀實介紹。 

一、M26A1砲口規正儀組成2： 

M26A1（以下簡稱「A1砲規」）砲口規正儀為光學類裝備（如圖 2），戰車

砲規正時，可透過砲口規正儀以砲身軸線來校正直接射擊瞄準線，其組成

計有物鏡總成、光學鏡片組、操作手柄、砲口結合錐、擴展結合夾頭及排

氣活門總成等六項，以下分述說明。 

圖 2、M26A1砲口規正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一）接物鏡總成（如圖 3）： 

接物鏡總成包括物鏡之鏡片及總成本體，本體外觀包覆紅色橡膠以保護

接物鏡總成，其功能為接收外在影像。 

圖 3、接物鏡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2
 M26，M26A1式一○五公厘，M27，M27A1式一二○公厘砲膛覘視器操作，單位保養及野戰保修手冊與修理

零件及特種工具表 TM9-4933-259-14&P，中華民國 82年 05月 01日，P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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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目鏡總成（如圖 4）： 

接目鏡總成包括物鏡之鏡片及總成本體，本體外部附有焦距調整器，其

功能為提供觀看者從接物鏡接收之影像，另接目總成底部附有通口外

蓋，保護刻線螺絲以防外界因素造成螺絲鬆動，影響內部瞄準刻線鏡之

精度。 

圖 4、接目鏡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三）光學鏡片總成（如圖 5）： 

光學鏡片總成內部置有稜鏡及瞄準刻線鏡，其功能將接物鏡總成與接目

鏡總成相連接，並藉接物鏡接收之影像透過稜鏡折射給接目鏡，使得觀

看者能看見影像，同時藉由瞄準刻線鏡之瞄準刻線實施火砲規正。 

圖 5、光學鏡片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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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轉螺總成（如圖 6）： 

操作轉螺總成位於光學鏡片總成之後端，其功能為調整與擴展結合夾頭

總成。 

圖 6、操作轉螺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五）砲口結合錐總成（如圖 7）： 

砲口結合錐總成位於操作轉螺總成後端，總成邊緣處刻有一印記（如圖 8）

便於規正火砲時使用，其功能為將規正儀穩固於戰車砲口上，以防規正

儀晃動影響火砲規正精度；因砲口結合錐總成為開放空間設計，使用操

作轉螺總成時，裸露出螺紋部分並無遮罩或遮蓋，易使灰塵及其他外界

細物附著且此處不易清潔保養，時間久了容易造成操作轉螺總成操作困

難與故障產生。 

圖 7、砲口結合錐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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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邊緣印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六）擴展結合夾頭總成（如圖 9）： 

擴展結合夾頭總成位於規正儀末端，附有黑色橡膠體，其功能為使用操

作轉螺總成時，迫使黑色橡膠體向外擴展以緊固於砲膛內，使規正不會

因操作火砲時脫落造成規正儀損壞。 

圖 9、擴展結合夾頭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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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氣體活門總成（如圖 10）： 

氣體活門總成位於光學鏡片總成上，其功能為充填或排放氮氣。 

圖 10、氣體活門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戰車砲射擊前的火砲規正全歸功於 A1砲規，藉規正儀使得火砲射擊精度大

幅提升也縮短火砲規正時間，但規正儀始終屬校驗儀具，如果本身出現誤差當

然就間接影響規正過的火砲，所以規正儀的校驗工作實為重要，依規定每半年

須送飛勤廠調校以確保其精度，但並不是每輛戰車均有配賦規正儀，所以一旦

後送飛勤廠，工作時程至少都需 10天甚至更久，校驗過程相當耗時，容易影響

單位執行射擊訓練任務。 

二、M26A2砲口規正儀組成： 

M26A2（以下簡稱「A2砲規」）砲口規正儀為 A1砲規接任型號（如圖 11），

功用與 A1砲規相同，其組成計有物鏡總成、光學鏡片組、操作手柄、砲口

結合錐、擴展結合夾頭及排氣活門總成等六項，其中部分組成構造有所改

變，以下分述說明。 

圖 11、M26A2砲口規正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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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物鏡總成（如圖 12）： 

接物鏡總成包括物鏡之鏡片及總成本體，本體外觀僅有黑色烤漆，並無

與 A1砲規般有包覆紅色橡膠以保護接物鏡總成，功能與 A1砲規同為接

收外在影像。 

圖 12、接物鏡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二）接目鏡總成（如圖 13）： 

接目鏡總成包括物鏡之鏡片及總成本體，本體外部附有焦距調整器，其

功能與 A1砲規同為提供觀看者從接物鏡接收之影像，此處 A2砲規可藉

由該刻線螺絲進行野戰調校，這部分一級人員就可實施，與 A1砲規相較

便利許多，但若發現經野戰調校後仍無法達到要求標準，依程序後送至

飛勤廠實施校驗，另接目總成底部附有護蓋，此護蓋僅靠單一顆緊定螺

鎖定為開放式設計，所以容易因外界因素造成緊定螺絲鬆動，迫使護蓋

被旋開觸碰高低與方向調整螺，影響砲口規正儀精度。 

圖 13、接目鏡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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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學鏡片總成（如圖 14）： 

光學鏡片總成內部置有稜鏡及瞄準刻線鏡，其功能與 A1砲規同為將接物

鏡總成與接目鏡總成相連接，並藉接物鏡接收之影像透過稜鏡折射給接

目鏡，使得觀看者能看見影像，同時藉由瞄準刻線鏡之瞄準刻線實施火

砲規正。 

圖 14、光學鏡片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四）操作轉螺總成（如圖 15）： 

操作轉螺總成位於光學鏡片總成之後端，其功能與 A1砲規同為調整與擴

展結合夾頭總成。 

圖 15、操作轉螺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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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砲口結合錐總成（如圖 16）： 

砲口結合錐總成位於操作轉螺總成後端，總成邊緣處刻有一印記（如圖

17）便於規正火砲時使用，其功能與 A1砲規同為將規正儀穩固於戰車砲

口上，以防規正儀晃動影響火砲規正精度；A2砲規之砲口結合錐總成為

封閉式設計，使用操作轉螺總成時，螺紋部分不會裸露，杜絕灰塵及其

他外界細物附著於螺紋，有效延保操作轉螺總成壽命及預防故障產生。 

圖 16、砲口結合錐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17、邊緣印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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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擴展結合夾頭總成（如圖 18）： 

擴展結合夾頭總成位於規正儀末端，附有黑色橡膠體，其功能與 A1砲規

同為使用操作轉螺總成時，迫使黑色橡膠體向外擴展以緊固於砲膛內，

使規正不會因操作火砲時脫落造成規正儀損壞。 

圖 18、擴展結合夾頭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七）氣體活門總成（如圖 19）： 

氣體活門總成位於光學鏡片總成上，其功能與 A1砲規同為充填或排放氮

氣。 

圖 19、氣體活門總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A2砲規其功能與 A1砲規盡同，除了改良 A1砲規不足之處，更帶來野戰調

校的便利性，但美中不足部分，就是護蓋僅靠單一顆緊定螺鎖定為開放式設計，

所以容易因外界因素造成緊定螺絲鬆動，迫使護蓋被旋開觸碰高低與方向調整

螺，影響砲口規正儀精度，以及接物鏡總成無橡膠包覆，使得接物鏡遭遇碰撞

時易造成裝備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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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M26A2砲口規正儀野戰調校 

於獲撥 A2砲規時，應先實施野戰校正確認規正儀準確度，以預防在運送途

中各種外界因素造成規正儀精度失真，以下就 A2 砲規之野戰調校方式實施說

明。 

一、砲口規正儀覘視： 

（一）尋找一距離 1200m以上具水平及垂直角度之獨立清晰目標為覘視點（如

圖 20）。 

圖 20、具水平及垂直角度之獨立清晰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二）將 A2砲規安裝於戰車砲口上，將接目置於三點鐘方向（如圖 21）。 

圖 21、安裝M26A2砲口規正儀於戰車砲口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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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長透過接目鏡觀觀看覘視點，並以手勢、聲勢指揮射手 G 形搖砲（如

圖 22），迫使砲口規正儀瞄準刻線對正覘視點（如圖 23）。 

圖 22、指揮射手 G形搖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23、瞄準刻線對正覘視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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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接目鏡旋轉 180度，非旋轉砲規，僅旋轉接目鏡（如圖 24）。 

圖 24、旋轉接目鏡 180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五）檢查砲口規正儀瞄準刻線是否仍對正覘視點，若然，則該規正儀精度良

好，若否，則須實施野戰調校。 

二、野戰調校： 

若依上述方式實施砲規覘視，發現瞄準刻線無法對正覘視點（如圖 25），則

進行野戰調校，調校方式如下： 

圖 25、瞄準刻線未對正覘視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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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鬆護蓋緊定螺（如圖 26），並將護蓋旋轉至看見高低與方向調整螺為止

（如圖 27）。 

圖 26、放鬆護蓋緊定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27、高低與方向調整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方向調整螺 
高低調整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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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高低與方向調整螺實施瞄準刻線調校，每次調校瞄準刻線以一半行

程為限（如圖 28），將瞄準刻線調校至覘視點。 

圖 28、調校瞄準刻線以一半行程為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三）旋轉接目鏡至 3 點鐘方向（如圖 29），並搭配手、聲勢指揮射手 G 型搖

砲，使砲口規正儀瞄準刻線再次對正覘視點。 

圖 29、旋轉接目鏡至 3點鐘方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黑色瞄準刻線為規

正儀鏡內瞄準刻線 

紅色虛線為調校行

程瞄準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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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旋轉接目鏡 180 度至 9 點鐘方向（如圖 30），檢查砲口規正儀瞄準刻

線是否仍對正覘視點。 

圖 30、旋轉接目鏡至 9點鐘方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五）瞄準刻線對正覘視點即完成調校，若仍未對正依步驟（二）至（四）反

覆實施，若依舊無法調校，該砲口規正儀應辦理轉廠後送校驗。 

（六）將護蓋旋復位並旋緊護蓋緊定螺。 

 

上述程序為 A2砲規野戰調校方式，僅適用於小幅度偏差，若經也戰調校仍

無法校正精度，僅能轉廠後送上級單位校驗，因 A2 砲規可行野戰調校，相較

A1砲規便利許多，但缺點就是護蓋緊定螺為開放式設計，容易因外界因素造成

緊定螺鬆動，迫使護蓋被旋開，人員操作時就會觸碰到高低與方向調整螺，使

得砲口規正儀精度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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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差異比較 

兩種型號的砲口規正儀，雖然規正功能均相同，但部分構造有所差異，以

下就兩者差異部分提出比較，以接物鏡總成、接目鏡總成、砲口結合錐總成及

精度調校等四項分述如下： 

一、接物鏡總成： 

（一）A1砲規於接物鏡總成設計上，包覆有紅色橡膠，以保護接物鏡總成。 

（二）A2砲規於接物鏡總成設計上，並無橡膠或是可緩衝包件，僅有表面黑色

烤漆，易遭碰撞造成接物鏡總成損壞。 

二、接目鏡總成： 

（一）A1砲規於接目鏡總成設計上，底部附有通口外蓋，保護刻線螺絲以防外

界因素造成螺絲鬆動，影響內部瞄準刻線鏡之精度。 

（二）A2砲規於接目鏡總成設計上，底部附有護蓋，此護蓋僅靠單一顆緊定螺

鎖定為開放式設計，所以容易因外界因素造成緊定螺絲鬆動，迫使護蓋

被旋開，人員於操作時易觸碰高低與方向調整螺，影響砲口規正儀精度。 

三、砲口結合錐總成： 

（一）A1砲規於砲口結合錐總成設計上，開放空間設計，使用操作轉螺總成時，

裸露出螺紋部分並無遮罩或遮蓋，易使灰塵及其他外界細物附著且此處

不易清潔保養，時間久了容易造成操作轉螺總成操作困難與故障產生。 

（二）A2砲規於砲口結合錐總成設計上，封閉式設計，使用操作轉螺總成時，

螺紋部分不會裸露，杜絕灰塵及其他外界細物附著於螺紋，有效延保操

作轉螺總成壽命及預防故障產生。 

四、精度調校： 

（一）A1砲規並無野戰調校方式，依規定每半年，須送飛勤廠調校以確保其精

度，但並不是每輛戰車均有配賦規正儀，所以一旦後送飛勤廠，工作時

程至少都需 10天甚至更久，校驗過程相當耗時，容易影響單位執行射擊

訓練任務。 

（二）A2砲規可行野戰調校，除精度誤差超過野戰調幅須轉廠後送外，都可由

一級人員立即校正執行射擊訓練任務，較符戰時需求。 

 

經上述提列比較後，兩種砲口規正儀分析其優、劣如下表 1所示。 

 

 

 

 

 

 



第 18頁，共 21頁 

 

表 1、優劣比較表 

名稱 M26A1砲口規正儀 M26A2砲口規正儀 

接物鏡總成 
覆有紅色橡膠，以保護接物鏡

總成。  

無橡膠或是可緩衝包件，僅有

表面黑色烤漆，易遭碰撞造成

接物鏡總成損壞。 

優劣比較 優 劣 

接目鏡總成 

底部附有通口外蓋，保護刻線

螺絲以防外界因素造成螺絲

鬆動，影響內部瞄準刻線鏡之

精度。 

底部附有護蓋，此護蓋僅靠單

一顆緊定螺鎖定為開放式設

計，所以容易因外界因素造成

緊定螺絲鬆動，迫使護蓋被旋

開，人員於操作時易觸碰高低

與方向調整螺，影響砲口規正

儀精度。 

優劣比較 優 劣 

砲口結合錐總成 

開放空間設計，使用操作轉螺

總成時，裸露出螺紋部分並無

遮罩或遮蓋，易使灰塵及其他

外界細物附著且此處不易清

潔保養，時間久了容易造成操

作轉螺總成操作困難與故障

產生。 

封閉式設計，使用操作轉螺總

成時，螺紋部分不會裸露，杜

絕灰塵及其他外界細物附著

於螺紋，有效延保操作轉螺總

成壽命及預防故障產生。 

優劣比較 劣 優 

精度調校 

無野戰調校方式，依規定每半

年，須送飛勤廠調校，工作時

程至少都需 10 天甚至更久，

校驗過程相當耗時，容易影響

單位執行射擊訓練任務。 

可行野戰調校，除精度誤差超

過野戰調幅須轉廠後送外，都

可由一級人員立即校正執行

射擊訓練任務，較符戰時需

求。 

優劣比較 劣 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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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M26A1 砲口規正儀具備優良的火砲規正性能，但從接裝至今已過 20 餘年

之久，長期配合各種演訓、射擊、平日訓練任務，大部分機構都已老化超過裝

備壽限，為使平日訓練及演訓射擊任務順遂，採購新式M26A2砲口規正儀替換

不堪使用的M26A1砲口規正儀。 

然而近幾年正直新、舊型號砲口規正儀交替之際，但大多數獲撥新式砲口

規正儀的單位，對新式 M26A2砲口規正儀並不瞭解全般操作方式，僅知道功能

與前者M26A1一樣，於平日訓練時就依樣畫葫蘆，卻忽略細節部分，造成平日

操作訓練程序瑕疵，於實彈射擊時效果更是不彰。 

現在大多數單位都使用新式 M26A2砲口規正儀，只有少部分單位還保有精

度良好之M26A1砲口規正儀，兩種型號各有優劣，但最重要的是，各單位操作

人員平日執行勤務除依工作經驗法則外，更應循相關準則及技令實施操作，熟

稔裝備、儀具功用與性能，方能發揮裝備、儀具最大效益，所以各級督導幹部

對裝備保養、操作及運作流程也應有相當程度認知，才能有效督導操作人員，

並發覺操作人員在操作過程中是否產生問題，在問題發生當下適時適切改正問

題。 

故藉本文所提及 M26A2 操作與調校方式，進而強化各單位對 M26A2 砲口

規正儀之認識與瞭解並提升單位人員專業技能，惟有如此本軍各種裝備、儀具

才能提高妥善率，延保裝備、儀具壽限於各種演訓中順利完成射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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