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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反戰術彈道飛彈的彈頭爆炸後形成的碎片在周圍均布分散，但只有一小部份能產生殺傷力，效能率低，加上撞擊點的

誤差值不穩定，會降低飛彈命中目標的準確率。動能桿彈頭為一種可提高殺傷效能的新概念彈頭。動能桿彈頭能夠在攔截

飛彈的方向上拋射出大量的動能桿，形成一個散佈密度較大的網狀面積。當來襲飛彈穿透該區域時，動能桿以巨大的相對

速度攻擊來襲飛彈，不但會增加其攻擊效能，亦可提高飛彈命中目標的準確率。本論文主要以周向式與定向式動能桿彈頭

為研究對象，為提升動能桿彈頭對目標的摧毀機率與侵徹程度，必須有效分析桿條散佈形態包含飛散方向與散布密度，另

亦須計算動能桿的散撒速度。因此本論文主要將利用LS-DYNA分析軟體建構動能桿彈頭數值分析模型，以探討動能桿的

散撒速度及桿條散佈形態；並且針對動能桿形狀、排列與炸藥起爆位置等動能桿彈頭設計影響因素進行桿條散撒速度及散

佈形態分析。由本論文研究結果得知，隨著動能桿數量增加其速度與散撒分布密度相對增加；另動能桿形狀的變化只有其

速度相對增加，對其攻擊效益之影響不大。本論文之研究成果期能建立提供武器研發單位作為動能桿彈頭最適化設計與威

力特性測試評估之參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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