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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1 式 7.62mm 半自动步枪 

1. 产品名称:M1 式 7.62mm 半自动步枪 
M1 7.62mm Semi-automatic Rifle

2. 生产单位:美国斯普林菲尔德武器公司 
Springfield Armory Inc., US

3. 现状:停产 
4. 用途:用火力、枪托和枪刺杀伤有生目标 

概    述 

M1式7.62ｍｍ半自动步枪是由美国人加兰德设计的，故亦称加兰德Ｍ１式步枪。该
枪是本世纪军用步枪研制发展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大量装备部队的第一支半自
动步枪。 
该枪的研制过程较长。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Ｃ·加兰德就开始了步枪
的设计工作。大战结束后，于１９１９年在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设计了一种新的底
火驱动式步枪，但由于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没有成功。１９２０～１９２
５年间研制了若干种自动装填步枪的样枪。１９２５年美国军械委员会指令加兰德
将自动装填步枪口径由０．３０ｉｎ（７．６２ｍｍ）改为０．２７６ｉｎ（７ｍ
ｍ）。１９２６～１９２９年间在工厂做了多次试验，１９２９年送交阿伯丁试验
场进行选型试验。当时参加角逐的还有麦德森的枪机延迟后坐式步枪、汤普森的枪
机延迟后坐式步枪、柯尔特的短后坐勃朗宁步枪、比利时的勃朗宁步枪、捷克的Ｚ
ｂ２９式步枪和德国的导气式步枪等。通过对比试验，评审组认为加兰德的7mm步枪
性能最佳，于是又加工２０支，进行更深入全面的试验。试验工作于１９３２年结
束，评审组向陆军部推荐采用此枪。但陆军否决了这个口径，要求仍然采用７．６
２ｍｍ口径。１９３６年１月９日军方宣布加兰德步枪为制式武器，定型为Ｍ１式
７．６２ｍｍ步枪。 
该枪于１９３７年投产，１９３９年才少量装备部队，美国于１９４１年参加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军队中装备的加兰德Ｍ１式步枪数量仍然不大。后来生产数量猛
增，１９４５年美国各厂生产总数达４００万支，以后在朝鲜战争期间又生产了５
０万支，直至１９５７年Ｍ１４式步枪问世，美国陆军一直装备此枪。据统计，从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５９年，总共生产了５５０万支。 
该枪已停止生产。除美国国民警卫队外，智利、意大利、希腊、丹麦、土耳其、菲
律宾、突尼斯、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中国台湾仍装备有此
枪。 

结构特点 

Ｍ１式步枪在二次大战中，被公认为是设计最好的步枪，其击发和发射机构至今仍
为许多步枪采用。 
1.枪 



该枪主要由枪管和机匣组件、活塞－机框组件、枪托、弹仓、前后护木以及击发和
发射机构等部件组成。 
该枪采用导气式工作原理，枪机回转闭锁方式，并采用击锤打击击针使枪弹击发。
在扣机击发后枪机框经８ｍｍ自由行程，枪机上的导向凸起沿机框导槽的直槽部分
滑动。在机框继续后坐时迫使导向凸起向上，带动枪机由右向左转动，使枪机上的
两个闭锁突笋从机匣的闭锁槽中解脱出来，实现开锁。枪机后坐过程中，拉壳钩、
抛壳挺完成抛壳动作。与此同时，枪机后端压倒击锤，击锤簧被压缩，击锤成待击
状态。 
枪机框尾端撞击机匣后端面，复进簧开始驱使工作部件前进。当枪机复进到快接近
终了时，机框导槽导引枪机上的导向凸起向下转动，带动枪机由左向右转动，直至
两个闭锁突笋进入闭锁位置。而后，机框继续复进，走完８ｍｍ自由行程。枪又成
待击状态，如此循环。 
该枪的扳机上有扳机连杆和钩状第一阻铁。扣压扳机时，第一阻铁随之向前运动，
带有阻铁簧的第二阻铁则装在扳机连杆上。击锤上有两个钩，当击锤被完全压倒
时，两钩呈水平位置，但一个朝前称为主钩，一个朝后称为辅钩。 
手动保险卡销在扳机护圈前面。当它向后推至保险位置时，其上的缺口便与击锤上
的凸肩扣合，从而使击锤保险。此时，击锤还同时被推向后方，与阻铁解脱。当保
险卡销向后完全推到位时，它阻止扳机运动，故扣不动扳机。 
该枪可以发射枪榴弹。 
2.瞄准装置 
该枪的机械瞄准具为片状准星，觇孔照门式表尺。表尺分划为１８３～９１４ｍ。 
3.弹药 
该枪使用美国Ｍ２式７．６２ｍｍ枪弹。 

性能数据 

口径----7.62mm 
初速----865m/s 
有效射程----600m 
枪口动能----3597J 
自动方式----导气式 
闭锁方式----枪机回转式 
发射方式----单发 
供弹方式----弹仓 
容弹量----8发 
全枪长----1106mm 
枪管长----610mm 
膛线----4条，右旋，缠距254mm 
全枪质量(不含枪弹)----4.3kg 
瞄准装置---- 
准星----片状 
照门----觇孔式 
瞄准基线长----710mm 
配用弹种----M2式7.62mm枪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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