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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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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要说军事迷彩，属陆军种类最多，
既有常见的绿色丛林迷彩，还有棕色或
白色冬季迷彩，乃至土黄色沙漠迷彩，
与之相比，空军迷彩就要少得多，海军
迷彩就更少了。其实，论军种，海军迷彩
出现得最早，因为现代陆军迷彩服之始
是 !"#" 年诞生于意大利的四色迷彩
服，可在一战中，各国海军就给战舰涂
上迷彩，上演了精彩的“假
面舞会”。

色彩提升士气
! ! ! !大帆船时代，受科技限制，火炮射程只有
几百米，双方靠得很近才能打，因此不需要隐
藏自己。各国战舰都把自己涂得五色斑斓，就
像毒蛇警戒色一样，让对手老远就发现，知趣
地放弃战斗。!"世纪下半叶，蒸汽动力装甲
舰登上历史舞台，但舰炮射程较近，交战距离
才几千米，提前发现对手和隐匿自己都没什
么意义。所以，战舰大都涂成黑色（为了好看
和炫耀，美国还搞出“大白舰队”，把战列舰涂
成醒目的白色），以冷色调展现“酷”的一面。
这一切到了一战前夕发生重大变化。首

先，舰炮越打越远，新概念无畏舰的射程超过
万米，加上主力舰火炮口径在 $%%毫米左右，
命中一发就能致命，因此提高战舰隐蔽性就
是关乎“生存还是毁灭”了。英国首先采用画
家诺尔曼·威尔金森设计的眩晕迷彩，它由大
量平行的色条、色块组成，起保护作用的原理
是军舰光学瞄准是由两个镜头分别采样，图
像重合时，即可确定目标的距离、航向和航
速，而在舰体上大量涂画平行的色条，会使图
像重合十分困难，造成误判。
当时，英军为了不让敌对的德军通过舰

体迷彩确定战舰舰名和舰种，特意为每艘战
舰设计不同的眩晕迷彩。这的确让德军无法
分辨出遇到的是哪条英国战舰，却也造成眩
晕迷彩效果判定困难。结果直到战争结束，英
国人也搞不明白到底哪种迷彩的效果最好，
哪种又会起到反作用。
不过，自 !"!&年开始，有超过 '%%%艘商

船和约 '%%艘英国战舰
使用眩晕迷彩。尽管
效果不得而知，但
眩晕迷彩看起来
很霸气，提升了
英国水兵和民
间海员的士气。

来自空中的威胁
! ! ! !一战结束后，身为全球海洋霸主的
英国开始对本土舰队、地中海舰队和印
度洋舰队进行浅灰色或白色涂装。("$)
年，随着海军航空兵的发展，英国开始
在甲板和舰体上试验新的眩晕迷彩，降
低被飞机发现的几率。*"$"年底，仓促
参加二战的英国皇家海军全面恢复眩
晕迷彩涂装，+级驱逐舰首舰“格伦维
尔”号第一个完成喷涂作业，但由于战
时资源紧张，一时没有足够的涂料，英

军只能先给中小型战舰换装，大型战舰
直到 *"'*年以后才开始全面换装。

加涂迷彩的同时，军事强国纷纷研
发新一代战舰迷彩。其中，英美开发出
被称为“扩散照明迷彩”的新型涂装，能
使战舰在夜间融入海面反射月光中，使
敌方难以瞄准，大幅提升战场生存能

力，特别是纳粹德国潜艇常在夜间实施
偷袭，使用这种迷彩后，德军潜艇很难
精确估算目标航速和航向。

与之相比，德国大型水面战舰的迷
彩就要差多了。战前建造的德意志级袖
珍战列舰根本没有迷彩，就是浅灰色涂
装。二战后服役的战列舰及一众巡洋舰
仍维持一战时代的老式眩晕迷彩。由此
看出，德国在海军技术方面确实与英美
老牌强国有较大的差距。

后起之秀拔得头筹
! ! ! !作为后起之秀，美国海军仗着雄厚
的国力，在开发战舰迷彩方面迅速拔得
头筹。*"$) 年起，美国海军研究所
（,-.）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浩大
的科研实验，力图选出一种适用于各式
战舰的迷彩。*"'*年 *月，研究所推出
美国海军舰用迷彩指标，对舰用迷彩的
颜色、形状、涂装部位都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该指标适用于战列舰、航母、巡洋
舰、驱逐舰等各型战舰。

最初的迷彩为 "号指标，*"'*年 "

月，修改为 **号指标，制式化时又进行
了一些改动，称为 **/号指标。此后，美
国海军又推出专门为太平洋地区使用
的 *#号指标舰用迷彩。这套迷彩专门
针对登陆作战，给鱼雷艇和登陆艇等小
型战舰也设计了一套迷彩。哪怕在战争

期间，美国一直没有放松舰用迷彩的研
究，不断推出新的迷彩标准。到了战争
后期，美国海军的舰用迷彩已经到了
$*号指标、$#号指标、$$号指标，有将
近 $%%种不同的图案，适用于美国海军
各种大小舰只。不过，到了战争即将结
束的 *"')年，由于青色颜料不足，加之
日军进行疯狂的神风自杀攻击，美国海
军对舰用迷彩图案的要求也不那么严
格了。

极不重视造成恶果
! ! ! !与美国海军相比，日本海军对迷彩
研究几乎是完全忽视。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日本海军几乎未对舰用迷彩进行过
系统研究，战舰还是单一鼠灰色涂装。
日军对迷彩的忽视最终尝到苦果。

*"'$年中途岛战役中，日军航母在甲
板上涂了旭日旗，当美军俯冲轰炸机发
起进攻时，用飞行员的话来说：“甲板上
的旭日旗简直就是地靶上的红心，我们
都下意识地将它作战瞄准点。”有了瞄
准点，美军俯冲轰炸机的命中率大幅提
高，一轮攻击就打残三艘航母。
吃了大亏的日本海军如梦方醒，开

始研制舰用迷彩。然而由于人力不足，
直到 *"'$年春，横须贺的日本海军航

海学校的研究委员会才拿出一
套舰用迷彩方案，主要供商船

使用，以降低美国潜艇的发现几率。随
后，该委员会又设计出了供辅助战舰和
航母使用的迷彩。*"')年莱特湾海

战中，小泽治三郎的机动舰队就采用了
这套迷彩。但在海战中，小泽舰队的主
力“大凤”号航母被美国海军潜艇“大青
花鱼”号击沉，而且美国潜艇的鱼雷命
中率极高，说明这套专为反潜设计的迷
彩没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事实上，日本战列舰、重巡洋舰等
主力战舰一直没有使用舰用迷彩，可能
因为大型战舰体积太大，涂迷彩需要大
量的颜料，而战争中后期日本资源紧
张，实在无力给它们进行涂装了。在日
本大型战舰中，搜遍当年的照片，似乎
只有在 *"')年被拖到吴军港外，作为
浮动炮台的“榛名”号战列舰和“妙高”
号重巡洋舰进行了迷彩涂装。但那时的
日本海军已是日薄西山，无力再与美国
海军争锋了。

二战后，随着导弹的兴起，交战距
离已经发展到视距外，以光学欺骗为主
的舰用迷彩失去了作用，因此各国的主
力舰再装回归了单色涂装。但一些像美
国海军濒海战斗舰、俄罗斯内河炮塔艇
等近海内河作战的小型舰艇由于仍以
视距内作战为主，所以仍会涂有舰用迷
彩，沿袭着一个多世纪来的古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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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颜色的色块、色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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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期的美舰迷彩#已经不是标准的几何条纹#而是更圆润的曲线

" 采用反潜眩晕迷彩的美舰，其作用原

理是让潜艇观察时错误判断目标的行驶

方向和行驶速度，从而进入错误的攻击

阵位，而目标却会脱离潜艇的攻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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