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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全球主要国家的海军都经历了巨舰大炮时代最令人激动的岁月，那个时代的
海军继承并利用工业革命以来的最新科技成果，在短短50—60年间几乎进入机械化战争时期海上武装
力量演进的巅峰。
虽然与当代各国的海军相比，当时的海军，无论是火力还是火控技术，都显得较为原始，但不可否认
，它们所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最为先进的海战技术和模式。
本书剖析了海军装甲战舰问世以来，海军炮术与战术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海军舰炮火
控、火力发展和战术演进为主线，结合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详细回顾、评价了从19
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海军炮术技术发展和战术演变的全过程。
同时，本书还着重从炮术角度重新审视了历史上多次意义深远的海战，对于了解舰炮海军火力、海战
战术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内在的动因和所导致的影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诺曼·弗里德曼博士，是国际知名的战略学者、海军装备发展史专家，尤其擅长综合历史
、技术以及战略等诸方面因素全面透彻地分析当代问题，《海军火力：巨舰大炮时代的舰炮和战术》
正是这样一本全面分析舰炮及火控解决方案发展与演进的综合性历史著作。
作者近几十年来，先后出版了《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冷战经历》、《恐怖主义、阿富汗和美国的
新战争方式》、《50年战争：冷战时间的冲突和战略》、《海权和空间》以及《作为战略力量的海军
》等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著作。
为了保持全书的连贯流畅及对作者的尊重，译者完整地保留了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但这并不意
味着译者同意或支持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
本书由肖丁负责翻译第一章至第七章；彭英武负责翻译第八章至第十四章；毛翔负责序、附录的翻译
；李健负责全书的校审。
此外，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可能未能对文中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术语做出准确翻译。
在编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指导与帮助，在此特表感谢之意。
    译者    201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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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军火力:巨舰大炮时代的舰炮和战术(套装共2册)》通过剖析海军装甲战舰问世以来，海军炮术与
战术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突出海军舰炮火力发展和战术演进为主线，结合当时政治、军
事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详细回顾、评价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海军炮术技术发展和战
术演变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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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海军火力：巨舰大炮时代的舰炮和战术（Ⅰ）》目录： 简介 第一章舰炮相关问题 克服舰体运动影
响 提升舰炮射程的需要 目标测距 距离变化率 舰上信息传输 系统整合的问题 1904～1905年日俄海战经
验 本章注释 第二章射程计算相关问题 维克斯钟 海战场态势标绘 德雷尔火控台 普兰及其综合解决方案
普兰系统的对外输出 本章注释 第三章射击和命中 利用火控系统 射击指挥仪 集中多舰火力 本章注释 
第四章 1904～1914年海战战术 鱼雷 分舰队战术 反思炮术问题 测距仪控制 战争爆发 战争结果 本章注释
第五章 令人惊讶的1914～1918年 黑尔戈兰湾海战 福克兰群岛海战 斯卡伯勒突袭 多格滩海战 日德兰海
战 大战期间海军所使用炮弹 本章注释 第六章大战间歇期舰炮火力发展 反思火控系统 改进射击指挥仪 
火控系统的输出 轻型舰只火控系统 射击问题 集中火力问题 本章注释 第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期间
其他炮术革新 MK X型海军火力指挥控制台 战争期间经验 本章注释 第八章德国海军 一战时期的德国
海军 一战时期的奥匈帝国海军 德国海军对一战的总结 一战后德国火控系统的荷兰元素 二战时期的德
国海军 本章注释 第九章美国海军 一战后美国海军火控系统发展 新一代火控系统的出现 二战前美国海
军炮术射击 本章注释 第十章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 二战期间的美国雷达系统 二战期间美国火控系统发
展 科曼多尔群岛昼问海战 本章注释 第十一章日本海军 力量均衡器：远程炮术和鱼雷 战争经验 本章注
释 第十二章法国海军 令法国海军惊诧的一战 一战后法国海军的发展 本章注释 第十三章意大利海军 本
章注释 第十四章俄罗斯／苏联海军 本章注释 附录发射药、舰炮、炮弹及舰用装甲 发射药 舰炮和弹丸 
穿透装甲 舰炮 本章注释 ⋯⋯ 《海军火力：巨舰大炮时代的舰炮和战术（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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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就在英国开始探索将20世纪初出现的各类新事物应用于战舰，进一步提升舰炮系统
的效能之时，第一次大规模采用大口径重型舰炮进行的现代化海战于1904～1905年在日本帝国与俄罗
斯帝国之间爆发了。
日俄战争中的海战场主要在东亚西太平洋海域进行，其中有两次主要的作战行动，分别是1904年8月10
日爆发的黄海海战和1905年5月27日爆发的对马海战（也称为日本海海战）。
特别是对马海战，其战术和技术经验堪称近代海军史上的里程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之后各国海军
的装备及战术发展。
英国皇家海军兵工处对此次海战中应用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作为未来舰炮炮术发展
的指导，在其后爆发的一战中，它对英、德两国海军的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期间，英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皇家海军驻日本武官（其中较著名的武官包括皇家海军W.C.帕肯
汉上校和托马斯·杰克逊上校）也有机会随日本舰队亲身经历了此次海战。
帕肯汉上校随日本帝国海军“朝日”号战舰参战，但上校清楚地认识到其所在日舰战术落后，当时该
舰未配备电子式舰炮射击数据发送一接收装置，而其他日舰配备了类似系统。
在1904年8月10日的黄海海战中，帕肯汉上校发现该舰舰长未使用语音通信工具，而是直接以喊话的方
式向舰桥上操作测距仪的军官指派目标，而该军官在获得距离数据后，亦由其副手通过扩音器将距离
数据传输给船体前部上层建筑的专职人员，该专职人员的任务，就是重复前者喊出的距离数据并同样
使用扩音器将其传输给其他战位。
相关信息传到战舰上层建筑后，再由专人通过连接各炮位的话筒继续传输工作。
当战斗期间全舰各炮位激烈射击时，由于噪声太大，平时使用的扩音器无法发挥作用，战舰只得挑选
多名人员携带黑板站在舰桥上的显眼位置，以文字替代语音进行信息传递。
如此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
特别是当战斗进入白热化程度，各炮位舰炮都在竭力快速对目标实施射击，各种环境噪声此起彼伏，
此时根本没人有空闲关注舰桥上来回转动的黑板上到底写着什么。
总体看来，日舰上的这种数据传递方式在平时虽仍有效，但在战时，特别是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其
缺陷就暴露无遗了。
于是，各炮位的射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随着本舰与目标之间距离的缩短，射击的精确性也会随之上升，但并不能指望与敌舰越打越近
的这种情况在每次战斗中都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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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军火力:巨舰大炮时代的舰炮和战术(套装共2册)》还着重从炮术角度重新审视了历史上多次意义
深远的海战，对于了解舰炮海军火力、海战战术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内在的动因和所导致的影响，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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