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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海洋学浅谈

Α ΡΕςΙΕ Ω ΟΝ ΝΑς Ψ ΟΧΕΑΝΟΛΟΓΨ

军事海洋学的概念与意义

军事海洋学是研究海洋自然

环境特征和变化规律及其对海上

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的作用与影

响的学科 是军事学与海洋学的交

叉科学 ∀它涉及海洋学范畴内的海

洋气象学 !海洋水文学 !海洋物理

学 !海洋化学 !海洋水声学 !海洋生

物学 !海洋地质学等诸多学科 同

时 它也与海军战略学 !海军战役

学 !海军战术学 !海军装备发展理

论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并对这些军

事学科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

古今中外的海战史雄辩地证

明 人类对海洋环境的认识直接影

响到海上军事活动的范围 !规模与

成败 甚至相应地改变了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程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

诸葛亮 / 借东风0助周瑜 大破曹操

水师 元朝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

都因对海洋气象缺乏必要的认识

遭遇 /神风0而功败垂成 明代郑成

功利用鹿儿门高潮水位顺利登陆

打败荷兰殖民者 ! 收复台湾岛

年英西海战 英国海军抢占上

风位置用火攻大败西班牙 / 无敌舰

队0 年 月 日日本航空母

舰利用恶劣气象条件作掩护偷袭

珍珠港 /神风0舰载机群从冷锋后

面出击 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之后 意大利特种兵在认真研究了

埃及亚历山大港地理条件的基础

上利用潜艇输送 条人控鱼雷 突

入该港 炸毁英军 艘舰船 ∗

年间 日本还利用高空偏西风

向美国本土释放了 多个气球

炸弹 有 个到达美国 造成森林

大火 年诺曼底登陆战役中

交战双方都预报出 月 日和 日

有两个冷锋通过英吉利海峡 但盟

军的气象学家认为两个冷锋之间

有一天相对平静且潮汐状况也适

合登陆并确定 月 日为登陆日 ∀

而德军专家误以为从 月 日开

始 至少半月之内盟军不会登陆

致使许多军官 包括隆美尔 休假

或外出 造成德军抗登陆失败

年 月 ∗ 日 美国海军第三

舰队在菲律宾附近进行海上补给

突遇台风袭击 造成 多人死亡 !

架飞机被毁和多艘舰船沉没的

惨重损失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我

志愿军空军曾利用气象条件掩护

完成了对大 ! 小和岛的轰炸任务

年我军解放一江山岛 是做好

水文气象保障 !成功实施陆海空联

合作战的一个战例 越南战争期

间 台风和雨季曾对美国海军舰艇

和舰载机的作战活动产生不利影

响 年 月 日葡萄牙

名雇佣军利用大雾从海上入侵几

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科索沃战争期

间 浓雾和阴雨天气曾给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部队的空袭行动造成很

大困难 ,,等等 ∀上述战例不仅

说明人类对海洋的认识直接关系

到战争的胜败 也极大地促进了人

类对海洋乃至世界的认识 ∀

军事海洋学的内容和方法

军事海洋学虽然部分地涉及

基础研究 但更多地是进行应用性

研究 因此总体上属于应用科学范

畴 ∀大体上可划分为世界军事海洋

学 !区域军事海洋学和专题军事海

洋学 如 / 潜艇战与反潜战海洋

学0 !/ 战术海洋学0等 三大类 ∀

军事海洋学主要是研究海洋

上空 !海洋表层 !海洋内部和海底

的自然环境状态 !特征和变化规律

对军事活动的作用和影响的学科

其中研究最多 !影响最大的还是海

洋气象学 !物理海洋学和海洋水声

学 ∀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大体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通过海洋调查和

遥测 !遥感等观察技术和数据四维

同化方法 获取海洋水文 !物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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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物 !地质 !气象 !水深 !地磁 !

重力等数据资料 建立军事海洋学

数据库 ∀ 通过对海洋资料的统

计分析和数值模拟 研究海洋中各

种要素 温 !盐 !密度与声速等 和

现象 浪 !潮 !流 !跃层 !内波与中尺

度涡旋等 的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

对军事活动和武器装备的影响 为

海岸防御工程 !军港 !水上机场 !水

中工程设施的建设 水中武器 !水

声设备和水下控制 !检测系统的研

制与改进提供客观数据和理论依

据 ∀ 根据军事目的和作战行动

要求 全面 !客观地评估作战海区

与军事行动的关系 为选择作战方

式 !制定作战计划 !战场建设 !部队

训练 !装备研制与使用以及海上救

援与打捞等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 研究海上军事活动保障

方法并根据军事需要做好保障工

作 ∀主要包括 提供准确的海洋资

料 绘制各种海洋图表 发布平时

或战时 !综合或专项海洋环境要素

预报 推荐最佳航线和作战最佳时

段等 以保障作战 !训练和兵器试

验等各项活动的顺利实施 ∀

军事海洋学的形成与发展

古代人类的海战武器仅限于风

帆战舰 战法无非是冲撞和接舷白

刃战 ∀海战只是陆战的自然延伸和

配属保障行动 既没有常备海军

也没有深入认识海洋的可能和需

要 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仅停留在

/ 兴渔盐之利 行舟楫之便0上 ∀为

军事目的而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源

于近代 正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远洋探险为海洋研究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需求 并伴随

着资本主义利用海洋对外扩张而

逐步发展 ∀

军事海洋学早期的形成和发

展主要在率先发达的西方海洋大

国中进行 ∀ 年美国在海军部成

立之初就首次进行了海上测深和

气象观测 ∀ 年在华盛顿设立了

海军仪器和海图仓库 标志着海军

系统的海洋学研究正式开始 ∀

年该库出版了 套海图 海军中校

莫里将有关研究成果运用于舰船

导航并于 年出版了5海洋物理

地理学6 一书 年英国水道测

量局局长海军少将蒲福制定舰船

航行 / 风级表0 即沿用至今的蒲氏

图表 年美国建立水文局进行

水文测量 年日本成立兵部省

水路司 后改称海军水路部 开展

水深测量工作 年英国海军水

道测量局进行环球海洋调查并被

誉为近代海洋学的开端 年

/ 海洋学0 一词在英国正式使用

年美国第一艘潜艇 / 潜水者0

号服役 潜艇逐步成为海军重要的

作战兵力 ∀美 !英 !德 !日等国为适

应海战 尤其是反潜战的需要加强

了海洋环境调查 从近海向远洋延

伸 从气象 !水深 !生物等常规调查

深入到温 !盐 !流 !底质和水声传播

等方面并出现了水声工程学等新

的学科门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 为探测德国潜艇活动 法国物

理学家朗斯万于 年发明超声

波测距仪 ∀ 年美国制造出温深

仪用于测定水温跃层和计算声束

折射形成的影区 使得潜艇能在水

下有效地隐蔽并袭击敌舰 ∀至此

军事海洋学初见端倪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军事海

洋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

展 ∀各国相继设立军事海洋学管理

研究机构 组建海洋调查船队并与

民间研究所和大学合作 重点研究

水声学 ! 波浪和地球物理等 ∀

∗ 年间 日本对太平洋海

域进行普遍观测 ∀ 年北非和

年诺曼底两次登陆作战中美

国研制的波浪及海洋水文气象预

报取得成功 对盟军作战胜利起到

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 年美国

海军研究属 !英国海洋研究所和加

拿大海军海洋学联合委员会相继

问世 积极推进战时海洋学研究 ∀

年太平洋和大西洋水产海洋

学小组也转向军事海洋学研究 ∀战

后军事海洋学向纵深发展 主要海

洋国家积极开展大洋调查 世界海

洋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政府间海洋

委员会分别于 年和 年成

立 促进了海洋科学的迅速发展 ∀

年 月美国制定 5海军海洋学

十年6规划 ∀ 年美国设立/海军

海洋学家办公室0 进一步加强军

事海洋学的研究 ∀特别是核动力战

略导弹潜艇服役后水下发射导弹

获得成功 海军兵力的活动范围扩

大到海洋上空直至海底的整个空

间 ∀作为海洋环境保障工作的军事

海洋学的研究范围也相应地有所

扩大 ∀

冷战期间 美国利用海洋卫

星 !航测飞机 !海洋调查测量船 !水

面舰艇和潜艇通过调查测量绘制

出高精度的全球海洋及海岸带地

形 !地貌图 ∀研究重点从 ∗ 年

代的海洋水文气象的分析预报转

向 ∗ 年代的潜艇战和反潜战

的声学环境分析和预报研究 ∀美国

海军 / 气象学与海洋地图司令部0

下设海洋气象三级保障体系 第一

级 ) ) ) /舰队数值气象中心0 设在

西海岸的蒙特雷并通过通信卫星

与二级中心相连接 将天气分析和

预报传送给各舰队 第二级 ) ) ) /舰

队气象中心0 共 个 接收第一级

气象中心的气象资料 !预报图表和

卫星云图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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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灾害性天气警报 第三级由若干

个气象侦察中队和 多个设在陆

上和大型舰船上的气象台站组

成 ∀前苏联海军同样重视海洋环境

保障工作 除海洋卫星和通信卫星

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船队在世界大

洋普遍进行侦察和海洋观测 尤其

注重对我国周边海区的侦察 !调查

和监测 ∀中国领海线以外的大部分

海区已被前苏联海军调查 !测量了

几遍 它对我国海区的了解可能超

过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 美国

年度5国防报告6强调 美国安

全利益要求东亚和波斯湾等前沿

不能被敌对大国或大国集团所支

配 这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未来的威胁主要来自地区挑战 ∀美

国海军围绕遏制 !介入地区性冲突

的核心任务制定了 /和平时期在前

沿存在 形成军事威慑 危机下武

装力量快速部署 !快速反应0 的战

略 ∀为此 重点加强了在地区性冲

突中进行空中 !水面 !水下全方位

的近岸水雷战和反水雷战 !浅海海

域的反常规潜艇作战和海陆空联

合作战的准备并明确地把我国周

边海域视为未来战争的重点海域

之一 ∀根据这一战略调整 美国军

事海洋学计划的重点从为战略反

潜服务转向为远征滨海作战服

务 ∀美国海军对军事海洋学研究的

需求重新定位后 增加了 / 快速环

境估算 ∞ ∞ √

0 的研究作为战术海洋

学的核心内容 其实质是从大尺度

的数值预报转移到作战海区环境

要素的快速检测和现场预报 发展

现场观测和卫星遥感实时观测资

料的数据处理与融合技术 实现作

战海区现场环境要素的数据同

化 ∀苏联解体后 由于国内危机和

经费匮乏 俄罗斯海军对我国周边

海区的侦察和监测活动大为减少

但并未停止 随着俄国内逐步趋向

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 俄海军将恢

复它在世界重要海区的侦察和监

测活动 ∀

军事海洋学发展前景展望

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一种

主要保障手段和国际斗争的重要

工具 海洋既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自

然资源 又具有传统的军事意义 ∀

军事技术发展到今天 一艘先进的

弹道导弹核潜艇可携带 枚核弹

头 射程几乎可以覆盖整个地球

具有毁灭人类的能力 ∀现代海战方

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从传统的单

军兵种作战 转化为诸军兵种联

合 !陆海空天电攻防一体 ∀高科技

海上局部战争成为当今世界的主

要海战形态 ∀海洋也因此在军事领

域占有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 ∀随着

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驾

驭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 台风 !海

啸 !潮汐 !地震等海洋自然现象也

有可能被人类所控制而成为军事

斗争的武器 ∀科学家们预言 世

纪将是海洋世纪 ∀综合海洋已经具

有和可能产生的战略性影响 可以

说军事海洋学的研究对于军事活

动的意义已不再限于传统的保障

作用 它将直接渗透到海上军事斗

争的各个方面 涵盖海洋军事科学

战略 !战役 !战术以及装备发展理

论等所有学科 并使之产生革命性

的变化 ∀换言之 在未来的高科技

时代谁能在军事海洋学的研究中

居于领先地位 谁就能抢占海上军

事斗争的制高点 谁就能牢牢把握

新世纪的制海权 ∀

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表明

占地球表面积 的海水温度变

动对全球气象状况有着巨大的影

响 ∀最近 美 !加 !澳 !日等发达国家

已达成协议向世界大洋投放约

个自动观测海水温盐度的浮

标 ∀这些浮标均匀分散于大洋之

中 每隔 ∗ 从水深 处

浮上水面测定温盐度的垂直分布

并通过卫星传回陆地 形成全球大

洋水文状况的四维观测系统 ∀该系

统所提供的四维海洋观测资料不

但对改进全球气候预报具有重要

的意义 可望把预报季节气温的准

确度从 提高到 以上 而

且在军事海洋学中也富有实用价

值 ∀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 还没有足够的经济与技术实力

直接介入这种国际领先 !耗资甚巨

的全球大洋观测计划 ∀但是 /人穷

志不穷0 穷有穷办法 ∀凭借炎黄子

孙聪明勤奋的优良素质 !求真务实

的敬业精神 认真地研究国际上先

进的海洋观测技术 !数据处理和数

值模拟方法并加以去粗取精 !扬长

避短地灵活运用 中国的物理海洋

学家同样有可能 !也完全有能力在

人类军事海洋学的发展史上书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为维护国家统

一和捍卫领土完整 !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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