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科知识 ?

瑑瑡

海上之王

主编　龙　飞　等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海上之王／龙飞等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１

（２００７．１１重印）

（百科知识）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０７－６

Ⅰ．海．．．　Ⅱ．龙．．．　Ⅲ．军用船—青少年读物

Ⅳ．Ｅ９２－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６）第１３１８１９号

百科知识

海上之王

　主 　 编　龙　飞　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２００
　印　　数　３０００
　字　　数　２４００千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０７－６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海上之王

１　　　　

目　录

战列舰

战列舰的诞生 １………………………………………
日本“大和”号和“武藏”号战列舰 ６…………………
美国“依阿华”战列舰 １１……………………………
“密苏里”号战列舰 １５………………………………
“德意志”号战列舰 ２０………………………………
英国“无畏”号战列舰 ２１……………………………

巡洋舰

巡洋舰的诞生 ２３……………………………………
俄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２７………………………
“维托里奥·维内托”号巡洋舰 ３２…………………
美国“莱希”号导弹巡洋舰 ３３………………………
俄罗斯“光荣”级导弹巡洋舰 ３４……………………
美国“贝尔纳普”级导弹巡洋舰 ３５…………………
美国“长滩”号巡洋舰 ３６……………………………



２　　　　

俄罗斯“基洛夫”号巡洋舰 ３８………………………
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４０……………………
俄罗斯“彼得大帝”号巡洋舰 ４２……………………

驱逐舰

驱逐舰的诞生 ４４……………………………………
英国“郡”级驱逐舰 ５２………………………………
美国“查尔斯·亚当斯”号驱逐舰 ５３………………
美国“波特”号驱逐舰 ５４……………………………
美国“基德”号驱逐舰 ５６……………………………
俄罗斯“卡辛”号驱逐舰 ５８…………………………
美国“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 ５９……………………
美国“孔兹”级驱逐舰 ６１……………………………
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６３……………………
俄罗斯“现代”级驱逐舰 ６５…………………………
日本“金刚”级驱逐舰 ６６……………………………
英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６８………………………
美国ＤＤ－２１号驱逐舰 ７０…………………………

护卫舰

“海上守护神”的诞生 ７１……………………………
日本“石狩”级护卫舰 ７６……………………………
英国“大刀”级护卫舰 ７７……………………………
以色列“埃拉特”级护卫舰 ７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海上之王

３　　　　

日本“筑后”级护卫舰 ８０……………………………
俄罗斯“克里瓦克”护卫舰 ８２………………………
美国”佩里”级护卫舰 ８４……………………………
英国“公爵”级护卫舰 ８６……………………………
法国“拉斐特”级护卫舰 ８７…………………………
英国“海洋幽灵”护卫舰 ８９…………………………
英国新三体型护卫舰 ９０……………………………
美国“海影”号护卫舰 ９２……………………………

潜　艇

最早的潜艇 ９４………………………………………
“海龟”艇 ９６…………………………………………
中国的“水下机船” １０２………………………………
德国潜艇Ｕ—９　 １０６…………………………………
意大利“人操鱼雷”潜艇 １１３…………………………
日本“袖珍”潜艇 １１７…………………………………
日本“伊”级潜舰 １２０…………………………………
美国“哈德”号潜艇 １２４………………………………
美国“长颌须鱼”级潜艇 １２９…………………………
俄罗斯“阿穆尔”潜艇 １３１……………………………
英国“支持者”级潜艇 １３３……………………………
德国２０９型潜艇 １３４…………………………………
日本“春潮”级潜艇 １３６………………………………
德国Ｕ２１２型潜艇 １３８………………………………



４　　　　

瑞典“哥特兰”级潜艇 １４０……………………………
美国“乔治·华盛顿”级核潜艇 １４１…………………
美国“大参鱼”级核潜艇 １４３…………………………
美国“俄亥俄”级核潜艇 １４５…………………………
英国“征服者”号核潜艇 １４７…………………………
美国“洛杉矶”号核潜艇 １４８…………………………
俄罗斯“台风”级核潜艇 １５０…………………………
法国“红宝石”级核潜艇 １５２…………………………
法国“凯旋”号核潜艇 １５４……………………………
美国“海神”号核潜艇 １５６……………………………

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横空出世 １６０………………………………
二战中的航空母舰 １６７………………………………
冰制航空母舰 １７５……………………………………
英国“暴怒”号航空母舰 １７９…………………………
英国“英仙座”号航空母舰 １８０………………………
日本“信农”号航空母舰 １８１…………………………
日本“凤翔”号航空母舰 １８３……………………



书书书

海上之王

１　　　　

战列舰

战列舰的诞生

在１７世纪之前，帆船上虽早已安装了火炮，并设置

了供射击用的舷窗，但是舷炮的射击仍十分笨拙。当时

的火炮是从陆上移到战舰上的，也安装有木轮，因而发射

时会产生很强的后坐力。为了制止舰载炮身的后坐，火

炮往往被紧紧地固定在船的舱壁上，炮管则通过舷窗伸

出船舷外，使得装填弹药十分困难，尤其是在激烈的海战

中，装填弹药简直无法进行。

１７世纪初期，舰炮射击技术出现了一项重要革新，即

用绳子来制止火炮后坐，这使得从炮门起，有很长一段炮

身能够留在船舱内，装填炮弹变得简单易行了。

１６５２～１６７８年，为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英国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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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３次大规模的海上战争。英国统帅是作战经验和训

练经验极其丰富的将领罗伯特·布莱克，他根据以往的经验

和舷侧炮战船的作战特点，确立了舰队纵列这一战术思想。

１６５３年，英国海军颁布了两个在海军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文

件，其一是《航行中舰队良好队形教范》，规定了在航行中保

持良好队形、指挥统一、完整的联络方法等重要内容；其二是

《战斗中舰队良好队形教范》，第一次作出了组成纵队战斗队

形的规定。依据这一规定，作战时将所有舰只以一定的间隔

排成一个纵队，战斗时每次只有一艘战舰用舷侧炮向敌舰射

击，其余各舰迅速装填弹药。一艘舰射击完毕后，第二艘进

行射击，一艘接一艘依次进行。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舷侧炮的威力。与此同时，指挥官可根据作战意图对秩序

井然的队形中的舰船实施有效的指挥，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在此基础上，英国海军颁布了《舰队队列条令》和《舰队战斗

条令》，在海军战术上改变了以往海战中无战斗队形，以单舰

格斗、炮击和接舷战为主的混战状况，转而采用纵列编队、首

尾相接、抢占敌舰上风、以炮战为主的战斗手段。

正是这一时期，采用纵列队形进行作战的主力舰船

被称作为“战列舰”。因为，只有吨位较大、舰炮较多的舰

船，才有充分的能力坚持在战斗队列上。那时，英国按舰

炮的数量将战舰分成了６个等级：第一级９０门炮以上；

第二级８０门～９０门炮；第三级５０门～８０门炮；第四级



海上之王

３　　　　

３８门～５０门炮；第五级１８门～３８门炮；第六级１８门炮

以下。其中，前三级船在战斗编队中适于作战，因而归入

战列舰。第四级为快速帆船或巡航舰，这些快速帆船可

以说是巡洋舰的鼻祖，它们一艘只有一层炮甲板，配备２０

门左右的火炮，这些战船吨位小、火力弱，无力参加大型

战斗，主要担负巡逻、警戒、侦察、护卫等任务。

战列舰是１８世纪最杰出的武器，当时几乎没有一种

武器能够与之相比。最大的战列舰可在１小时内连续发

射３０吨炮弹，且可持续数小时之久。如此强大的作战能

力令人惊叹，历史学家们甚至称它为“魔鬼的武库”。

这一时期，战列舰中最著名为英国的“胜利”号，它于

１７５９年开始建造，１７６５年下水，排水量２１６２吨，全长６７．８

米，宽１５．３米，共有３根主桅杆，主桅杆高达６１．５米，桅杆底

部最粗处直径达０．９米。３根桅杆的帆桁上共挂有３６面横

帆，所有帆的总面积有１．６×１０３ 米２，满帆时最高航速达

１０节。

“胜利”号上设有３层炮甲板，装备１０２门铁铸加农炮，

可发射５．４千克～１４．４千克的炮弹。另外，船上还有两门

３０．６千克炮弹的巨型短炮，这种被英国人称为“粉碎者”而被

法国人叫做“魔鬼炮”的短炮，专门用于抵近敌船射击，威力

巨大，两门炮一次单舷齐射，便可发射出半吨重的炮弹。

１８７３年，人类造船史上最早将风帆从舰桅去掉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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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蒸汽机动力战列舰“蹂躏”号在英国诞生了，它标志

着机器动力的最后胜利，标志着船舶史上新技术革命的

来临。这艘战列舰首尾各装有一座双联装３０５毫米的火

炮。１８９２年，英国又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钢质战列舰“君

主”号，这艘战列舰满载排水量１．５５８５万吨，航速达到创

记录的１８节。该舰舷高，前后甲板各装有一座双联装

３４３毫米炮塔炮，两舷还装有副炮。该舰一建成，立即给

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很快就成为各国战列舰设计的样板，

并被公认为近代战列舰的模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位名叫马汉的美国海军军官

于１８９０年撰写了《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轰动了各

海军强国。马汉在书中宣扬了这样一个观点：谁取得了

制海权，谁就能夺得世界霸权，而谁要取得制海权，就要

拥有强大的海上武力，就要建造装有大口径火炮的重型

战舰。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各海军强国开始了一场建

造重型战舰的狂热竞赛。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发生的俄日战争，通过战列舰大编队交

锋，证明了舰炮在远距离上的效力，也证明了增加主炮数量

的重要性。根据这场战争提供的经验，当时的工业强国率先

研制新一代的战列舰。只用了一年时间，英国的“无畏”号战

列舰于１９０６年匆匆下水。该舰排水量１．７９万吨（还有人说

为２．１８４５万吨），有４台蒸汽涡轮机作动力，速度２１节。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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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采取了战列舰一律用重炮武装的原则，使战列舰发展出现

了转折点。装备的火炮只有两种口径：１０门口径为３０５毫米

的舰炮构成主炮，配置在５个双管炮塔中，其中３个在战舰

的纵向，２个在两头。由于火力、速度和活动半径的增加以及

良好的装甲防护力，使“无畏”号战列舰胜过以往所有的战列

舰，成为标准型战列舰，世界各国海军都模仿这种舰型。当

时，人们将按“无畏”号的战列舰建造的战列舰称为“无畏

舰”。

面对英国的无畏战舰，德国人不甘示弱，建造了排水量

更大、装甲更厚、舰炮口径更大的战列舰。英国海军面对德

国人的挑战，公开宣称：你造一艘，我就造两艘，以此同德海

军抗衡。在这同时，日、美及其他一些海军强国，也紧紧跟上

这场军备竞赛。这期间新建的战列舰都增加了火炮的数量，

提高了防护能力，主炮口径已达３８０毫米，主炮数量已由４门

增加到１０门～１２门，蒸汽往复机也为蒸汽涡轮机所代替，航

速已达２３节～２６．５节，排水量增大到２万吨左右，最大则达

２．２５万吨，“大舰巨炮主义”由此正式步入海战舞台。

狂热的军备竞赛，使战列舰获得迅速发展。到１９１４年，

英国已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７３艘，最大的排水量３．３万

吨；而德国也有５２艘；法国拥有２２艘；意大利１２艘；奥地利

１５艘；俄国１０艘；美国和日本分别拥有２５艘和１３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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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和”号
和“武藏”号战列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８年３月，日本分别开始了两艘

大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建造工作。这两

艘战列舰发展史上最大的战列舰的设计建造工作是在极

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下进行的。

在挑选建造人员时，军界首先对参加者的家庭情况、

宗教信仰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审查，并强迫所有工作人员

对天皇宣誓；在所有的图纸上将尺寸数据进行缩小，以蒙

骗其他军事强国；同时，还在船台周围用薄铁皮、棕榈绳

网遮蔽建造场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成之后，才开始了

巨舰的建造工作。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和１９４２年８月５日，“大和”号和

“武藏”号两舰分别竣工，两舰是用同一张图纸建成的，其

满载排水量为７．３万吨，舰长２６３米，舰宽３８．９米，吃水

１０．４米，甲板以上的上层建筑高达１３层，并设有电梯，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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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０００多个舱室；２５００多名官兵。舰上共有１２台蒸汽

锅炉，由蒸汽轮机驱动４个直径达６米的大推进器，总功

率达１５万马力，航速每小时２７海里，这对当时的战列舰

而言，是最为先进的水平了。

在“大和”号和“武藏”号战列舰上，装有世界上最大

口径的主炮，三联装４６０毫米主炮共有３座，前面２座，后

面１座，每座炮塔重２２００吨，一发炮弹重达１．５吨，最大

射程达４１千米。除了主炮外，它们还装有几种口径的副

炮和机枪，最初每艘是５６座，后又改装为１４７座，同时还

增设了当时日本刚刚研制成功的雷达探测设备。为了侦

察敌情和观测、修改主炮射击的弹着点，舰上还装有６架

水上飞机，由舰上的两座弹射器弹射起飞。

为了防御鱼雷、水雷和炸弹的攻击，“大和”号和“武

藏”号都有装甲防护。舷部有５层钢板的防护，最大厚度

４１０毫米，创造了当时战列舰装甲厚度的最高纪录。底部

也有３层钢板防护。全舰装甲总重竟达２１００多吨。舰

体水下部分若中一枚鱼雷，不会影响战斗力；同一舷若中

两枚鱼雷，由进水造成的倾斜不会超过５度，仍能坚持

战斗。

日本军国主义花费巨资而苦心营造了这两艘大型战

舰，以为凭其坚甲巨炮便可叱咤风云于太平洋，抗衡英美

于“太东亚”的防线以外。他们自誉这两艘军舰为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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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中流砥柱”，故在几次重要的水面舰艇会战中，日军

都没有舍得亮出这两张“王牌”。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军进行夺取菲律宾的登陆战时，选

择了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作为登陆点，因而触痛了

日本人。因为，菲律宾是日本人内侧防线的最大基地。

日本人认为这是海上决战的最后时刻，必须使用全部海

军和所有可用的陆军和空军兵力，这样，才动用了这两张

“王牌”。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大和”号和“武藏”号两舰从婆

罗乃湾锚地出发，准备在２５日凌晨到达莱特湾，用优势

的炮火出其不意地压制美国的登陆部队。然而，它们在

突袭途中，就被美国航空母舰上的侦察机发现了。２４日

上午１０时至下午２时，从特混舰队起飞的２５０架美国飞

机分５个波次连续攻击日舰队。尽管日本海军舰队的

１０００余门火炮猛烈进攻，仍无法扼制美军飞机的密集轰

炸，结果“武藏”号被２０枚鱼雷、１７颗炸弹击中，不到５小

时就沉没了，舰上２３９９人中有１０２３人丧生。“大和”号

等舰在这次战斗中虽幸免于难，但也带伤逃窜回日本

本土。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美国在冲绳岛登陆，战火直逼日本

家门。为了挽回败局，日军妄想采用引敌围歼的“菊水作

战”方针。由“大和”号战列舰、１艘巡洋舰和８艘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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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编队，在第二舰队司令伊藤整一中将率领下于４

月６日下午４时从濑户起航，企图在４月９日赶到冲绳岛

海面的美海军军舰集结地，对美舰发起攻击。然而，舰队

刚刚出港，就被在附近潜伏的美潜舰“线鳍鱼”号发现并

跟踪。７日凌晨，日舰编队刚刚越过大隅海峡，就进入了

美航空母舰侦察机的巡逻警戒圈。１２时４０分，日本编队

遭到美舰载飞机的３波次攻击。这次，美军共出动１０００

架次舰载飞机，“大和”号被１２枚鱼雷和７枚炸弹击中，

大量海水涌入舰体，后来弹药舱又发生爆炸，致使舰体迅

速倾倒。下午２时２３分，世界上最后一艘最大的战列舰

在出航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便夹着众多的血肉，一同沉

于海底，舰上２７６７名舰员中仅有２６９人生还。超级巨舰

“大和”号和“武藏”号的沉没，标志着“大舰巨炮主义”的

灭亡，也宣告了战列舰时代的结束，它告诉人们一个全新

的海战观念：没有制空权就没有舰艇行动的自由权。此

后，集海、陆、空于一体的航空母舰得到迅速的发展和

壮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约有６０艘战列舰参战，其

中约有１／３被击沉或击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导

弹、核武器的出现和广泛装备，国际上出现了“大型军舰

已经过时”、“大型军舰在导弹、核武器面前不堪一击”的

议论。在美国内部，“航空母舰派”和“战列舰派”相互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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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结果，“战列舰派”败北，“航空母舰派”赢得了广泛的

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各战列舰拥有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中期起纷纷将战列舰退役，其中，一部分报废而拆卸钢

板，另一部分先是转为后备役，后被逐步封存。到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末期，战列舰基本从海上消失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侵越战争和其后的中东战争期间，

美国海军曾两次重新启用已被封存的战列舰“新泽西”

号。这艘老牌战舰在战斗中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

一直未能拯救战列舰的命运，使用了不长的时间后，又被

重新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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