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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迷彩服的历史，要追溯到 40年
前，即 2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我军
的第一代迷彩服——81式伪装衣。由于
边境反击作战需要，早期我军的迷彩服采
取了边设计、边试用、边改进的发展模式。
例如，俗称“大五叶”的 81式伪装衣，从设
计到定型的过程中，先后试装过单面迷彩、
双面迷彩、大五叶迷彩、小四叶迷彩、连帽
和面罩版等多个版本。经审定，81式伪装
衣具有阻燃、防水、防白天可见光和防夜间
微光及近红外线观察效果，各方面性能指
标达到国际同类迷彩服产品先进水平，经
历了实战检验，并得到前线指战员的充分
肯定。

从外观看，我军第一代迷彩服的主要
特征是采用较大的迷彩斑点、圆滑的边缘
轮廓，三色与四色大斑点能较好地分割目
标外形轮廓，在对抗近距离、较低分辨率的
侦察时，伪装效果比较好。电视剧《我是特
种兵》中，侯勇饰演的侦察部队大队长在边
境山地作战时，穿着的就是我军早期的迷
彩服，从剧照细节看，这款并不是最初的81
式伪装衣，而更加接近后来的85式伪装衣，
不仅采用了 1985年以后的肩章式，还采用
双面印染设计——一面为适用于南方林区
的叶状迷彩，另一面为适用于荒漠地带的

斑点迷彩。
81式、85式伪装衣带有一定程度的试

用性质，只在部分边境部队小范围列装，很
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军大范围配发的
迷彩服，是第二代 87式迷彩作训服。它采
用四色几何变形设计，集深绿色、黄绿色、
棕色及黑色等4种变形斑块于一体。87式
迷彩服在我军列装范围最广，穿着时间长
达 20年。1998年抗洪抢险中，我军指战员
身穿的迷彩服就是87式迷彩服。

在部队列装使用过程中发现，87式迷
彩作训服仅适合我国北方夏季和南方地
区，不能完全适应各军兵种部队在不同环
境条件下的作战需要。尤其是在没有植被
或缺少植被覆盖的濒海地区，四色迷彩的
伪装效果不佳，很容易暴露在可见光之
下。为了满足海域作战环境需要特别是适
应两栖作战特点，中国海军又以 87式迷彩
服为基本样式，以银灰白、浅天蓝、叶绿、黑
褐色为基调，使用不规则迷彩大色块，研发
出了独具特色的海洋迷彩，并针对海洋环
境紫外线照射强的特点，加装了斗帽和面
罩，把脖颈和脸部遮蔽起来，增强了伪装和
防护效果。

迈入21世纪，以87式迷彩服为代表的
作训服体系已无法满足现代信息化战争的

需要。2007年，我军开始配发第三代迷彩
服——07式迷彩作训服，主要分林地迷彩
作训服和军兵种迷彩作训服，又按季节分
为夏季迷彩服和冬季迷彩服，用料为耐磨
细斜纹布。从迷彩设计看，07式迷彩服采
用了计算机像素格组成的数码迷彩，主要
特点是将传统迷彩服的色块像素化，运用
计算机进行设计喷涂，形成复杂的迷彩色
块，色彩方案依据我国主要地域的季节变
化和相应植被体系进行设计。同传统迷彩
的不规则斑点或条纹相比，数码迷彩运用
像素点阵的视觉原理，使得不同颜色间的
边缘模糊化，在视觉上有渐变的特点，可以
提高近距离的隐藏能力。因此，07式迷彩
服从近处看是布满像素的“小花”，从远处
看就因混色而形成“大花”，可满足我军执
行多地域军事任务的需要。2009年新中国
成立 60周年阅兵时，受阅部队身着的迷彩
服便是07式数码迷彩作训服。

2019年 10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上亮相的新式迷彩
服，是我军的第四代迷彩服“星空迷彩”，它
分为热区林地、荒漠、温区丛林、城市、沙漠
等 5种颜色，能适应国内外不同地形地貌，
意味着我军单兵服饰战场隐蔽能力迎来了
新一轮提升。

我军迷彩服的4代接续

在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官兵
身着“星空迷彩”闪亮登场，瞬间吸引了无数眼
球。那么，作为我军的新一代迷彩作训服，“星
空迷彩”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从央视新闻公开的细节看，“星空迷彩”不
仅对颜色、样式、标识符号等进行一系列优化完
善，还兼顾了林地、丛林、沙漠、荒漠、城市等多
个作战环境，更加适应复杂条件下信息化战争
和多地域军事行动任务需要。笔者大胆推测，

“星空迷彩”正式列装后，很可能会成为我军各
军兵种通用的迷彩服，各军兵种部队可以按照
作战地形、环境、任务需要，有针对性地灵活选
配，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在同一地域内，不同军种
部队身着同一品种迷彩服的场景，实现多军兵
种全地形联合作战。过去那种“一个军种、一色
迷彩”的情况将彻底成为历史。

从迷彩设计上看，“星空迷彩”从以往的大
色块改为小色块，数码像素用肉眼看上去近似
圆点，其噪点充满了凹凸感和层次感，增强了自
然性，模拟细致的环境特征效果极佳。其迷彩
样式又构成了宏观和微观两种成像效果，即远
看时看不出色斑锯齿边缘，不同颜色的斑点通
过并置、交错，产生空间混色，形成大斑点的效
果，可模拟森林、群山等背景群落的表面特征；
近看是大小不一、一格一格的方形小色块，通过
内包、外围造成一种“视错觉”，产生不确定感，
能模拟树影摇曳效果，以及丛林或沙漠等背景
中的树叶、碎石的斑驳特征。在不同时段的阳
光下，“星空迷彩”也会变化不同的颜色，在战场
环境中更容易隐藏，大大提高了作战隐蔽性。
从相关新闻报道看，“星空迷彩”的设计，同时应
用于头盔、战术手套、作战背心、背包、作战靴等
配套携行具上，在隐蔽、防护、集成等方面有了
显著进步。

从功能设计上看，“星空迷彩”不仅提高了
伪装效果，而且还有很多人性化设计，更加符合
人体工程学原理，穿着更加便捷舒适。外形样
式变成了夹克式，领口采用可翻式圆立领，竖起
时防风防尘保暖，翻下时散热透气。袖口不再
使用纽扣，而是魔术贴，可根据手腕适度调整。
肘部和膝盖部位分别有两个口袋，内置护肘、护
膝，并加入了束扎带，直接调节松紧，使护具和
关节处更加贴合。腋下及裆部采用立体剪裁和
菱形设计，既修身又便于运动。上衣和裤子的
口袋均采用斜插式设计，方便行
军、蹲踞、匍匐等不同姿势下的物
品取用和存放。

为了考虑作战和训练中剧烈
的战术动作需要，“星空迷彩”的
标 识 在 细 节 上 更 加 符 合 实 战 需
要。比如，除了军衔是套在胸前
之外，其他标识牌均使用魔术贴
设计，与身体贴合更加紧密，防止

臂章等标识挂住枪带和其他装具，或是勾住
树枝、铁丝网等障碍物，有效避免实战中对战
术动作的意外失误。不仅如此，“星空迷彩”
的上衣襟采用快开拉链设计，具有快速穿脱
功能，更便于战场快速救护和伤口包扎。在
胸前还增设了一个储存个人信息的二维码，
与新一代的战伤救助系统联通，提升了野战
医疗收治效率。

“星空迷彩”作为我军官兵新一代战袍，体
现了我军瞄准实战被装设计的最新水平。从国
防部发布的信息看，“星空迷彩”目前尚处于试
穿阶段，未来正式定型配发后，势必还有更多惊
喜，我们将和读者一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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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中国第16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誓师大会上，维和官
兵身着新式迷彩服威武列阵，让人眼前一亮。

而在6月2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身着
的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中亮相的新式迷彩服。下一步，将按计划陆续配发
全军部队。

本期视点将走入历史、重返战场、解构战袍，回顾迷彩服的前世今生，带您了解我军迷彩服背后
的故事。

迷彩作训服，是指具有和作战环境相
适应的颜色、图案和光谱反射特性的作训
服。设计原理，主要是通过图案（色块）来
分割破坏目标物轮廓，通过颜色来融入背
景降低识别度，最终利用面料上存在的不
同颜色和形状的色斑，使人的形体融汇于
背景环境。军人在执行侦察、潜伏、冲锋和
穿插等战斗任务时，身着迷彩服可以降低
人和物的识别特征，具有隐真示假、降低发
现概率、减少伤亡的作用。

军服的色彩应满足隐蔽行动的需要，
这是基本的战场法则。1899年第二次英布
战争中，身着红色军服的英军，在南非森林
和草原中格外醒目，布尔人尽管兵力弱小，
却及时把服装和枪炮染成草绿色，打得英
军措手不及，伤亡高达 9万多人，这一战给
欧洲军队敲响了警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随着各种光学侦察器材的投入使用，
着单色军服已难以适应在战场环境中生
存。在西线战场，德军士兵为缓解因钢盔
反光引发的战场暴露问题，经常用泥土、树
叶或油漆自行对钢盔进行喷涂。1918年 7
月，德国总参谋部发布命令，规定了钢盔伪
装的正式标准，要求士兵根据不同的季节、
作战区域地理环境，相应地用绿色、棕色和

黄色等油漆，在钢盔上喷涂几何形状的斑
块，各斑块间用手指宽的黑线分隔。这种
迷彩喷涂不仅防止了反光，而且在战壕阵
地战的环境中，视觉效果上扭曲了钢盔外
形轮廓，对敌方狙击手起到了一定的迷惑
作用。

一战后，各种光学侦察手段对军服的
战场伪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的挑战面
前，迷彩服横空出世。从一战到二战爆发
前，各国迷彩服的图案设计还停留在手工
迷彩阶段，主要是以用户自己或美术专业
人士参与，以奇思妙想的设计人工喷涂迷
彩为主。1929年，意大利研制出世界上最
早的迷彩服，意大利的首款迷彩服采用了
棕、黄、绿和褐黄 4种颜色。这种迷彩服被
称为“Telomimetico”，在意大利语里的意思
是“迷彩布”。之后，世界各国军队也纷纷
研发出了迷彩服。

德国在 1937年就开始配发迷彩罩衫，
其颜色以绿色、黄色、茶褐色为主，适用于橡
树叶、棕榈叶、悬铃木等植被条件下的伪
装。很多二战历史照片、影视剧中，都经常
能看见在毛料军服外套着迷彩罩衫造型的
德军士兵。除了罩衫外，德军也生产过迷彩
的背包、装具，还有迷彩跳伞服。1941年，德

军入侵克里特岛时，专门为伞兵部队配发了
分体式的迷彩跳伞服。到了战争后期，非罩
衫式的迷彩作战服也开始在德军中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各国军队的
迷彩服设计摆脱了手工绘制，从涂装改为
印染成品布料来制作军服。其中，苏联、英
国和美国的迷彩服开始在少数特殊军兵种
率先使用，随后逐渐流行起来。苏联的双
色大叶迷彩、英国的丹尼森迷彩和美国的
猎鸭迷彩，就是二战中盟军迷彩服的经典
之作。二战后，迷彩服在世界各国军队中
越来越常见，后来逐渐引入计算机设计，衍
生出了诸多不同的派系和类别。

经过近百年发展，迷彩服已经成为世
界上各国军队最主要的军服式样。一套优
秀的迷彩服，不但要起到在白天迷惑敌人
肉眼的作用，还要有防仪器侦察的能力。
一些国家的设计人员在印制迷彩色斑的染
料中加入特殊化学物质，使迷彩服反射红
外光波的能力与周围自然景物相似，从而
达到迷惑近红外夜视仪的目的。除了防近
红外光侦察的能力，有关人员正在研制可
防热红外及雷达侦察的迷彩服，以便让士
兵在战场上完全“隐身”。随着科技的发
展，未来的迷彩服也许会有更多的惊喜。

从“头”开始的迷彩起源

““神秘涂鸦神秘涂鸦””有玄机有玄机

迷彩服背后的故事迷彩服背后的故事
■■王王 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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