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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视技术是在夜间

或低照度条件下 ,应用光

电探测和成像技术 ,将不

可见的景物图像经光电

转换增强为可见图像的

信息采集、处理和显示技

术。它包括主动红外夜

视技术、微光夜视技术和

热成像技术等。民用上

可用于天文观察、宇宙探

测、航天航海、深水考察和核物理实验等 ;军事上主

要用于夜间侦察、照相、观察瞄准、导航、驾驶车辆、

武器的火控系统、装备修理、工程抢险和战地救护

等。在 1991 年的为期 42 天的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

队对伊拉克军事设施的侦察和轰炸有 70 %都是在

夜间进行的 ;小范围的地面接触、兵力调动、物资运

输 ,也都选择在夜间进行。

夜视技术的基本原理

在正常情况下 ,人眼只对波长为0. 4～0. 7微米

图　1

的可见光敏感 ,对其他光线则是视

而不见。如人眼在月光下只能发

现 240 米处走动的人员 ;在星光下

只能发现 70 米处的人员 ;在无月的

阴天 ,观察距离更近 ,一般只有十

几米甚至几米。然而大气层中存

在丰富的红外线 ,这些红外线的强

度在夜天光中比可见光的光谱高 ,

它们来源于地球上一切温度高于

绝对零度 ( - 273 ℃)物体的热辐射 ,

这些热辐射红外线含有物体表面

和其内部的温差信息。如果人眼

对这些热辐射感光 ,则即使是在漆

黑的夜晚也能识别出目

标物体。于是人们根据

此原理研究出了各种夜

视设备 ———能够将红外

线转变为人眼敏感的可

见光的专用设备 ,利用这

些夜视设备即使是在伸

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 ,

也能“看”清周围的物体。

图 1 为在可见光下的成

像 (上)与热成像 (下)的对比图。热成像图像经图像

处理后 ,就可基本上恢复物体的原貌。

常用夜视设备有微光夜视仪、微光电视、热成像

仪、激光成像雷达和微波成像雷达 ,这些夜视设备主

要是经过以下几个过程实现光电转换的。

集光　采用高透光率、大入瞳、大相对孔径的光学

系统 ,延长曝光时间(对于运动目标的曝光时间不允许

太长) ,最大限度地接收目标反射与辐射的光能量 ,为

随后的光电转换单元提供尽可能强的原始信号。

扩角 　用物镜、目镜和显示屏

将目标图像放大 ,使人仿佛感到与

景物的距离缩短了 ,从而更容易看

清细节。

转换 　利用能产生光电效应

的特殊材料进行光电转换 ,将红

外、紫外等非可见弱光信号转换成

电信号 ,经放大后送至荧光屏转换

成可见光 ,供人眼观察。

增幅 　利用像增强器将微弱的

光学图像的亮度增强 5 万～10 万倍 ,

使输出的光学图像的亮度达到人眼

能观察的水平 ,即达到 1 坎德拉/ 米2

综合效应 ,不仅对使用过程中的兵器系统采用这种

防电磁危害设施 ,还应该贯穿于兵器系统的设计、制

造、储运和使用的全过程。更高的要求是在理论和

实验基础上 ,提出新的防电磁危害原理和技术 ,彻底

改变现行的被动式防护加固技术。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 ,电子对抗所包含的技术

范围越来越广。电磁波谱已大大超出了无线电波段

范围 ,迅速向两端扩展 ,即向低端声频、次声频和高

端的光频 ,甚至射线扩展。电子对抗的发展将推动

电子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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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热成像仪则用电子放大器使信号增幅。

图像处理　利用电子滤波器或计算机处理图像

信息 ,使目标的轮廓更突出、醒目 ;然后用模式识别

技术识别感兴趣的目标物体 ;将图像存储起来 ,便于

弥补肉眼直接观察时所受的时间限制。图像存储有

两种方式 ,模拟方式 (如照相胶片)和数字方式 (如摄

像磁带、磁盘和光盘等) 。

辅助照明 　在不造成自我暴露的前提下 ,用辅

助光源照射目标 ,提高目标的照度 ,能有效地增大夜

视仪的视距。

多光谱探测 　收集同一目标在不同波段的辐

射 ,多个光谱通道的信息相互映证 ,获取和辨识目标

的隐性特征。

随着微光夜视仪和红外热成像仪的发展 ,人眼

在夜间的侦察能力与识别能力大大提高。目前 ,夜

视技术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多光谱目标探测与识

别技术等多种手段 ,探测难于发现 (或不便探测、识

别)的目标。

夜视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

战后 50 年来 ,夜视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最

近几次高技术局部战争中 ,雷达成像、热成像和微光

成像等技术 (以及卫星、无人机等平台) 在侦察监视

和图像制导精确打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夜视设

备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军事行动的“透明度”增大 ,

反侦察、反监视的难度增大 ;但是却提高了军队的快

图 2 　热成像对比图

速反应能力和指挥效果 ,提高了远程打击的成功率 ,

提高了夜战和恶劣气象条件下部队的作战能力 ,并

促使战场向大纵深、超视距、多维化方向发展。图 2

为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利用热成像仪在夜间拍摄的

伊拉克埋在沙漠中的坦克。经图像处理 ,增强对比

度后 ,坦克的面貌就被辨别出来了 (图 2 右侧为原始

图像 ,左侧为处理后对比度增强的图像) 。从图的效

果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多国部队的打击成功率如

此之高。

另外 ,2001 年 11 月 15 日凌晨 1 时 ,美军 F215 战

斗机投掷 GBU215 制导炸弹、“捕食者”无人机发射

“海尔法”导弹攻击阿富汗一家旅馆 ,使正在开会的

穆罕默德·阿提夫 (“基地”组织第二号人物) 在空袭

中丧生。美军在该战斗中获胜归功于星载、机载夜

间侦察设备在 11 月 14 日晚间为五角大楼提供了及

时准确的图像侦察情报。为这次行动提供情报的主

要装备是装载“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瞄准雷达系统

的 E28C飞机和小型“捕食者”无人机 (载有昼/ 夜摄

像机和两枚导弹 ,飞行高度 7500 米) 。

信息是否灵通是影响指挥能力和打击能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 ,夜视技术

提高了武器系统的瞄准精度 ,从而使战争在时域上

得到延拓 ,使军队的活动自由度得到扩展 ,后勤支援

能力以及机动和协同能力得到增强。

夜视技术发展趋势

在未来战争中 ,拥有高技术兵器和先进夜视器

材的军队将会更加重视依靠夜间进攻战取胜。近年

来 ,随着夜视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的发展 ,世界各国

都普遍重视发展高技术夜视器材 ,并把它作为一项

重点来抓 ,有些国家正在研制将各种夜视技术的长

处综合在一起 ,并同其他侦察手段 (如雷达、激光测

距仪、毫米波成像器材等) 结合起来 ,能同时在不同

波段下工作的夜视仪器。随着夜视装备的高技术

化、系列化和普及化 ,世界各国军队的夜间作战能力

得到了全面提高。

为了提高夜战能力 ,夺取未来夜战的主动权 ,我

们必须加速发展先进夜视装备及其对抗技术 ,改善

夜战装备 ,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现有国情下 ,

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上或超过夜视技术先进的

军队 ,加上我们的军费支持有限 ,所以我们应该研制

一批性能较为先进而价格又不太昂贵的、比较有效

的夜间观瞄器材来装备部队 ,同时以必要的投入去

发展新一代的夜视技术。当代战争已经不再是攻城

掠地 ,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和经济目的。我们每

个公民不仅有责任守护每一寸领土 ,而且还要保护

好国家的战略目标。要想国家不受外来势力欺侮 ,

只有努力发展自己 ,尽快使祖国强大起来。只有大

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研制出自己的杀手锏 ,富国

强兵 ,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 ,不受欺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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