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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占鳌头的美国两栖战舰

杨齐柏 

美国两栖战舰全貌 
作为两栖战舰的鼻祖，美国海军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十分注重两栖战
舰的发展，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种类最齐全，装备最先进的两
栖舰群。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由海向陆”新战略的提出，
美海军作战重点由大洋深处转向沿岸地区，能适合沿岸复杂环境作战
的两栖战舰更是备受青睐。近年来 美海军正不惜重金，全力发展新
一代多用途两栖船坞登陆舰ＬＰＤ１７  受到各国广泛关注。 
目前，美海军共拥有７型４０余艘两栖舰，各型登陆艇３００～４０
０艘，气垫登陆艇约８０艘。在役的主要两栖战舰包括“塔拉瓦”级
两栖攻击舰、“黄蜂”级多用途两栖攻击舰、“惠德贝岛”级船坞登
陆舰。 
美海军现役有５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全部建造于７０年代，
是美海军第一级在设计中贯彻了“均衡装载、垂直登陆”思想的两栖
舰艇。由于实现了均衡装载，一艘舰艇即可独立将一个陆战队远征大
队的人员和作战装备运送至作战区域，而在此之前则需要５艘专门用
途的两栖战舰船协同配合。该级舰可载１７００余名海军陆战队员，
４艘ＬＣＵ１６１０型通用登陆艇（或２艘通用登陆艇和２艘ＬＣＭ
８机械化装备登陆艇，或１７艘ＬＣＭ６机械化装备登陆艇），航空
燃油１２００吨。此外，还可载１艘ＬＣＡＣ气垫登陆艇和４艘大型
人员登陆艇。为实施“垂直登陆”，该级舰还具有较强的飞机搭载能
力，可载１９架ＣＨ－５３Ｄ “海种马”或２６架ＣＨ－４６Ｄ／Ｅ
“海上骑士”直升机，此外还可搭载ＡＶ－８Ｂ“鹞”式战斗机和无
人驾驶侦察机。 
“黄蜂”级多用途两栖攻击舰是美国最新的多用途两栖攻击舰，主要
使命是担负大规模快速立体登陆作战任务。拟建７艘，首舰于１９８
５年动工建造，目前已有６艘建成服役。满载排水量４０５００吨，
设有飞行甲板（长约２５０米）和船坞，９个直升机起降点。每艘可
载一个由１８００人组成的陆战队远征大队和一个由６～８架ＡＶ－
８Ｂ “鹞”式战斗机和３０架直升机组成的航空大队，并可载５辆Ｍ
１型主战坦克、２５辆轻型装甲车、８门Ｍ１９８型１５５毫米拖曳
式榴弹炮和８０多辆后勤车辆。２座８联装“海麻雀”舰对空导弹，
３座“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 
“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的主要使命是配合两栖攻击舰实施大规模
快速登陆。拟建１２艘，首舰于１９８１年动工建造，目前１２艘全
部入役。满载排水量１５７２６吨，舰长１８５．６米  最大航速２
２节。可载４艘ＬＣＡＣ气垫登陆艇，陆战队约５００人，坦克约２
０辆。为了增加载货能力，该级舰从第９艘起作了改进。坞舱装载量
减少一半，只能装载２艘ＬＣＡＣ气垫登陆艇；货舱从原来的１４
１．５平方米扩大到１１３２平方米，车辆甲板面积也有所增加。 
目前，美海军若动用其全部两栖战力量，可使２个陆战旅同时从地平
线外及近岸水域向敌滩头阵地发起立体登陆作战。虽然美海军这种强
大的登陆作战能力迄今为止并未在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中经受考验，但
其强大的威慑力却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海
湾战争中，美海军动用近４０艘两栖战舰船，搭载１８０００名海军
陆战队员，在伊拉克东部海岸摆出随时准备发起登陆作战的态势，牵
制了几十万伊军主力部队，为陆上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两栖新秀“圣安东尼奥” 
“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即ＬＰＤ１７）是美国海军最新一级
的两栖战舰。该级舰拟建１２艘，首舰已于１９９８年批准建造，预
计于２００４年服役。ＬＰＤ１７将使美海军在２１世纪保持２．５
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的运输能力  对于其顺利实施“海上力量投射”
至关重要。作为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发展计划的重中之重，ＬＰＤ１７
中溶入了许多先进的舰艇设计和建造技术，是一级技术先进、特点鲜
明的两栖战舰，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美国两栖战舰的发展趋势。 
１ 均衡的两栖战性能 
ＬＰＤ１７满载排水量２５３００吨，全长２０８ ４米，舰宽３１
９米，满载吃水７ ０米，主机４台中速柴油机，最大航速２２

节，可搭载陆战队员７００～７２０人、２艘ＬＣＡＣ、２架ＣＨ－
５３Ｅ或４架ＡＨ／ＵＨ－１Ｓ舰载机。若仅从各主要性能参数来
看，ＬＰＤ１７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事实上，ＬＰＤ１７在
设计中十分注重“多用途”，力求使舰艇具备均衡的两栖战能力。美
国海军苦心孤诣地研制ＬＰＤ１７，目的是用来取代２０１０年前将
全部退役的４１艘ＬＰＤ４、ＬＤＳ３６、ＬＫＡ１１３和ＬＳＴ１
１７９两栖舰艇，这就决定了该级舰必须具备均衡的两栖战性能，以
便能承担上述４级舰的主要作战任务。 
ＬＰＤ１７均衡的两栖战性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该舰
可同时搭载海军陆战队员、各种车辆、气垫登陆艇（ＬＣＡＣ）及多
种型号的直升机，不仅具有强大的两栖运输能力，在登陆作战方面也
毫不逊色于其他两栖登陆舰艇； （２）为弥补美海军两栖舰队车辆载
运能力的不足，该舰减少了搭载ＬＣＡＣ的数量，使车辆甲板面积扩
大到２５６０平方米，超出“惠德贝岛”级船坞登陆舰后期舰近５０
０平方米，使整个舰队的载运能力更为均衡；（３）装备了更强的防
空武器。美国海军目前在役的大多数两栖舰艇只配有传统的、有限的
自卫武备，而ＬＰＤ１７装有“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ＲＡＭ
近程舰空导弹发射装置和改进型“海麻雀”舰空导弹发射装置和先进
的电子战系统，大大增强了两栖舰队的防空能力。 
２ 提高舰艇生命力的措施 
ＬＰＤ１７在设计中综合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提高该舰的生存能力： 
提高舰艇隐身性 钢结构上层建筑设计为侧壁向内倾斜，减少突出的
装备，桅杆、雷达、ＲＡＭ导弹发射装置等设备的突出部分均涂有雷
达电磁波吸收材料，并将气垫登陆艇收容在舰内，以便减小雷达波反
射面积。采用先进的消磁系统，以降低磁信号特征。据称，该舰的雷
达反射面和红外辐射面积仅为“惠德贝岛”级的１％。 
提高舰艇抗破损能力 为此，在设计中加强了水密舱结构，提高舰艇
的整体生存能力。提高易中弹部分防弹片破坏能力，改进抗冲击性，
特别是容易被击中的部位，有了更大的抗破坏冗余量。 
增强舰艇自卫防空能力 从ＬＰＤ１７第６艘起，将装备美国海军最
新研制的ＳＳＤＳ（舰艇自卫系统）。ＳＳＤＳ是一种集成舰艇自卫
系统，由多功能雷达、ＥＳＳＭ（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先进的
综合电子战系统和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组成。届时将在前５艘上改装
ＳＳＤＳ。 
提高三防能力 为此，强化了吸排气系统的化学、生物与放射性物质
的过滤能力，并对预压、水密、排烟系统进行了改进。 
３ “为使用而设计”的舰艇 
ＬＰＤ１７项目办公室中的一位专家将该舰的设计指导思想概括为
“为使用而设计”。所谓“为使用而设计”，就是要把舰艇的可更新
性、可操作性、可维护性和可承受性贯彻到舰艇的整个设计过程和所
有环节中去，其核心是要尽量降低舰艇的全寿期费用。这种设计思想
离不开网络数据库和模拟仿真两大关键技术的支持。 
ＬＰＤ１７研制组成员来自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工业部门和舰艇部
队等不同部门，且分散于各地，如何实现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是一个
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ＬＰＤ１７研制组在项目一开始，就建
立了一个称之为“集成产品数据环境（ＩＰＤＥ）”的网络数据库系
统。这是一个在空间上分散而在逻辑上统一的面向对象的多媒体数据



库，用以存储ＬＰＤ１７所有设备、系统和平台级信息。通过ＩＰＤ
Ｅ，研制组成员就能方便快捷地共享存储在各地的数据、图纸、规范
和模型等各种资料，这是实现“为使用而设计”的前提条件。但是，
共享信息只是ＩＰＤＥ用途的一个方面，它还将为舰艇的使用、舰员
的培训提供完善的数据库支持。舰艇服役后，常用的信息将从ＩＰＤ
Ｅ中被提取出来保存到舰上，舰员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取这些信息， 用
于舰艇的日常维护。对于ＩＰＤＥ中的其他信息，舰员可通过卫星通
信链路获取。 
模拟仿真技术在ＬＰＤ１７项目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及时发现并纠正设计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模拟仿真技术可将仍
处于概念阶段的设计方案以虚拟现实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些用传统方
法往往要到很晚才能发现的设计问题，现在可以及早发现并纠正。在
ＬＰＤ１７的设计过程中，借助模拟仿真技术，发现了作战情报中
心、直升机控制站、小艇操作系统及车辆载运中存在的干扰问题，并
进行了纠正；（２）为设计人员提供一种与要求制订者、舰艇使用人
员及培训人员进行交流的可视化工具。有了模拟仿真这种可视化的工
具，枯燥的文件图纸变成了“虚拟的现实”，其他部门的人员可以根
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向设计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反馈意见，有助于设
计人员改进设计方案。（３）用于舰员的培训。设计阶段所建立的大
量的仿真模型，可用来帮助舰员熟悉舰上系统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掌
握操作技能。 
两栖战舰的发展趋势 
１． 强调多用途和通用性 
美军设想在新世纪“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要求美海军两栖舰队
能在未来作战中投送２．５ 个海军陆战队远征旅的兵力。此外，近年
来地区冲突日益频繁，美两栖舰队所充当的“救火队”的任务也更加
繁重。但是目前两栖舰队正经历着一次大换血，大批老式舰艇纷纷退
役，而补充入役的新舰屈指可数，舰只数量急剧缩减。为此，美海军
在新设计的舰艇中一方面侧重于实现其主要功能，同时强调了多用途
和通用性，力图以较少的船只完成更多的作战使命。８０年代以后设
计的“惠德贝岛”级、“黄蜂”级以及最新的ＬＰＤ１７船坞登陆舰
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比如“黄蜂”级两栖攻击舰，作为两栖攻击舰，
它搭载有４０多架直升机和垂直／短距起降飞机，装备了较强的防空
武器，具有强大的对岸攻击能力；同时，它又能装载气垫登陆艇、两
栖车辆及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可执行登陆作战。此外，舰上还有完善
的医疗设施，成为仅次于海军医院船的海上医院。到２００９年，美
两栖舰队将以３６艘多用途两栖战舰承担全部两栖作战任务，包括两
栖攻击舰１２艘（７艘“黄蜂”和５艘“塔拉瓦”）、 船坞登陆舰１
２艘（ＬＰＤ１７级）和船坞运输舰１２艘（“惠德贝岛”级）。上
述三型舰各抽调一艘可编成１个登陆作战群，运送１个海军陆战大
队。届时，美海军两栖舰队将拥有１２个登陆作战群。 
２． 均衡搭载能力 
目前，美两栖舰的搭载能力很不平衡，人员搭载能力可达约２．８个
远征旅，但却只能运载２个远征旅的装备和货物。如不设法平衡，势
必严重影响两栖舰队的作战能力。虽然美国海军早就意识到了这一
点，从“惠德贝岛”级的第９艘起进行了改进，增加了车辆和货物的
运载能力。但由于大量老舰退役，而新舰补充不足，搭载能力的不平
衡并没有太多改观。最新研制的ＬＰＤ级又针对这一问题大幅度地增
加了车辆甲板和货物运载空间。只有到２００９年１２艘ＬＰＤ１７
全部入役后，这一长期困扰美海军的顽症才能最终解决。 
３．加强突击威力 
两栖战舰的突击威力主要体现在所搭载的直升机和高性能气垫登陆艇
上。１９８５年，美海军提出了“超地平线突击登陆”两栖作战模
式，其实质就是充分利用直升机、气垫登陆艇等新型登陆装备速度
快、机动灵活、能轻易逾越障碍的优势，在视距外发起两栖攻击，变
以往的“平面登陆”为“立体登陆”。毫无疑问，美海军在新世纪不
仅会继续奉行这一作战模式，而且还会将其发扬光大。因此，其新型
两栖战舰的设计将更加注重直升机和气垫登陆艇的搭载。一方面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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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运用模拟仿真等先进技术，使设计更适于直升机和气垫登陆艇
的搭载和操作，另一方面将大力研制高性能气垫登陆艇和各种新型直
升机。 
４．提高自卫能力 
两栖舰艇的主要威胁来自空中的飞机和反舰导弹。近年来随着高性能
武器在全球的扩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拥有了先进的战斗攻击机和
精确制导导弹，对美海军两栖战舰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迫使其提高自
身的防空能力。如最近研制的ＬＰＤ１７级船坞登陆舰，其武器装备
已远远超过“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美海军目前正在研制ＳＳＤＳ，
此系统装备上舰后，将大幅度提高两栖舰艇自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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