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意见 

相关报道 

编辑热线 

各期杂志 

  

MODERN SHIPS2000.9

 美国海上补给系统的发展 

郑定泰 

１００年前，在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中，美海军就尝到了不能航行补
给的苦头。美军舰在古巴港口封锁西班牙军舰时，需要重新加煤。可
当它们在公海上并排加煤时却碰破了运煤船。无奈只好派海军陆战队
在古巴登陆，抢占港口加煤。当西班牙战舰从港口逃逸时，美４艘战
列舰中的一艘却因去港口加煤而未能投入战斗，失去追堵西班牙舰的
战机。这件事使美国海军决心发展第一批航行补给系统。 
在西班牙与美国战争结束至一战开始期间，美海军研制和试验了几种
在海上添加燃料的系统。这些系统可在舰船相隔９２米的距离内，在
运煤船横摇２０°的情况下，将煤装在袋内，使用一根高架张索通过
舰传送，每小时输煤累计８３吨。军舰使用燃油后中止了在海上加煤
系统的发展。 
在一战期间，由于美国使用燃油的驱逐舰巡航距离短，不能直接到达
欧洲，需要在海上加油。为此，美舰“莫米”号 ＡＯ－２ 被指令
驻屯大西洋中部，为这些驱逐舰加油，但却缺乏加油手段。在驻屯途
中，“莫米”号的副舰长兼总工程师切斯特·尼米兹想出了一种横向
加油的临时措施，发明了一种被命名为“尼米兹应急索具”的加油系
统，加油时两船间距１２米。“莫米”号用这种方法为３４艘驱逐舰
加过油。后来，尼米兹应急索具成为美海军在海上主要的加油索具，
直到二战后。 
尼米兹海上补给应急索具的最大的优点是费用低廉，容易实现，但并
不是在任何海况下都能适用。例如，美海军的特遣舰队在救援威克岛
海军陆战队驻军时，曾由于在中海况下为驱逐舰加油困难，延误了时
间，使日本人得以在该岛登陆并占领该岛。后来台风侵袭了舰队，它
们想加油而不能加，因此损失了３艘驱逐舰。 
在策划硫磺岛战役时，美海军又遇到了弹药补给的难题。当时美海军
陆战队曾要求美海军在登陆前作１０天炮击，但美海军没有掌握航行
补给弹药的技术，所载弹药仅够炮击３天，要补充弹药必须退到远离
战区的锚地。 
为解燃眉之急，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曾指示后勤编队的伯顿上校要创
造在海上进行弹药补给的方法。于是，伯顿提出了一种使用现已装在
舰上用于在港口装卸干货的临时索具补给弹药的方法。这种方法称为
“伯顿传输索具”。以后美海军就使用伯顿传输索具和尼米兹加油索
具进行海上加油、补充弹药和给养，一定程度地解决了海上补给问
题，使得美海军庞大的航空母舰特遣编队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中，能
屯留和飞行在日本本土外，勿需返回在２０００海里外的最近的莱特
湾基地。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把这些临时索具称为“豆、
弹、黑油”系统，并奉为海军的秘密武器。 
不过，这种补给方法一直到朝鲜战争都未定型。朝鲜战争促进了美海
军航行补给思想的发展，因为三年的朝鲜战争使美海军每４天就必须
要让二战中的老油船、弹药船和补给船与入侵朝鲜海域的第７７特遣
舰队会合一次。考虑到美国的世界霸主战略，而且航行补给无论在平
时还是战时都非常需要，于是美国会在１９５３年新舰建造计划中批



 

准了建造首批专用的航行补给船，即ＡＯ－１４３级油船、ＡＥ－２
１级弹药船和ＡＦ－５８级补给船。 
１９５７年，美海军作战部长伯克召开航行补给会议。这次会议后，
提出了两种航行补给措施。第一，建造一种航速能与战斗群同步，能
携带、传输所有舰队需要的各种物品的航行补给船，即后来的ＡＯＥ
高速战斗支援舰。这种高速战斗支援舰曾在整个越南战争中发挥重要
作用，对航空母舰进行一步到位的补给 一站补给 。而且，一艘Ａ
ＯＥ支援舰可抵以前的３艘补给船。补给时间也从以前的１０小时缩
短为３小时。ＡＯＥ支援舰也是唯一能与战斗群航速匹配的航行补给
船。 
第二，研制一种从补给船的货舱和油舱到接收舰的弹药舱、干货舱和
油舱都自动化的补给系统。ＡＯＥ支援舰装用这种系统后能在５级海
况下日夜为航空母舰进行战时补给燃油、弹药和其它补给品，时间为
１小时。同时，也为编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加油和补充给养、传输导
弹 速率为每具发射架每发导弹９０秒 。 
装有这种新自动补给系统的第一批航行补给船和战斗舰艇于１９６３
年服役。但当时的航行补给目标却未能完全实现。唯一完全成功的只
有自动燃油连接和脱开系统 称为探头加油系统 。使用此系统能将
驱逐舰的加油时间较原来缩短一半。没有成功的是导弹的补给。补给
“鞑靼人”、“小猎犬”和“黄铜骑士”导弹还需要开箱。这就带来
了一定的危险。保护导弹只能靠控制导弹的总重量。 
为了解决导弹补给问题，又发展了称为“快速自动穿梭传送系统”
Ｆａｓ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ＡＳＴ 。美海军有７６艘导弹舰和２７艘导弹补给船使用该系
统。后来，美海军又研制了由ＦＡＳＴ系统演变而来的简化系统，即
１９７０年开始投入使用的“标准横向补给系统” Ｓｔａｎｄａｒ
ｄ 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ｄ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ｓ
ｉｄ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ＲＥＡＭ 。研制ＳＴＲＥＡＭ用了１
０年时间。装ＳＴＲＥＡＭ的第一艘新补给舰于１９８２年进行验收
试验。试验表明，该系统充分地吸收了过去１５年中航行补给的许多
经验教训，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可维修性。 

最大的缺点是需要的人力过多。目前，对１艘航空母舰进行补给，在
航母的接收站大约需要８０人。对于主要的货物、武器的装卸和下舱
贮存约需要４００人。由于传输速率高于下舱速率，因此，这４００
人中的大部分人，在补给船驶离航母后，仍将继续以很长的时间进行
武器和货物的下舱。将在２００１年开始建造的ＣＶＮＸ航母，计划
的舰员约为“尼米兹”级航母的一半 ３１８４人，含２０３名军
官，不含飞行人员 ，连同其它部门在内能召集起来作补给工作的人
员充其量也不过４００～５００人。要用现在的ＳＴＲＥＡＭ补给系
统进行武器补给和下舱贮存而又同时进行战斗似乎不太可能。 
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每个接收站需要１５～２５名索具操作员 “伯
克”级是１５～２１名 。这也显得太多，不能接受，因为将在２０
０５年开始建造的新的ＤＤ－２１级驱逐舰的人员编制只有９５人。
许多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的导弹用现在的ＳＴＲＥＡ
Ｍ系统进行补给也显得太大和太重。 
目前航行补给系统的每个补给站的额定量是对空武器每小时３５吨，
或给养品是每小时２１吨。有三条ＳＴＲＥＡＭ系统补给的１艘航母
大约每小时能接收１０５吨武器。其它还可以从ＡＯＥ上的两架垂直
补给直升机的每一架上每小时接收３０吨。补给５００吨武器包括靠
拢、连接索具和驶离，大约需花４小时。在此期间，航空母舰的飞行
作业要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垂直补给武器装卸设备壅塞了飞行甲板。
航空母舰与ＡＯＥ补给舰保持安全补给位置的最佳航向和１２～１５
节的补给航速也可能与飞机弹射和返航着舰所需的航向和航速相悖。
ＡＯＥ能与补给武器同时进行的加油一般在两小时内可完成，也不大



影响飞行作业。 
自“福莱斯特”级航母服役以来，两舰间的航行补给距离的问题日益
突出。因为这级航母的飞行甲板右舷有巨大的凸体。海上加油软管长
９２米，从ＡＯＥ侧至航母外飞行甲板凸体的最大距离约６１米。在
此距离内，目前加油用的双探头插销机构和拉索组件的索具结构不能
使探头接上。航母实际的最大加油间距是５５米。传输航空发动机和
阻拦索的重型起重机 起重力２５９０千克以上 需要静水作业，两
舰间的间距不能大于３７米。 
总之，目前在使用的ＳＴＲＥＡＭ航行补给系统只解决了６０年代出
现的问题。此系统现已使用了近３０年，它既不能完全满足９０年代
航行补给的要求，也不适应２１世纪的需要。 

在过去的１００年中，美海军共研制了五种不同的航行补给系统。五
种系统中的每一种都特定地满足当时的航行补给作业要求，没有考虑
到未来的发展。结果，当作战要求出现变化时，它们总是猝不及防，
只好临时凑合。因此，新一代航行补给系统在设计时要求考虑到长
远，不仅要克服目前诸如“尼米兹”级航母和“伯克”级驱逐舰的不
足，还必须满足目前正在设计的诸如ＣＶＮＸ航母和ＤＤ－２１级驱
逐舰需要的航行补给要求。 
新一代航行补给系统必须减少人力。航行补给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高
强度作业。虽说在航行补给时可临时抽调其它部门的人员，但未来的
舰艇的舰员编制只为目前舰艇编制的一半或更少。因此，新一代航行
补给系统除了要求舰员提高技术水平外，还应有适当的切实可行的自
动化以适应２１世纪舰艇人员减少的要求。 
目前正在美海军水面战中心怀尼米港分部设计的新一代航行补给系
统，为减少人员采取的技术措施是将提高自动化程度、减少航行补给
索具、加大每次的货物传输量、加粗输油软管，以及提高货物的输送
速率等结合起来。当然，还要适当地兼顾到对未经更新的较老的战斗
舰艇和友好国家的战斗舰艇的补给。 
在过去１０年中，美国海军曾发生过１３次航行补给碰撞事故。增加
补给船和接收舰间的补给距离会减少出现这种碰撞的风险，但同时也
会增加缆索的张力。因此，必须对补给船的补给站和战斗舰艇的接收
站进行修改。 
目前的航行补给系统不能传输大型航空发动机或垂直发射系统的导
弹，而这两种东西目前都已装备舰队。因此，需要有安全有效的补给
方法。新一代航行补给系统在提高每次的输送重量后，补给航空发动
机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但传送垂直发射导弹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复杂
得多。未来解决垂直发射导弹的补给可能是对战斗群补给船派驻专
家，并在接收的战斗舰艇上永久性地安装一些最低限度的导弹补给设
备。当货物索具被接上之后，航行补给专家组将由补给船坐上运送车
厢，通过索具送到接收舰 现在设计的运送车厢可装６人 ，接着输
送垂直发射导弹补给装置。然后将空的垂直发射导弹装运箱吊起、传
输装有导弹的装运箱并下舱贮存。这种新的海上导弹补给系统在５级
海情下操作时，其起、装速率预计是每小时１５吨。导弹补给结束
后，再将导弹补给装置和专家组拉回到补给船。 
美国海军未来补给时还可能采用民用集装箱，即整箱整箱地传输。在
过去３０年中，对航行补给采用民用集装箱曾争论不休，但最后都没
有结果。最近在美海军水面战中心怀尼米港分部进行的试验指出，民
用集装箱对按航行补给民用集装箱设计的补给船、航空母舰和大型两
栖舰是可行的，也适于按航行补给民用集装箱设计的未来的Ｔ－ＡＤ
ＣＸ和航母ＣＶＮＸ。如果采用民用集装箱进行航行补给，那对海上
航行补给将是一次革命。民用集装箱的尺寸为８′×８′×２０′，
重达１０～１５吨，要想直接使用绝非易事，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
试验以验证其是否安全。怀尼米港分部已使用２０′的民用集装箱进
行一系列的起、运试验，并强烈推荐及早开始集装箱航行补给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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