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意见 

相关报道 

编辑热线 

各期杂志 

  

MODERN SHIPS2000.10

 竞相发展的两栖战舰船

易基圣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太平。因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资源问题、边
界问题而引发的争端和冲突不断发生。为此，除了美、英、法等军事
大国外，世界各国对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多用途两栖战舰船青睐有
加，竞相更新和发展两栖战舰船。一批新型两栖战舰船就在这一大背
景下应运而生，并呈雨后春笋之势。 
一、荷兰、西班牙两栖战舰 
１ 荷兰“鹿特丹”级船坞登陆舰 
１９８４年，荷兰海军即着手进行两栖战舰的初步设计。１９９０
年，荷兰海军获悉西班牙海军也打算采购至少一艘船坞登陆舰。由于
两国的需求非常相似，１９９２年荷兰和西班牙海军决定制定共同的
战技任务书并进行联合设计。１９９４年４月，荷兰海军和荷兰斯切
尔德造船厂签署“鹿特丹”级首制舰“鹿特丹”号的建造合同。西班
牙船坞登陆舰，即“加里西亚”级，则由西班牙巴赞造船厂进行详细
设计和建造。 
１  结构和总布置 

“鹿特丹”号于１９９８年４月交付使用。服役伊始，“鹿特丹”号
就遭遇了科索沃危机，参与了紧急运送荷兰士兵和装备的行动。 
“鹿特丹”号总长１６６米，型宽２５米，吃水５．９米，满载排水
量１２７５０吨。舰员１１３人。住舱按１２８人设计（其中２０％
为女兵），且可装载登陆部队６１１人，“豹”Ⅱ主战坦克３３辆或
装甲运兵车１７０辆。其坞井可容纳６艘ＭＫ３人员与车辆登陆艇。 
该舰飞行甲板长５６米，宽２５米，设２个直升机起降点。机库面积
５１０平方米，可容纳６架ＮＨ－９０（或“美洲豹”、“阿帕
奇”）直升机或４架ＥＨ－１０１反潜直升机。舰载医疗设施包括２
个外科手术室，１０个特护床位，Ｘ射线设备，治疗室和一个可容纳
１００名伤员的应急病房。 
２  武器系统和指挥控制 

“鹿特丹”号没有装备任何攻击武器和防空导弹，该舰仅装备两座３
０毫米“守门员”近程武器系统和４座“厄利孔”２０毫米炮及４座
超速箔条火箭发射装置和１个“女妖”鱼雷诱饵系统。对空／对海搜
索雷达为ＤＡ０８型雷达，Ｅ／Ｆ波段；对海搜索雷达为ＡＲＰＡ雷
达，Ｉ波段。此外，该舰还装有１部Ｉ波段直升机进场控制雷达和１
个与之协同使用的垂直起降直升机应答器。其它装备包括敌我识别系
统，红外监视系统以及电子支援系统等。 
该舰通信系统包括１个超高频卫星通信系统，１套国际海上卫星系
统，超过４０个低频、高频、超高频收发机和接收机，及１１号和１
６号数据链。另外还装备了美国提供的“联合海上指挥情报系统”。
作战情报系统的配置使其与美国、英国及其它国家的两栖部队具有高
度互操作性。 
３  推进系统 

该舰采用柴－电推进系统，２台总功率１２０００千瓦的推进电动
机。电站采用４台１２ＳＷ２８型柴油发电机，总持续功率１４６０
０千瓦。为在低速时易于操纵，该舰装备一个１８５千瓦的首助推
器。 
４  战术运用 

“鹿特丹”级的主要使命为支援两栖作战，荷兰海军也在研究将“鹿



特丹”级作为反潜直升机平台或作为水雷战的指挥和支援舰，用于救
灾，人道主义救援或污染控制等使命。荷兰海军还在探讨２０００年
后将“鹿特丹”级作为海军特混编队轴心的可能性。特混编队包括１
或２艘新型防空护卫舰，３或４艘Ｍ级护卫舰，另外还可加上“海
象”级潜艇和Ｐ－３Ｃ海上巡逻机的支持。“鹿特丹”级携载的“阿
帕奇”和“美洲豹”直升机可与空军的Ｆ－１６战斗机建立数字连
接，从而协同作战。 
２ 西班牙“加里西亚”级船坞登陆舰 
由于“加里西亚”级船坞登陆舰是由西班牙和荷兰联合设计的，因
此，该级舰与荷兰“鹿特丹”级有很多共性。但其首制舰“加里西
亚”号与荷兰“鹿特丹”号也有一些不同。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１  推进系统  

“加里西亚”号采用柴油机直接推进系统。 
２  布置  

尽管“加里西亚”号和“鹿特丹”号在方案设计阶段的总布置是相同
的，但由于采用不同的推进装置，两舰在布置方面略有不同。其车辆
甲板的布置和载货区的位置也不尽相同。住舱和作业区的布置因两国
偏好不同也有一些差别。 
３  武器系统  

“加里西亚”号没有装备“守门员”近程武器系统，而是采用了“梅
罗卡”近程武器系统。 
“加里西亚”级的第２艘“卡斯蒂拉”号将充当西班牙海军的两栖战
指挥舰，因此它与首制舰相比将有很大不同。舰上将装备供６５名海
军陆战队参谋人员使用的指挥支援系统和通信设施，其所能装载的作
战部队人数也相应从５４３人减为４０４人。“卡斯蒂拉”号还将改
进传感器设备，采用ＴＲＳ三坐标对空监视雷达。 
３ 西班牙新型两栖攻击舰方案 
西班牙海军在采购２艘“加里西亚”级船坞登陆舰之后，有可能在２
００１年采购第３艘新型两栖战舰。巴赞造船厂针对这一需求推出了
以“加里西亚”级船体设计为基础的新型两栖攻击舰方案。该方案保
留了“加里西亚”级的坞井设计，但采用直通式飞行甲板且艏部具有
滑跳甲板，可以起降ＡＶ－８Ｂ“海鹞”短距垂直起降喷气式飞机。
此外，甲板上还设有４个直升机起降点。据信，该舰将至少装备４架
“海鹞”和４架“海鹰”直升机，并将装备１部三坐标雷达和２部独
立跟踪和照射雷达，可支持垂直发射的改进型“海麻雀”导弹系统。
该舰还将装备几座２０毫米近程武器系统，以对抗掠海飞行的反舰导
弹。 
新型两栖攻击舰将是一种具有极佳效费比的平台，它将极大增强西班
牙海军两栖直升机作业、救灾和人道主义救援作业的能力。 
二、意大利两栖战舰 
１ “圣·乔治奥”级船坞登陆舰 
意大利海军现役的３艘“圣·乔治奥”级船坞登陆舰均由泛安科纳公
司建造。３艘舰分别为１９８７年下水的“圣·乔治奥”号、“圣·
马尔科”号和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下水、１９９４年４月正式服役的
“圣·朱斯托”号。 
“圣·乔治奥”级舰主尺度为１３３．３×２０．５×５．３米，满
载排水量７６６５吨。舰员１６３人。主机为２台１２３５０千瓦柴
油机，航速２１节，续航力７５００海里／１６节（４５００海里／
２０节）。 
（１） 主要装备 
“圣·乔治奥”级船坞登陆舰的主炮为“奥托·布雷达” ７６／６２
速射炮，弹重６千克，最大射速８０发／分，射程８．５海里。该级
舰还装备有２座用于近程防御的“厄利孔”２０毫米炮。其电子战设
备由１个电子对抗和电子支援系统组成。该级舰还装备了ＩＰＮ２０
作战数据系统和ＮＡ１０火控系统及一个远程通信系统。其传感器设
备包括１部Ｉ波段ＳＭＡ ＳＰＳ－７０２搜索雷达、１部Ｉ波段ＳＭ
Ａ ＳＰＮ－７４８导航雷达和１部Ｉ／Ｊ波段ＲＴＮ－１０Ｘ火控雷
达。 



 

（２） 结构和运送能力 
“圣·乔治奥”级船坞登陆舰可运送一个装备有３０辆“豹”式中型
坦克或３６辆ＶＣＣ－１履带式装甲车的海军陆战营。艉部２０．５
×７米的坞井可容纳３艘运送３０吨物资的机械化登陆艇。主甲板上
的吊艇柱用于部署车辆人员登陆艇和巡逻艇。舰上还装有一台３０吨
升力的起重机，可以完全不依赖码头设施自主装载。“圣·乔治奥”
号和“圣·马尔科”号设有艏部滑道，“圣·马尔科”号还设有用于
救灾的专用设施。 
“圣·乔治奥”级的艉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是一个可直接通向可
浸式坞井的坞门，上部铰接在车辆甲板上可充当上下码头的滑道。 
（３） 改装 
“圣·乔治奥”号和“圣·马尔科”号在今后３ 年内将进行一次大改
装，以增强其直升机作业能力，尤其是新型ＥＨ１０１直升机的作业
能力。现行的飞行甲板受到艏部的７６毫米炮座和左舷的吊艇柱的限
制。改装后，这些设备都将被取消，使得飞行甲板可直通艏部，同时
左舷部将增加一个５米宽的舷台从而使飞行甲板左舷部也得以扩大。
新的飞行甲板布置将允许２架ＥＨ１０１直升机分别从艏部和艉部起
降点起飞，而另２架中型直升机，诸如ＡＢ２１２或ＮＨ９０，可从
位于舷台的新的中部飞行甲板同时起飞。这样，４架直升机一个波次
就可运送１００名陆战队员，或者２架直升机运送人员而另２架直升
机护航或提供火力支援。 
２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将重新布置到左舷舷台下部，艏门将封闭。其它
改进包括在飞行甲板增加夜间飞行作业设施和在下层甲板增加飞行支
援设施。该舰还可能增加舰空导弹发射装置以提高自卫能力。 
２ “鲁衣奇·艾劳迪”两栖攻击舰方案 
除了对“圣·乔治奥”级改装之外，意大利还计划在２１世纪初建造
“鲁衣奇·艾劳迪”级多用途两栖攻击舰。该舰可能于２００１年开
工建造，在２００７年以后服役，它将替换“维多利亚·文内托”
级。 
“鲁衣奇·艾劳迪”级主尺度为２２０×３９×６．６米，满载排水
量２２５００吨。该舰采用ＣＯＧＡＧ推进方式，主机为４台ＬＭ２
５００燃汽轮机，总功率１２００００轴马力。辅机为４台柴油发电
机，由２台电动机推进。ＣＯＧＡＧ方式时航速２８节，电力推进时
航速９节。该级舰编制４３０人，外加航空人员２０３人、旗舰指挥
和参谋人员１４０人。 
（１） 飞行甲板和武器装备 
该舰飞行甲板为１８４×３４米，具有倾角６°的滑跳甲板，飞行甲
板上设６个直升机起降点。该舰设有２部升降机，一部在岛楼前，另
一部在尾部右舷侧。 
该舰主要武器装备包括：４座８单元发射“紫菀”１５舰对空导弹的
垂直发射系统，３座７６毫米／６２速射炮，８架ＡＶ－８Ｂ“海
鹞”Ⅱ或ＪＳＦ（联合攻击机）固定翼飞机和１２架ＥＨ１０１反潜
直升机，软杀伤武器为ＳＬＡＴ鱼雷诱饵系统。 
（２） 军运能力 
“鲁衣奇·艾劳迪”级可运送登陆部队６１２人，可载４艘ＬＣＭ６
机械化登陆艇（或２艘ＬＣＭ６０机械化登陆艇或１艘气垫登陆艇）
２６辆主战坦克或５０辆卡车（替代飞机）。在吊艇柱上可载４艘车
辆人员登陆艇。 
三、新加坡“忍耐”级船坞登陆舰 
“忍耐”级船坞登陆舰由新加坡海事技术公司研制，用于替代５艘已
经服役了半个世纪、拟于２００２年退役的“郡”级登陆舰。“忍
耐”级计划建造４艘，首制舰“忍耐”号于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４日下
水，预计于２０００年中期服役；第２艘“坚定”号于１９９８年８
月下水，第３艘“坚持”号于１９９９年３月下水，尚未公布舰名的
第４艘也于１９９９年９月下水。整个建造计划预计于２００１年完
成。 
“忍耐”级是按照新加坡海军的需要设计的、一种效费比合理、自动
化程度高、通用性强的平台。总长１４０米，型宽２１米，型深１



３．６米 平均吃水约５米，满载排水量８５００吨。推进系统采用
２台中速柴油机，总输出功率８．８２兆瓦。最大航速超过１５节，
续航力为５０００海里／１５节。 
该级舰自动化程度高，定员相当少，包括军官和士兵在内仅为６５
人。该级舰在舰桥上有一个综合了“动态舰船控制系统” ＤＳＣＳ 
的集成舰桥系统。该级舰的舰船装载和稳性系统、压载控制和监视系
统及灭火和损管系统均集成在“舰船控制、监视和管理系统” ＳＣ
ＭＭＳ 中。压载系统可通过ＳＣＭＭＳ系统自动、半自动和手动控
制。上述系统的高度自动化可实现机舱无人值守，从而减少了舰员需
求。 
１ 主要装备 
“忍耐”级登陆舰装备了一系列用于自卫的反舰和防空武器。主要的
反舰武器为一座安装在前甲板的“奥托·布雷达” ７６毫米／６２超
级速射炮。可从一个８０发旋转弹仓全自动装填，最大射速不低于１
２０发／分。在该舰的左、右舷装备了舰空导弹系统，必要时７６毫
米舰炮也可用于对空作战。舰载传感器包括对海监视目标指示雷达、
光电指挥仪和舰炮射击控制系统。该级舰的指控系统为基于光纤局域
网、使用标准通用显控台的“作战情报系统”（ＡＩＳ），作战情报
系统的核心位于作战情报中心。用于培训操作人员的嵌入式培训设备
也位于作战情报中心。该级舰还装有用于舰内外通信的“综合通信系
统”（ＩＣＳ）、用于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和一个双显示的彩色战术
显示导航系统。 
２ 运送能力 
“忍耐”级舰的艉部设有宽大的艉门／滑道，各种类型的登陆艇均可
凭借艉门／滑道快速展开。其坞井足够容纳４艘登陆艇。艏部具有艏
门／滑道，可将履带式和轮式装甲车，如ＭＬＣ６０，转运到坦克甲
板或由此登陆作战。该级舰的主甲板上有２台２５吨起吊能力的起重
机，可吊运各种设备和物资。据估计，该级舰约可运送３５０名人
员，１８辆坦克和２０辆装甲车。 
３ 直升机作业 
“忍耐”级在主甲板的上层建筑之后，有一个宽大的飞行甲板。飞行
甲板可供２架中型直升机在５级海况下昼夜起降。舰上装有２个综合
舰／机固定和转运系统，可将直升机固定到飞行甲板上的２个起降
点。直升机控制室位于机库正上方，视野开阔。在飞行安全官员所处
位置也有一个用于辅助直升机作业的直升机控制部位。 
四、澳大利亚两栖战舰船改装计划 
１９９３年，澳大利亚海军购买了２艘前美国海军“新港”级两栖登
陆舰“马努拉”号和“坎尼布拉”号。１９９４年，这两艘舰在澳大
利亚海军正式服役。此后不久澳大利亚海军即计划对这２艘舰进行现
代化改装。 
“马努拉”号和“坎尼布拉”号满载排水量约８４５０吨，主尺度约
为１６８．２×２１．２×５．３米，航速２０节，舰员１８０名，
可运送登陆部队４５０人。“马努拉”号在改装后于１９９９年开始
试航，２０００年初又进行了“黑鹰”和“海王”直升机飞行试验，
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其改装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１ 加强Ｃ３Ｉ系统 改装后的“马努拉”号和“坎尼布拉”号将作
为联合部队的指挥舰，为确保它们与登陆部队和其它海军舰只的完全
连通性，其指控系统功能将大大加强。 
２ 加强直升机能力 现在仅能携载４架“黑鹰”或２架“切努克”
直升机。改装后，可能增加一部通向下层甲板机库的飞机升降机，以
增加该舰携载直升机的数量。 
  ３ 增加医疗设施 计划增加手术室、病房、血库和牙科治疗室
等医疗设施。 
４ 其它方面 包括增加侧门，以便于滚装；增加１台７０吨起重
机，用于起吊ＭＫ８机械化登陆艇或迫降的直升机；增加燃油储备；
改善居住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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