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1型舰的快速服役，还为我国发

展更高端的两栖攻击舰积累了经验，赢
得了比较充足的时间。别看两栖攻击舰

与船坞登陆舰模样差别很大，但在设计
上仍有不少相通之处，比如两者都有车

辆甲板、坞舱等。今年新下水的 075型
两栖攻击舰展现了我国军用舰船设计

的高水平，其最大特点是采用类似航

母的全通甲板、右置舰岛及甲板下机
库布局，具有比船坞登陆舰更大的

航空兵运送能力。
由于 075 型舰能够搭载数

量更多、任务类型不同的直升机，因此

其垂直登陆能力和对岸航空火力支援
能力比 071型舰成倍提高。其上还装有

战区级综合指挥系统，可在战时对整个
编队及整个战区内的舰艇、飞机及登陆

作战部队实施指挥，这将使人民海军的
两栖战指挥控制能力得到重大提升。毫

不夸张地说，在得到体系支撑的人民海

军新式两栖舰艇面前，将不存在“登不

上去的滩头”。

目前，外界有关 075型舰的吨位有
各种推测，具体是多大吨位可能还要等

到一段时间才会公开。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环视世界，目前除了极少数海军强

国，只有中国能建造如此先进的大型两
栖攻击舰，而且它的问世更是中国快速

增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的集中体现。众

所周知，人民海军现役大型两栖舰艇都
选择在上海建造，这也体现出这座正迈

向高端制造的城市为国防军工建设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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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即将过去的 2019年，
人民海军装备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一大标志是首艘两栖
攻击舰在上海下水，这标志着
人民海军舰种补齐了最后短
板，未来将大幅提升我军两栖
作战能力。事实上，作为人民
海军水面舰艇的重要门类之
一，两栖登陆舰艇是发展重
点，随着国产两栖攻击舰问
世，我军两栖作战模式也将发
生质的飞跃。

上海的功臣    可能有人想不到，1949 年人民海

军初创时，手里最多的就是登陆舰艇，
达到 55艘。它们多为二战期间美国建

造的，分为坦克登陆舰（LST）、中型登陆
舰（LSM）、大型步兵登陆艇（LCI）、通用

登陆艇（LCU）四类，其中满载排水量超
过 4000吨的 LST都以中国山脉命名，

所以也称“山”字舰。这些登陆舰艇，一

部分是国民党军起义而来，一部分是从
轮船招商局征调后改造而成，还有些是

遗弃舰艇经修缮后恢复功能。在上世纪

50 年代解放东南沿海诸岛的作战中，

这些舰艇发挥了不小作用。除了登陆作
战，还有少量登陆艇被改为其他用途，

例如 1950年海军扫除长江口雷障时，
“古田”号扫雷舰就是用一艘 LCI改装

的，为解除敌人对上海的经济封锁作出
重要贡献。

这些登陆舰艇服役时间较长，有些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才退役，最著名的

当数从美制 LST改装过来的大别山舰，
它坚守岗位到 1999年才解下战袍，入

驻青岛海军博物馆。我军之所以长期保
留老式外国登陆舰艇，一是适应必要时

组织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实现祖国统
一的使命需要，枕戈待旦，闻令而动；二

是直到上世纪 70年代后期，国内才具

备设计建造系列登陆舰艇的能力，且建
造数量不多，需要“老字号”登陆舰艇发

挥余热，“扶上马，送一程”。

    谈及国产早期两栖登陆舰艇，首推

072大型坦克登陆舰、073中型坦克登
陆舰和 074型通用登陆艇。它们采取传

统“由岸至岸”的抢滩登陆模式，总体布

局也与老“山”字舰区别不大，即舰体采
用大通舱，艏部有两扇左右开启的大舱

门（俗称“开口笑”），抵滩后舱门打开，
舱内的坦克装甲车辆和人员泛水冲滩。

正因为大通舱的设计，这些舰艇的船底

都是平的，航行阻力大，航速提高空间

有限，达成战役突然性方面有难度。如
果采用这种平面登陆方式，面对不断增

强的岸防火力，两栖登陆部队有可能付
出更大的人员装备损失代价。

上世纪 90年代，我军入列了升级

版 072-3型坦克登陆舰，舰体后部增加

飞行甲板，但没有机库，直升机只能临
时起降，无法随舰出海，对改变登陆方

式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海外
利益不断拓展，海外人员及资产面临的

安全问题出现，要有效保护国家在海外
的人员及海外利益的安全，人民海军就

需要具备远程兵力投送能力，而传统两

栖舰艇显然力有不逮。

迈向全新模式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海军强国提

出“均衡装载”和“垂直登陆”的崭新两

栖战概念，并据此推出船坞登陆舰和两
栖攻击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能同时装

载建制登陆兵力及其装备，并用随舰携
带的车辆/人员登陆艇、气垫登陆艇、直

升机等将登陆兵员和装备输送上岸。由
于它们不用直接抢滩，能在距海岸较远

的地方待机，可避开大部分岸上火力杀
伤。尤其拥有全通甲板、形似航母的两

栖攻击舰能携带大量直升机，通过空中
投送方式直接在敌后实施机降，这种

“垂直登陆”模式不仅增强两栖战的突

然性，还能绕过滩头的反登陆障碍，在

敌后投送兵力，然后与正面主力登陆兵
员实施夹击，迅速动摇守敌意志。

事实上，我军始终密切关注外军两

栖战思路演变，但受国力和技术不足的
影响，国内军工展现主要以技术跟踪为

主。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造船能力有了
长足进步，设计建造新型两栖舰艇已是

水到渠成。考虑到船坞登陆舰相对简单
些，因此我军率先引进了 071型船坞登

陆舰，尽管在时间上比西方海军晚了数

十年，但由于有“后发优势”，该舰技术
性能达到同类舰船的一流水平。

据公开消息，071型舰满载排水量
超过两万吨，是 072型舰的好几倍。吨

位大带来的好处自然是装载能力强、续

航力大，具有强大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

和任务持续能力。从央视画面观察，该
舰尾坞舱可携带多艘 726型气垫登陆

艇，舰体后部机库可携带多架直升机，

舰尾飞行甲板能同时供两架直升机起

降。因此，071型舰的列装，使人民海军

两栖登陆能力大幅提升，尤其泛水登陆
的快速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具备

一定垂直登陆能力。此外，071型舰还
使人民海军执行非传统军事任务

（MOOTW）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像 071

型舰昆仑山舰、长白山舰等多次参加亚

丁湾护航，舰上搭载的快艇、特战队员
及直升机就发挥很大作用，且舰上配备

较完善的医疗设施，对于人道主义救
援、抢险救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舰背后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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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笑”遍布海疆

■ 大型气垫登陆舰抢滩投放装甲战车 ■ 基于 071型舰实施立体登陆的演练场面

■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接收的“山”字

号坦克登陆舰

■ “古田”号扫

雷舰是从大型
步兵登陆艇改

装来的

■ 071型船坞登陆舰
参加编队演练

■ 中国 075型两栖
攻击舰下水

■ 1974 年我军在西沙实施两栖

登陆行动

■ 我军曾长期运用民船进行两栖战斗车辆装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