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给舰作为一种重要的军辅船，其发展需要贴合
不同国家海军在不同时期的需要。近海海军没必要
搞大型补给舰，而远洋海军就需要综合补给舰；海军
规模小，需要的补给舰数量就少，而海军规模大，需要
补给舰的数量和种类就多；军事斗争压力大，就会刺
激补给舰的性能发展，而若经济压力大于军事压力，
补给舰的发展就相对缓慢。

西班牙2010年建的“坎塔布里亚”号综合补给舰
没有采用全燃动力，而是补给种类更多，使用功能更
丰富。该舰共设计有 5 个加油站，可装载 6400 吨舰
用柴油、1600吨航空燃油和470吨干货，能够为海上
部队提供弹药、补给和食物，并能在全速航行的同时
为3艘舰艇补给燃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型综合补给舰的发
展，并不能代替舰队补油船和干货弹药船的作用。因
为对于海外部署或者作战的航母编队、舰艇编队而

言，油料、弹药、干货补给品的消耗非常大，因此出于
使用成本和功能代替的角度，舰队补油船和干货弹药
船也可以联合使用，在低威胁的海上环境下替换快速
战斗支援舰的作用。

以美军为例，“供应”级快速战斗支援舰的职能有
时会由“亨利·凯撒”级舰队补油船和“刘易斯和克拉
克”级干货弹药船替代。美国海军自 2001 年率先启
动“刘易斯和克拉克”级干货弹药船项目，其主要任务
是从基地和盟国港口或运输船上获得补充，运送弹
药、食物、冷冻货物、维修备件等物资，为战斗舰艇进
行补给。必要时“刘易斯和克拉克”级也可与1艘“亨
利·凯撒”级补油船配合，担负起航母打击群和两栖作
战舰队的伴随补给任务。

因此，各国补给舰的发展，需要符合其自身海军
战略发展的需要，不是越快越好、越大越好，而是越合
适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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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齿，骨之穷也，朝朝琢齿，齿不龋。

——唐·张湛《养生要集》”

——

航母“奶妈” 实力说话
□据《北京晚报》

近日，有关中国在建综合补给舰的报道一直在
网上发酵，一些军事分析者认为，照片的出现表明中
国海军已经开始着手建造航母编队的综合补给舰，军
事专家张召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综合补给舰的
吨位十分重要。

相对于航母、巡洋舰、驱逐舰等主战舰艇，补给
舰似乎有些缺乏关注度，但深入了解海军发展就会发
现，补给舰对于建设蓝水海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而能够满足强大航母编队作战的补给舰，更是需
要实力的“奶妈”。

最初用来补煤补油补弹药

补给舰，主要用于向航母战斗编队、舰船供应所
需的燃油、弹药、食品、备件等补给品，是专门用来在
战斗中帮助队友的船舰。

最早的补给舰不是供应油料的，而是运煤船，就
是向烧煤的舰队提供煤炭。然而很快，随着世界海军
大规模使用石油燃料时代的到来，促使了油料补给舰
这种支援舰艇的产生。在刚开始，各国海军还对这种
伴随舰队的油料补给舰的安全心有疑虑，因为如果其
遭到攻击，很可能会造成舰队油料的短缺。但远海作
战的快速发展，使得远海补给的几率大大增加，油料
补给舰已成为大国海军的发展趋势。

除了油料补给舰，几乎同时诞生的还有弹药补给
舰。在早先它们还被称作军火船。油料补给舰是提
供燃料，弹药补给舰则是向舰队提供战斗用弹药。

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几次海上大战表明，
油料补给舰和弹药补给舰有合并的可能，因为一次大
型海战后，二次海上补给基本无意义。如果补给舰只
能补给单一品种的物资，效率极低，而功能合二为一，
才能够满足舰队远海作战的需要。由此，综合补给舰
的概念就诞生了。

二战前德国海军取得突破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综合补给舰上取得实质性突
破的，不是最强大的美国海军，而是“二战”前的德国
海军。

德国在 1938 年建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艘综
合补给舰：迪特马尔申号，可为舰队补给油料和弹
药。但德国海军在“二战”憋屈的表现，让这艘舰艇没
有多大发挥的空间。1944 年该舰被英国海军俘获然
后又转交美国海军。美军将其作为综合补给舰来使
用，并在其中积累了大量综合补给舰以及快速战斗支
援舰的设计和使用经验。

所谓的综合补给舰，就是结合了油船和军火船的
功能，可提供舰用燃油、航空燃油、弹药、干货、冷藏货
物（食品）、淡水等物资。这样的好处是当舰队离开战
斗阵位进行补给时，只需要跟综合补给舰对接一次，
即可获得所有补给物资，无需跟不同类型的补给船舰
进行多次对接、增加补给时间，进而减小暴露在敌人
火力下的危险。

综合补给舰通常以柴油引擎（柴油机）作动力，满
载排水量一般介于15000吨至30000吨不等，最大航
速通常在15至20节，设有直升机平台甚至机库，可携
带 1 至 3 架直升机。对于一般中小国家的海军而言，
综合补给舰往往是该国最大型的军用舰只。

“二战”结束后，航母作为海军的最核心装备，一
脚踹下战列舰而登上历史舞台。美国海军作为航母
数量最多和使用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在冷战中痛感
补给舰发展的重要性。除了补给物资从单一走向综
合之外，补给舰的速度，已经成为制约其使用的最大
短板。因为面对前苏联海军潜艇部队，一般以柴油为
动力的补给舰，其缓慢的速度将拖累整个航母编队，
使其成为对手潜艇从容猎杀的对象。

因此，在美国海军名将伯克等人的力主之下，
一种以速度快著称的综合补给舰应运而生，这就是
快速战斗支援舰，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萨克拉
门托”级。

虽然“萨克拉门托”级是通用补给舰，但是其弹药
补给能力在建成时就超过了当时最大的弹药补给舰，
油料补给能力也超过了当时最大的军用油轮，其满排

达到了53000吨以上，是全世界最大的补给舰。
“萨克拉门托”级强悍的地方不止于此，为了能跟

上航母编队，它使用了未建成的“衣阿华”级战列舰的
封存蒸汽轮机主机，这样每艘“萨克拉门托”级的轴马
力达到了 10 万匹，航速超过了 26 节，可以跟上核动
力航母编队进行补给。一艘“萨克拉门托”级就可以
支援整个单航母战斗群1个月以上的战备消耗补给。

在“萨克拉门托”级服役 30 多年后，美军又建造
了接替者——“供应”级快速战斗支援舰。“供应”级满
载排水量达到 49000 吨，和“萨克拉门托”级不相上
下。而为了保证其 25 节的高航速，“供应”级破天荒
地使用了4台LM2500燃气轮机，这在各国补给舰中
是个非常罕见的高大上配置，与美军主力巡洋舰的动
力不相上下。燃气轮机是绝对的油老虎，没有特殊的
需要，绝对不会在军辅船上使用这种动力。

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海军的“萨克拉门托”级、
“供应”级，真正意义上的快速战斗支援舰还有日本海
上自卫队的“摩周”级。

“摩周”级在位于舰桥中后部的动力舱内装有两台
“斯贝”SM1C燃气轮机，其单台输出功率达到40000
马力，完全可以达到24节最高航速的要求。22节航速
时的续航力为7500海里，如果航速降为18节，续航力
则可超过 10000 海里。实际上，对不到 3 万吨的“摩
周”级来说，其功率有些偏大，这也使“摩周”级动力系
统的剩余功率较大，在高海况下仍可以获得理想的机
动航行性能，仅次于美国海军装备的“供应”级综合补
给舰（25节）和“萨克拉门托”级补给舰（26节）。

“摩周”级由于舰体尺寸及排水量增加，其装载能
力也有巨大提高，总共可以装载各种补给品近16000
吨，其中舰艇燃料 10000 吨、航空燃料 650 吨、弹药
450吨、粮食蔬菜等生活补给品1200吨、淡水850吨
等。舰桥前还专门留有一处空场，可以放置数十个标
准集装箱（可以是弹药箱或医疗品舱）。如此大的补
给能力使得 1 艘“摩周”级即可满足一支“八八舰队”
所有舰只长期在海上作战时的补给需求（“八八舰队”

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巡洋舰组成，是日本海军以主力

军舰为核心的海军扩充计划）。
“摩周”级对高航速的要求，实际上体现了美日作

战一体化的需求和日本对海上威胁的认知。

从性能上看，高端的快速战斗支援舰速度快、伴
随保障能力强，但是其燃气轮机的配置实在是让人心
惊肉跳。LM2500 燃气轮机的采购价大约在 900 万
至 1000 万美元一台，4 台配置就意味着仅在发动机
上就要花费3000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其动力将占
总舰艇采购价格的50%甚至更高的比例。

“萨克拉门托”级使用了30多年，而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建造服役的4艘“供应”级支援舰，到现在平
均使用不到 20 年，却面临退役的风险。这在海军舰
艇平均30年至40年的寿命中是很少见的。

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军在预算缩减的情况下，维持
战斗支援舰编队越来越困难。美军计算每艘“供应”
级支援舰的年平均费用为7500万美元，4艘就是3亿
美元（相当于 20 亿人民币）。相比之下，美军一般的
低速补给舰的年平均使用费用只有500万美元。

为了高速战斗支援舰，美国海军内部已经爆发了
激烈的争论。有军事将领认为，快速战斗支援舰的意
义非常重要，必须保留；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在当前形
势下，必须从财政而不是作战角度来考虑问题。
2014年，美军封存了一艘“供应”级支援舰。

美国“供应”级：速度至上

日本“摩周”级：功率变态

高速“奶妈”不便宜

如何用“奶妈”？合适就好

日本对补给舰的航速要求极高，促使“摩
周”级用了昂贵的全燃动力系统。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艘综合补给
舰：迪特马尔申号。

“刘易斯和克拉克”级干货弹药船一艘“萨克拉门托”级就可以支援整个单
航母战斗群1个月以上的战备消耗补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