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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于三桅帆船，从
历史深处驶来

护卫舰，即主要执行护卫任务的战

舰。

早在大航海时期，护卫舰已初现雏

形 。 当 时 ，一 种 三 桅 帆 船 凭 借 速 度 优

势，成为商人们海上航行的首选。高耸

的前后船楼，让这种帆船装上火炮就可

以“应征入伍”，很快成了海军队伍中的

“武装商船”。当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

断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三桅武装帆船成

为殖民者们往返近海区域的利器，在航

行中扮演着“近海打手”的角色。这种

帆船，正是护卫舰的前身。

17 世 纪 ，为 了 满 足 巡 逻 与 警 戒 需

要 ，英 国 某 些 船 舶 制 造 公 司 将 单 桅 帆

船，改建为具有攻击性的军用战船，用

来执行海岸防卫、辅助大型船只进攻等

任务。随后，法国也掌握了这种战船的

制造技术，将其纳入军用。英、法两国

海军开始统一使用“护卫舰”一词，定义

这种介于小型巡防战船和单桅战船之

间的舰种。后来，护卫舰逐渐被更多国

家海军纳入现役。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一批适用于近

海活动的舰船如雨后春笋般被建造出

来。护卫舰的功能也逐渐延伸——它

可以执行警戒、巡逻、护航等任务，成为

一种攻防兼备的海上作战平台。

1797 年，美国海军宪法号护卫舰在

波士顿下水。这是一艘木壳三桅风帆

护卫舰。舰船以坚韧的橡木作为船壳

板，整个建造过程消耗了 1500 棵大树的

木材。作为全球舰龄最大的在役海军

舰艇，宪法号护卫舰至今已服役 200 多

年，仍然配备着一支 60 人的舰员队伍，

只是不再执行军事任务，而是向公众和

游客开放参观。

作为 18 世纪晚期法国造船界的领

军人物，设计师雅克·萨内为法国海军

进行了大部分船只的设计，例如海洋级

一级战列舰、鲁莽级战列舰。监视人级

护卫舰也是他的代表作。

雅克·萨内的设计以速度见长。他

格外注重战舰的速度优势，因此他所研

制的战舰普遍具有优美流畅的线条、高

大的桅杆，以及数值较高的长宽比。然

而，战舰作为火炮射击平台，这种设计

对其稳定性也造成一定影响。

成立于 19 世纪的荷兰皇家斯海德

尔公司，为荷兰皇家海军制造了大量军

舰。在早期护卫舰的研制过程中，该公

司加强细节设计，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

工 艺 和 材 料 ，生 产 出 的 护 卫 舰 质 量 较

高、可靠性较好，在外观和性能上都达

到了出色水准。

时间来到 20 世纪，日俄战争中，俄

国 圣 彼 得 堡 海 军 部 造 船 厂 、波 罗 的 海

造船厂和日丹诺夫造船厂等多家造船

厂 ，建 造 了 一 批 真 正 意 义 上 用 于 守 卫

与 护 航 的 护 卫 舰 ，并 让 它 们 执 行 海 军

基 地 附 近 海 域 防 御 作 战 的 任 务 。 不

过，此时的护卫舰排水量较小，一般只

有几百吨。由于火力弱、航速低、抗风

浪 能 力 差 ，这 些 舰 船 只 适 合 在 近 海 活

动，发挥作用有限。

瞄准战场需求，现代
护卫舰雏形渐成

战争，是推动武器装备井喷式发展

的催化剂。

一战时期，德国潜艇部队反复冲击

协约国的海上交通线。协约国因此开

始大量建造护卫舰，用于承担反潜和护

航任务。新研制的护卫舰主要装备中

小口径火炮、鱼雷和深水炸弹，在吨位、

火力、续航性等方面都有所提高。

当时，战场上出现最大的护卫舰，

排水量已达到 1000 吨，并且具有一定远

洋作战能力。这一时期，护卫舰开始明

确在海军中的功能定位，现代护卫舰所

具备的基本功能渐渐完善。

二战期间，德军潜艇部队采用“狼

群”战术打击同盟国舰船，德军飞机也

对同盟国舰队和运输船队产生极大威

胁。这对护卫舰的综合性能提出了更

高要求，美、英等国开始着手建造编队

专属的护卫舰。

英国斯蒂芬斯船厂建造黑天鹅级

轻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近 2000 吨。该

型护卫舰既装备了防空炮，也配备了深

弹投掷器、深弹施放轨、刺猬弹发射器

等用于攻潜的装备，基本具备现代护卫

舰形态。美国海军则在埃瓦茨级护航

驱逐舰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建造了巴克

利级护航驱逐舰。二战期间，其英格兰

号战舰曾创下半个月内击沉 6 艘日军潜

艇的战绩。

战争结束后，英国整合了国内各类

轻型护卫舰与反潜护卫舰，并将二战时

期建造的护航驱逐舰统一归入护卫舰

范畴。最终，西方国家在舰级划分上达

成一致，排水量 3000 吨以下的护卫舰和

护航驱逐舰，统一被称作护卫舰。

二战后，众多参战国家军费紧缩，

为 了 取 得 更 好 的 性 价 比 ，护 卫 舰 走 上

了多功能发展之路——在经济适用的

原则下，各国根据自身战略需要，推出

了 一 系 列 吨 位 、火 力 有 所 精 简 的 护 卫

舰 。 这 些 战 舰 既 能 满 足 日 常 战 备 需

求 ，又能在战时融入编队 ，执行反潜、

防空、侦察、布雷等作战任务。同时 ，

它也能为无人舰载机提供起飞和降落

平 台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起 到“ 战 力 补 充

器”的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武器装备

升级迭代，护卫舰开始配备导弹和直升

机。导弹护卫舰应运而生。

美国佩里级护卫舰、英国公爵级护

卫舰、法国拉斐特级护卫舰和德国萨克

森 级 护 卫 舰 ，都 是 导 弹 护 卫 舰 。 1982

年，在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海军派出

各种舰艇 118 艘，其中 19 艘是护卫舰。

当阿根廷空军发射“飞鱼”导弹袭击英

国常胜号航空母舰时，英军的大刀级护

卫舰立即发射“海狼”导弹，将来袭的两

枚导弹击落。

除武器配备外，护卫舰的整体设计

也在不断改进。如丹麦爱尔堡造船厂

建造的尼尔斯·尤尔级护卫舰，一方面

首舷弧较大、舰首部折角线明显，有利

于在舰体快速航行时减轻海浪冲击；另

一方面设置了舭龙骨和减摇鳍，可以有

效减少战舰横摇。几经改良后，这艘吨

位不大的护卫舰紧凑地塞下了相当齐

全的武器装备，展现了当时护卫舰的杰

出设计成果。

遵循实用化理念，因
时而变发展热度不减

护卫舰的研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

的发展重点。

进入 21 世纪，许多国家将海洋视作

重要资源，纳入战略规划。近海成为各

国进行防御的关键区域。相对灵活的

轻型护卫舰，也因此受到追捧。

2004 年，法国 DCNS 集团抓住机会

打入市场，向法国海军提出开发追风级

护卫舰的计划。

这 是 一 款 相 对 灵 活 的 轻 型 护 卫

舰。追风级护卫舰包括 3 种型号：基本

型、防空型和反潜型。它并非为法国海

军设计，而是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用于

出口贸易。马来西亚、埃及、阿联酋等

国都是该型护卫舰的海外顾客。

无 独 有 偶 ，俄 罗 斯 金 刚 石 船 舶 制

造 公 司 设 计 建 造 的 暴 徒 级 护 卫 舰 ，是

专门为俄军里海舰队量身制造的一款

小型舰艇。它尺寸小、吃水浅，虽然没

有 装 备 反 舰 导 弹 ，但 防 空 作 战 能 力 较

强，可以打击海上舰船，也可以攻击岸

上目标。

与之相对，护卫舰大型化则体现了

另一个方向的研制趋势。对护卫舰而

言，排水量增加有助于提升战舰适航性

和自持力，能够搭载数量更多、种类更

全的舰载武器。在执行防空、反导、反

舰、反潜等任务时，部分护卫舰甚至可

以配备巡航导弹进行对陆攻击。

2023 年 12 月 5 日，德国海军当前最

大的造船项目——F126 型护卫舰，正式

开始施工建造，首舰计划于 2028 年交

付。根据预先设计方案，F126 型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达到万吨，采用柴电联合动

力。该型护卫舰前后主炮、相控阵天线

和烟窗将会集成于一处，采用新的上层

建筑布局方式，提高隐身性能。这是设

计中的重要亮点。

护卫舰究竟该大还是该小？对于

真 实 的 任 务 需 求 而 言 ，答 案 永 远 是 不

确定的。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特点。不

久前，印太 2023 国际海事展上，德国蒂

森·克虏伯公司展出了全新的 MEKO 系

列 A210 轻型护卫舰。MEKO 型护卫舰

是德国蒂森·克虏伯旗下布洛姆・弗斯

公司设计的军舰系列，其创新地使用了

模块化系统安装各种武器装备，以满足

不同的客户需求，仅看体量大小就有 8

个级别，武器配备更是“五花八门”。前

一代 MEKO 200 型护卫舰是该系列中

最畅销的型号。根据使用国家的不同，

MEKO 200 型护卫舰衍生出一系列不

同的子类型。目前，葡萄牙、土耳其、希

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海军都装备

了该型护卫舰。

从帆船时代到现代导弹护卫舰，护

卫舰的进阶之路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

变迁，始终朝着适应作战环境、作战需

求的发展方向不断前行。随着科学技

术进步、战争形态变化，护卫舰还有机

会作为更多新型装备的载体，进一步升

级迭代。对于护卫舰设计与功能的探

索，未来还将继续拓展完善。

上图：法国拉斐特级护卫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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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卫 舰 的 海 上 进 阶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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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

空军第 613 中队派出 6 架轰炸机，对

位于荷兰海牙的盖世太保总部进行了

猛烈打击。战斗中，飞机精准地把燃

烧弹投入建筑物被炸开的洞中，将大

量地下抵抗组织的档案付之一炬。执

行此次任务的，就是被称为“木头奇

迹”的蚊式轰炸机。

蚊式轰炸机，是由英国德·哈维兰

公司设计制造的一款木质轻型轰炸

机。它被誉为英国航空史上的创新之

作，也是二战时期为数不多的木质军

用飞机之一。由于自重低、性能优良，

而且价格低廉、节省原料，这款木制飞

机面世后，获得广泛认可，被大量生产

和改装。二战期间，蚊式轰炸机创造

了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作战生存率的

最佳纪录，成就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一

代名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开始时，英国

空军启动新式中型轰炸机招标，提出研

制要求——载弹量要大，航程要远，速

度要快，机头和机尾需要安装自卫炮

塔。一系列看似相互矛盾的技术指标，

最终在设计师杰弗里·德·哈维兰手中

得以实现。哈维兰认为，采用传统思

路，只能造出平庸的轰炸机。他提出

“快速轰炸机”的全新理念，突破性地建

造出木质结构的蚊式轰炸机。

如此前所未有的大胆创新，一度

让英国军方不敢采纳。战争初期，蚊

式轰炸机受到强烈质疑，哈维兰却对

自己的设计思路十分笃定。他敏锐地

意识到，一旦开战，铝和钢铁等物资肯

定会短缺，唯一不受限制的只有木

材。虽然木材的抗扭转性能较差，其

强度重量比却能达到铝和钢材的相近

水平。

很快，战争的发展印证了哈维兰

的判断。1940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空战——不列颠空战打响。铝和

钢铁等战略物资开始受限，主要使用

木材制造的蚊式轰炸机却不受影响。

英国皇家空军终于同意制造和装备这

款新型高速轰炸机。

随后，蚊式轰炸机入列服役。在

对挪威奥斯陆盖世太保总部的突袭

中，蚊式轰炸机展示了出色的航程和

速度。这款以“蚊子”命名的轰炸机，

果真机如其名，给纳粹德国带来极大

困扰。

1941 年 9 月，一款型号为 PR.I 的

蚊式飞机首次参战，担负侦察任务。

执行任务时，由于发电机突然故障，飞

机不得不提前返回基地。返航途中，

这架飞机遭遇德军 3 架 Bf-109 飞机

的拦截，最终却轻松逃脱。3 名德国

飞行员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架英国木质

飞机消失在天际。

1944年，蚊式飞机担负营救被俘

飞行员任务。此次任务，要求飞机在监

狱的外墙上精确炸开若干缺口，同时摧

毁德国看守的营房。2月18日晚，夜深

人静，19架蚊式飞机从英国机场起航，

在“台风”飞机的掩护下赶赴目的地执

行营救任务。那一天，蚊式飞机顺利按

计划进行轰炸，绝大多数被俘飞行员在

接应下安全脱险。

另外一款蚊式侦察机，则创造出

一连串的飞行纪录。1944 年 5 月，一

架型号为PR.34的蚊式飞机，仅花费21

小时 31分就从伦敦飞到南非开普敦，

创下这段航线的速度之最；英国皇家

空军第 540 中队一架 PR.34 创造了从

东向西跨大西洋的速度纪录。除此之

外，东方空军司令部一架PR.XVI从缅甸

起飞执行侦察任务，持续飞行8小时50

分，航程3900公里，创造了双发飞机的

航程纪录。蚊式飞机也被盟军飞行员

称赞为“二战中最好的侦察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蚊式飞机承

担了侦察、夜间空战、战术轰炸等多种

任务，曾多次深入敌境并屡建奇功，共

衍生出 30 多个型号，生产出 7781 架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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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合练任务中，某经纬仪突发故

障。官兵们用最快速度组织排故，经过

一阵“鼓捣”，却依然找不到故障点。

“吴士成来了！”紧急时刻，海军某

部光测技师吴士成前来“救场”。经过一

番严密排查，他明确了这次故障是某电

源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吴士成三下

五除二，迅速排除故障，保障了合练的正

常进行。

战友们都知道，每次排除故障，吴

士成总能做到“快、熟、准”。这样的成

就，得益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

学苦练、深钻细研。

1997 年 7 月，吴士成从海军航空工

程学院毕业，回到海军某部。从此，他

开始负责经纬仪的使用以及维护维修。

2003 年 9 月，吴士成赴外地参加经

纬仪监造学习。为了掌握扎实的装备

基础理论和实操技能，那段日子，他总

是 第 一 个 到 达 设 备 车 间 ，最 后 一 个 离

开；每天不管多忙多累，他都要系统整

理学习笔记，记录老师传授的调试排故

方法；有疑问时，他就记在纸条上，第二

天再向老师请教……

学 习 过 程 中 ，每 次 遇 到 厂 家 进 行

调 试 或 排 除 故 障 ，吴 士 成 都 会 主 动 参

与 —— 可 以 实 操 的 ，他 就 在 老 师 的 现

场指导下操作；老师不在场，他就悉心

研 究 说 明 书 和 图 纸 ，努 力 弄 懂 整 个 维

修流程。

一个周末，吴士成来到书店，在书中

查阅某专业内容。沉浸在专业知识的海

洋中，吴士成不记得自己看了多长时间。

当看完想要了解的内容，抬步准备离开

时，他才发现自己两腿发麻，难以挪动，险

些一屁股坐在地上。

通过刻苦钻研，吴士成自学了数字

电路、单片机电路等方面知识，进一步

拓宽了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了实

操技能。在吴士成看来，武器装备是军

人的“第二生命”。在战位上的每一天，

他始终保持一颗匠心，用心保养装备，

全力保证装备以最佳状态“上岗”。

“保装备就是保打赢。”凭借对职责使

命的坚守，吴士成成了令战友们敬佩的光

学测量专家。

左图：吴士成(中)在测试装备，排查

系统故障。 张涵淇摄

海军某部光测技师吴士成——

始终保持一颗匠心
■赵 楠 张吉翰

军工世界观
护卫舰是既古老又现代的舰种。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作战需

求，自护卫舰诞生以来，各国海军一直对其设计和功能进行改进。今
天，现代护卫舰使用舰炮、鱼雷、反舰导弹、防空导弹作为主要武器，
在舰艇编队中承担反潜、护航、巡逻、警戒、侦察、支援登陆作战，以及
为无人舰载机起飞和降落提供平台等任务。

随着时代发展，护卫舰的吨位逐渐提高，所承担的作战任务也
日益拓宽。作为“海上带刀侍卫”，护卫舰已经从早期的战场边缘角
色，进化为各国海军的中坚力量。

自诞生以来，护卫舰经历了怎样的演进，未来又将如何继续升
级？本期，让我们一探究竟。

军工档案

保障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