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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耐热化处理完成
第二阶段改装两年后完工

日本广播协会8日报道，日本
防卫省计划对“加贺”号进行两
次大规模改装，使其能够起降F-
35B隐形战斗机，实现事实上的
“航母化”。“加贺”号舰长国分一
郎说：“‘加贺’号作用非常大，将
兼顾发挥F-35B的作用，增加灵
活性。”

据报道，第一阶段改装对
“加贺”号的甲板进行了耐热化
处理，使其能承受战机发动机排
出的高温尾气，F-35B战机的起
降试验也已展开。日本多家媒体
发布的照片显示，“加贺”号的甲
板已由原来的梯形改为长方形，
以适应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
的F-35B战机。此外，与该舰同
型、也计划航母化的“出云”号也
已完成甲板耐热化处理，随后将
更改甲板形状。

第二阶段改装主要涉及内
部区划变更，今年启动，预计两
年后完工。酒井良表示，“接下来
要启动‘加贺’的第二轮施工，今
后几年完成两艘战舰的施工。”
然后，按计划进行测试和训练，
开始投入全面使用。

“加贺”号属于“出云”级大
型护卫舰。二战后，日本和平宪
法禁止日本拥有攻击型航母，为
掩人耳目，日本把所有大型战舰
都称为“护卫舰”。“出云”级舰艇
以广岛吴港为基地，是目前日本
海上自卫队最大级别的军舰，舰
长248米，满载排水量约2 . 7万吨，
可搭载14架直升机。舰员为470
人，另外拥有可以搭乘450人的长
期居住设施，以及电子指挥室和
手术室等设施，具备战机海上基
地、燃油支援基地和海上救难基
地等功能。据悉，“出云”号当时
的建造费用为1200亿日元（100日
元约合4 . 7元人民币）。

“出云”级护卫舰最初只能
起降直升机，也被称为直升机航
母。但许多观察人士早就指出，
这种舰艇可以容纳机身更大的
飞机，从设计上就考虑到了确保
可以起降美制F-35B战机。“出
云”号在2021年进行了初次改装，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架F-35B战
机成功地从“出云”号上起降，使
其成为二战以来日本首艘搭载
固定翼舰载机的舰艇。

“出云”级最大的特点是甲
板跑道前后贯通。尽管酒井良宣
称两艘“出云”级舰艇并非航母，
但由于具有类似航母的全通甲
板，一直被外界视为“准航母”。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曾评论称，

“‘出云’号看起来像航母、听起
来也像航母”。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
本海上自卫队前官员曾爆料，

“出云”级舰艇的升降机可以满
足升降F-35B的需求，而且升降
机设置在舷侧，可以减少对飞行
甲板作业干扰，也有助于扩大机
库面积。

虽然全面改装过程预计2027
年初才能完成，但日本将在2025
年前接收首批F-35B战机。F-35
的制造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在其网站上说：“在所有国际
客户中，日本采购的F-35数量最
多。”

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想进
一步发挥F-35B的作战效能，还
可以为“加贺”号加装类似滑跃
甲板，这样会进一步提高F-35B

的起飞重量，增加战机挂弹量和
载油量，缩短滑跑距离，但改造
的工程量将会更大。据日媒报
道，由于航母需要进行定期维
护，为确保轮换体制，日本政府
有意在改造“出云”号和“加贺”
号的同时，再新建一艘同类型舰
艇。

还要造大型“宙斯盾”舰
排水量比肩“出云”级

“出云”号由日本JMU公司
于2012年1月开始建造，2015年3月
入役；“加贺”号则是在2017年正
式服役。“出云”取自日本古代

“出云国”的名字。日本第一艘

“出云”号是一艘装甲巡洋舰，
1900年购自英国，在日俄战争和
侵华战争中执行过任务。1945年7
月24日，这艘“出云”号在日本吴
港被美军飞机扔下的三枚炸弹
击中沉没。历史上的“加贺”号曾
是二战期间日本的主力航母之
一，犯下累累罪行，曾与另外5艘
航母一起偷袭过美军珍珠港，后
于1942年6月被美军击沉。

近年来，在美国政府鼓动
下，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开支。
日本防卫省2024年度拿到创纪录
的529亿美元预算，用于正在进行
的海上自卫队装备升级，以及采
购F-35战机和能够打击敌方领
土纵深的巡航导弹等武器装备。

除了“出云”号和“加贺”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拥有2艘具有
全通甲板的“日向”级直升机护
卫舰“日向”号和“伊势”号。本世
纪初研制出的“日向”级，是当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半个多世纪以
来最大型舰艇。虽然这两艘舰艇
都无法起降固定翼飞机，但它们
的大小和形状与轻型航母非常
相似，随时都可以进行航母化改
造。

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打
算建造2艘排水量超过2万吨的

“宙斯盾”舰，预计第一艘于2027
年底服役，第二艘于2028年底服
役。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信息，
新舰预计长约210米，宽约40米，

满载排水量可能高达2 . 6万吨，与
“出云”级基本相当，建成后将是
日本自卫队排水量最大的非直
通甲板主力战舰。

“出云”级是在“日向”级之
后建造的，比“日向”级更大。“出
云”级配备7架反潜直升机和2架
搜救直升机，有和“日向”级一样
的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同
时还配备“海拉姆”导弹防御系
统。

多年前，日本政府就以西南
岛屿防卫为名，欲将“出云”级直
升机护卫舰改造为能够搭载战
机的航母。2018年底，日本政府正
式决定对“出云”号和“加贺”号
进行航母化改装，相关内容写入
当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
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所谓“防御型航母”
是“一个谎言和诡辩”

日本拥有深厚的军工基础
和经验丰富的国防承包商，二战
后其军工生产在遭到毁灭性打
击后，又在美国的扶持下得到了
恢复和发展，美军很多装备研发
制造的背后都有日本企业的影
子。

很多人们熟知的日本企业，
不仅生产家电、汽车、仪器等民
用产品，还是军工大户，像三菱
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日立
造船等，二战期间就是日本战
机、潜艇等武器的生产商，目前
先进的战斗机、“宙斯盾”驱逐
舰、潜艇、军事卫星等也都由这
些企业制造。

三菱重工起家于船舶制造，
其前身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几乎一半
的潜艇和三分之一的驱逐舰都
出自三菱重工的造船厂。三菱重
工还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各种装
甲战车以及“爱国者”导弹的生
产商。日本主力战机F-15J和F-2
也由三菱重工生产制造，第一代
和第二代“宙斯盾”驱逐舰均出
自三菱重工之手。日本航空自卫
队此前从美国购买的F-35A战
机，绝大部分都由三菱重工负责
组装的。

另一个军工企业巨头是川
崎重工，它是日本自卫队飞机和
潜艇的主要生产商。其产品包括

“苍龙”级柴电混合攻击型潜艇、
喷气发动机、燃气轮机和柴油
机、军用飞机、导弹和航天装备
以及飞机零部件等。

由于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
本不允许拥有攻击型航母，日本
政府把未来的航母称为“防御型
航母”。日本外务省前高官孙崎
享在接受采访时说，拥有航母对
于日本的岛屿防御来说并无实
质性意义，而所谓“防御型航母”
则是“一个谎言和诡辩”。

也有分析认为，日本实现航
母化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日本反战团体“反对武器输出网
络”代表杉原浩司曾表示，日本
在建造“出云”号时就想到了将
来实现其航母化的可能性，但想
要配备美国航母一样的起飞弹
射装置相当困难，因此需要实现
舰载机轻量化。但这种做法势必
将降低战机攻击能力，导致航母
整体能力受限。

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艘能搭
载10至12架F-35B的轻型航母并
不能对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产生
大幅影响，但其造成的潜在影响
十分恶劣，意味着日本已突破和
平宪法第9条“专守防卫”条款，军
国主义或将死灰复燃。

日本撕掉了“伪装”
“加贺”号完成第一阶段航母化改装

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酒井良4月2日表示，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改装成航母的第一阶段施
工已于3月29日结束。4月8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向媒体展示了“加贺”号能够起降战斗机的甲板。日本
大型护卫舰的航母化改装行动再度暴露了其军事野心。

完完成成第第一一阶阶段段航航母母化化改改装装的的““加加贺贺””号号。。

航航母母化化改改装装前前的的““加加贺贺””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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