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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从具有思维的那一天起就对日月交替、群星璀璨的天空怀有无限的遐想。
对邀游星际、登陆星球的渴望演绎成了一个个美妙动人的传说，这些传说不仅引发了文学家们的创作
灵感，更激励着科学家为了实现梦想而奋斗不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终于在20世纪凭借自身的努力第一次飞出地球的摇篮，踏上茫茫星海
，从此拉开了人类探索太空、利用太空的帷幕。
今天，人类的“足迹”已遍布近地空间，正向着深空和太阳系以外扩展。
　　迄今为止，人类航天活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个是由各种用途的民用卫星、科学探测器、太空站及其太空往返器件构成的民用航天系统，例如阿
波罗登月飞船、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国际合作建设的太空站、火星探测器等等。
它们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人类和平事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价值，可以满足
军事上的需要。
另一个是由军用卫星和各种太空武器装备构成的军用航天系统。
在人类已经发射的5000多个航天器中，70％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
军用航天系统中的大部分同样能够用于民用目的或带动相关的研究，如美国的GPS系统就为全球免费
提供民用导航服务。
相当多的航天活动尽管打着民用的旗号，但实际上大都含有鲜明的军用色彩，军事需求对当代人类的
航天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军事航天力量，系指世界范围内在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太空进行军事活动的各种
力量，是一种进入太空、利用太空和控制太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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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逐鹿天穹》所阐述的世界军事航天力量，系指世界范围内在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太空进行军事活
动的各种力量，是一种进入太空、利用太空和控制太空的军事力量。
 《逐鹿天穹》介绍了军事航天力量在梦想和探索中孕育、军事航天力量伴随战略导弹的发展而问世、
军事航天力量在太空抢占、开发和运用中迅速发展、军事航天力量在争夺制天权中走向攻防一体等八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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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研制　　6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试验一种名为“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
太空飞行器。
这种飞行器实际上是从太空攻击地面战略目标的航天兵器。
1966年9月至1971年8月，苏联共进行了18次试验。
　　利用卫星轨道对地面战略目标实施攻击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较之洲际弹道导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和更大的威胁性。
因为洲际弹道导弹取抛物线弹道，弹道明显地凸向太空，弹道最高点可达1500公里以上。
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取人造卫星轨道，假如轨道高度为300公里（实际上多数试验轨道高度只有250公里
），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到达目标的行程比洲际弹道导弹近得多。
洲际弹道导弹的速度一般为每秒6公里左右，而在300公里高度上的人造卫星运行速度为每秒7.7公里，
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到达目标所需时间较之洲际弹道导弹为短。
对于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不到的地球背面目标，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取300公里高度的轨道，只需45分钟
就可到达。
然而，苏联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并非尽善尽美，从试验情况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没有实际部署。
1971年8月以后。
苏联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试验。
而美国则从来也没进行过这类试验。
　　（4）定向能武器的研制　　定向能武器又名“束能武器”。
这类武器与炮弹、炸弹、原子弹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武器的能量不是以爆炸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传播
，而是沿着一定方向传播，故而得名“定向能武器”。
激光、粒子束及射频武器都属此类武器。
　　美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定向能武器发展研制重点是放在车载、舰载、机载激光武器上，并进
行过一系列打靶试验，亦曾使用高能激光器击落过飞行中的导弹。
定型的定向能武器还是在80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宣布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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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19世纪是陆地、海洋世纪，20世纪是空中世纪，21世纪将是太罕世纪。
谁拥有太空，谁就会赢得未来，真正的太空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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