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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航空航天技术是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先进水平的重要标志。
它综合运用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最新成就和工程技术的最新成果，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
应用最为广泛、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本书首先介绍了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概况，以期让读者首先对航空航天的发展历程和最新成果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分别对飞行器飞行原理、动力系统、机载设备、构造以及地面设施和保障系统等方面的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进行了介绍。
书中内容力求浅显易懂，并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适合于各个专业的学生阅读。
由于航空航天技术发展很快，为了保证教材的先进性和时代性，本书在2005年9月第1版的基础上，推
陈出新，删繁就简，更新了航空航天技术发展过程中已过时的数据，补充了近几年国内外航空航天发
展的最新技术和最新成果以及当代航空航天技术的典型案例，内容更加丰富翔实、通俗易懂。
同时本着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原则，根据几年来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对原版中个别不当
之处进行了修正。
本书第2版由谢础和贾玉红任主编，第1章和第6章由黄俊编写，第2章和第3章由贾玉红编写，第4章和
第5章由吴永康编写，全书由贾玉红统稿。
本书涉及面很广，几乎囊括了所有广泛应用的现代飞行器。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和兄弟院校的有关教材，在此谨对原作者深表感谢。
本书涉及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鉴于编者的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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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航天技术是当代发展最为迅速的技术，是一个国家技术先进水平的标志和综合国力的体现。
本书以飞行器（航空器和航天器）为中心，阐述了航空航天领域所涉及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发展
概况’并尽量反映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
全书共分为6章，分别介绍了航空航天发展概况、飞行原理、动力系统、机载设备、飞行器构造以及
地面设施和保障系统等方面的基本内容。
书中内容力求浅显易懂，并侧重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是航空航天院校低年级学生的入门教
材。
    本书为航空航天专业高校的基础教材，供低年级各类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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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航天航天是指载人或不载人的航天器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航行活动，又称空间飞行或宇宙航行
。
航天的实现必须使航天器克服或摆脱地球的引力，如想飞出太阳系，还要摆脱太阳引力。
从地球表面发射的飞行器，环绕地球，脱离地球和飞出太阳系所需要的最小速度，分别称为第一、第
二和第三宇宙速度，是航天所需的三个特征速度。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人类飞行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航空、航天和航宇。
他认为航空是在大气层中活动，航天是飞出地球大气层在太阳系内活动，而航宇则是飞出太阳系到广
袤无垠的宇宙中去航行。
遨游宇宙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愿望。
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型液体火箭的成功发射奠定了现代航天技术的基础。
约二十年后，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乘“东方”1号飞船进入太空，人类终于实现了遨游太空的伟大理想
。
火箭推进技术是航天技术的核心。
航天实际上也有军用和民用之分，但世界各国在宣传自己的航天工业时都主要强调其商业或民用潜力
。
占领和控制近地宇宙空间已经成为西方军事大国争夺军事优势的新焦点。
在美国、俄罗斯等国已发射的航天器中，具有军事用途的超过70％。
用于军事目的的航天器可分为三类：军用卫星系统、反卫星系统和军事载人航天系统。
军用卫星主要分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和侦察（间谍）卫星三种。
反卫星系统包括反卫星卫星、定向能武器和动能武器。
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和射频武器等属于定向能武器；动能导弹、电磁炮和电热弹等属于动能武器的
范畴。
军事载人航天系统分为空间站、飞船和航天飞机、空天飞机等，空间站可用作空间侦察与监视平台、
空间武器试验基地、天基国家指挥所、未来天军作战基地等。
航天的民用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空间物理探测、空间天文探测、卫星气象观测、卫星海洋观测、卫星广播通讯、卫星导航、遥感考古
、太空旅游和地外生命探索等都是航天的重要应用领域；微重力环境下完成的各种化学、物理和生物
实验成果是航天为人类文明与进步所做的直接贡献。
1.1.3　航空与航天的联系航天不同于航空，航天器是在极高的真空宇宙空间以类似于自然天体的运动
规律飞行。
但航天器的发射和回收都要经过大气层，这就使航空航天之间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尤其是水平降落的航天飞机和研究中的水平起降的空天飞机，它们的起飞和着陆过程和飞机非常相似
，兼有航空与航天的特点。
航空航天一词，既蕴藏了进行航空航天活动必需的科学，又包含了研制航空航天飞行器所涉及的各种
技术。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航空与航天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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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空航天技术概论(第2版)》为航空航天专业高校的基础教材，供低年级各类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
供从事相关专业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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