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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航空航天技术是现代和未来文明的主要标志，对很多领域的科学技术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也是一个
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本书以帮助读者了解航空航天知识，初步建立航空航天基本概念，培养航空兴趣，树立热爱航空、航
空报国的远大志向为目标，详细讲授航空航天发展史、航空航天基本知识、飞行器基本结构、航空航
天新技术、中国航空航天发展现状和航空航天精神文化等内容，重点突出通俗性、趣味性、启蒙性、
激励性和实用性。
特别适合于航空院校学生入学教育，也可作为青少年科普读物。
本书从三个层面由浅入深展开介绍：首先介绍了世界航空航天发展史、中国航空航天发展概况，使读
者首先对国内外航空航天发展概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对照；然后对飞行原理进行深入浅出地介绍，
并结合世界名机赏析，使读者建立起基本的飞行与飞行器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分别对飞机结构与构
造、飞行器动力、机载设备与仪器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进行阐述，使读者得到航
空航天专业的入门级教育。
最后针对不同专业的读者需求，安排了航空新技术简介和航模设计与制造的内容介绍。
本书继承了同类教材的一些优点和精髓，在此基础上依据编者长期教学经验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必要的
精简和扩充，同时补充了航空航天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成果，内容更为全面而通俗，更具可读性和实用
性。
本书由集体撰写，王云主编。
第1章由江善元编写，第2章由顾列洪编写，第3章由冯瑞娜编写，第4章由蒋阳编写，第5章由彭承明编
写，第6章由王云编写，第7章由宋伟编写，第8章由衣克洪编写，附录由耿立威编写，全书由王云统稿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图文网络资料，并请原作者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联系以便领取
稿酬。
在此，谨对提供相关文献的作者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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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航天概论》以帮助读者了解航空航天知识，初步建立航空航天基本概念，培养航空兴趣，
树立热爱航空、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为目标，从世界航空航天发展史、中国航空航天发展概况、飞行
原理、世界名机赏析、飞机结构与构造、飞行器动力、机载设备与仪器、航空新技术简介以及航模设
计与制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地介绍，重点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适合航空院校学生专业
入门和青少年科普阅读。
《航空航天概论》以帮助读者了解航空航天知识，初步建立航空航天基本概念，培养航空兴趣，树立
热爱航空、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为目标，从世界航空航天发展史、中国航空航天发展概况、飞行原理
、世界名机赏析、飞机结构与构造、飞行器动力、机载设备与仪器、航空新技术简介以及航模设计与
制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地介绍，重点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适合航空院校学生专业入门
和青少年科普阅读。
航空航天技术是现代和未来文明的主要标志，对很多领域的科学技术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也是一个
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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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航空航天发展史航空航天技术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最迅速、对人类社
会生活影响最大的科学技术领域之一。
航空技术是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国防力量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
志。
一般把在地球大气层内或大气层之外的空间（太空）飞行的器械统称为飞行器。
通常飞行器可分为三大类：航空器、航天器、火箭和导弹。
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飞行器称为航空器，如气球、飞艇和飞机等。
在大气层之外的空间飞行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例如人造地球卫星、空间站、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等
。
航天器在运载火箭的推动下获得必要的速度进入太空，然后在引力作用下完成与天体类似的轨迹运动
。
借助火箭发动机提供推进力的飞行器，称为火箭，它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也可以在大气层外飞行。
有时，火箭单指火箭发动机。
依靠制导系统控制其飞行轨迹的飞行武器，称为导弹。
导弹与火箭通常只能使用一次，人们往往把它们归为一类。
航空器需要靠产生升力以克服自身重力才能升空飞行。
按照产生升力的原理，可将航空器分为如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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