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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战争中的空中力量》

内容概要

着重讨论了三次战争里战术航空兵作战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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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战争中的空中力量》

作者简介

作者是 美国空军上将 威廉·W·畅莫姆耶尔
越战期间担任第7航空队司令官 1966-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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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越战，无论对美军还是对整个空军届而言，都是最近的一场具有对抗性的持久的空地战了。
第三次中东战争虽然空战也很热闹，但毕竟持续时间太短，属于闪击战而不是持久战；而近十几年的
中东战争又是一边倒毫无对抗性可言。因此，研讨与汲取越战的空战中的经验与教训，依旧是各国空
军最现实的途径。在此背景下，这本由越战时的美军战场空军主官攥写的著作就弥足珍贵了。
　　
　　本书不是通常的回忆录，而是按照作战流程写就，堪称简明教科书。虽然内容涉及二战、朝鲜战
争与越战三场，但作者的写作重心完全落在了越战，更有现实意义。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夺取制
空权（空优战）是战术空军的首要任务和其他任务的前提，接下来，作者用最多的篇幅剖析了战术空
军的另两项主要使命：战场阻断（遏制与摧毁敌方供应线）与近地支援，这也是越战中美国空军的主
要作战任务。而要完成这三大任务，作者认为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战场指挥权的归属与责任界限，尤其
是陆海空三军在多国范围内协同作战时的指挥链条。美空军在越战中发现前进控制、空中指挥这两个
制约结点，如今都有了长足的弥补；而作者在结语中预测的精确打击愿景，已成为现实。
　　
　　联想到中国空军，几乎从来没有执行过真正的战场阻断与近地支援作战，而制空战在朝鲜战争有
限的行动之后也有60余年的空白，更别提空地协同或海空地协同了，空军有前进控制官这一角色的存
在与有效训练吗？
2、越战奠定现代空战模式
3、翻译的并没有很好吧，好几个生硬的句子我都别扭了...作者的意思大概是要早就上B52轰炸北越，
战争早在64年就结束了吧o(╯□╰)o
4、简明战术空军战术指南，译文准确
5、战术空军教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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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虽然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将，但是他在前言里说的很清楚，他不会去写那些自己没有参加过的
战斗。这点颇为令人遗憾，因为我一直想要认真了解一下第八航空队对德国的战略轰炸这一历史事件
，结果书中几乎没有怎么写这件事，挺让我郁闷的。但除此之外，整本书几乎是一本完美无缺的空中
作战教科书。虽然作者因为处在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有一些偏见，但是整本书的政治色彩非常淡，作
者的偏见基本上也只存在于偶尔几句的套话中或者偶尔的一两个数据（书中给出的朝鲜战争中战斗机
的交换比为1:10，打死我也不信这个数据。中国空军当时实力确实还比较弱，但是中国空军绝对没有
这么多的可供损失的飞机）。并不会影响你的阅读。因为是类似教材的书籍，所以读起来有些枯燥（
空中作战的指挥机构那几章我读得都快睡着了），但是数据量非常大的。作者先介绍三次战争中的空
中指挥机构，主要是介绍包括战术航空兵、战略航空兵以及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指挥权问题。这些部队
在不同的战斗中归属于不同的指挥机构，所以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此外，还依次介绍了反航空兵作
战、空中袭扰作战与近地支援作战，作者对越南战争描写笔墨最多、篇幅最大（由此可见越战对美国
人心中留下多么深的阴影），对想要了解美国空军在越战中表现的军事爱好者来说，此书绝对是必读
书。当然，言语之间作者也会发发牢骚（主要是抱怨美国政府对空军限制太多，空军只能轰炸北越某
一类的目标，而且当目标离中国太近时飞机连靠近都不让了），认为如果当初放开手对北越进行大规
模轰炸越战就绝不会失败。这个我倒还真信，美国要是不顾一切地跟北越掐架的话绝对可以把北越碾
压致死。问题是作者似乎没考虑过这样子值不值得。毕竟这只是一场有限的战争，不值得美国那么玩
命吧？当然，作者是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所以有些问题他没有考虑倒也正常。总而言之，略微有些
枯燥但绝对是一本好书。值得军迷们一看。
2、越战，无论对美军还是对整个空军届而言，都是最近的一场具有对抗性的持久的空地战了。第三
次中东战争虽然空战也很热闹，但毕竟持续时间太短，属于闪击战而不是持久战；而近十几年的中东
战争又是一边倒毫无对抗性可言。因此，研讨与汲取越战的空战中的经验与教训，依旧是各国空军最
现实的途径。在此背景下，这本由越战时的美军战场空军主官攥写的著作就弥足珍贵了。本书不是通
常的回忆录，而是按照作战流程写就，堪称简明教科书。虽然内容涉及二战、朝鲜战争与越战三场，
但作者的写作重心完全落在了越战，更有现实意义。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夺取制空权（空优战）
是战术空军的首要任务和其他任务的前提，接下来，作者用最多的篇幅剖析了战术空军的另两项主要
使命：战场阻断（遏制与摧毁敌方供应线）与近地支援，这也是越战中美国空军的主要作战任务。而
要完成这三大任务，作者认为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战场指挥权的归属与责任界限，尤其是陆海空三军在
多国范围内协同作战时的指挥链条。美空军在越战中发现前进控制、空中指挥这两个制约结点，如今
都有了长足的弥补；而作者在结语中预测的精确打击愿景，已成为现实。联想到中国空军，几乎从来
没有执行过真正的战场阻断与近地支援作战，而制空战在朝鲜战争有限的行动之后也有60余年的空白
，更别提空地协同或海空地协同了，空军有前进控制官这一角色的存在与有效训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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