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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航天学》

前言

　　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深刻地改变了军事斗争的面
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的革命性变化。20世纪后半期，航天技术的兴起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使
战场空域迅速从大气层扩展到了外层空间，拓展了军事活动和国防安全的领域，正在改变现代战争形
态。陆、海、空、天、电一体化成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争先进人空间、利
用空间和控制空间，已成为世界各军事大国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紧
紧围绕各自的战略目标，筹划航天技术发展和空间力量建设。美、俄已经开始建立独立的空间力量，
并将其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从总体上强化武装力量的威慑态势，提高军事力量的
总体效能。21世纪将是人类全面进人空间，开发和利用空间的世纪，也将是世界军事力量角逐“制天
权”的世纪。谁能有效地进入空间领域，谁就能取得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战略优势。　　随着航
天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世界航天大国之间空间军备竞赛将愈演愈烈，强烈冲击信息化战
争的对抗结局，为此，军事航天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并被提到日程上来。揭示军事航天活动的
规律，并将其升华为科学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军事航天的实践活动，是军事航天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
。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空间，到各类用途的卫星、“神舟”号飞船发
射试验成功，我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国真正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航
天大国，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为我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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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航天学》

内容概要

《军事航天学(第2版)》系统地介绍了现代空间技术的基础知识，研究了军事航天发展规律，提出了空
间力量建设与空间作战等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我国第一部军事航天理论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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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显奇，湖南长沙人。1942年12月出生。1968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研究生毕业。原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院长。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军事学科评议组
成员、全军军事运筹学会副理事长、国防信息研究会副会长、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等职。第十届全国
人大代表。现主要从事军事航天理论与应用研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二等奖5项、三等奖2项，原国防科工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在国际学术会议及国内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40余篇。编著出版《领导决策概论》、《航天试验指挥学》、《领导科学》等多部专著。《航
天试验指挥学》获全军军事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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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地位和作用8.1 空间力量的战略地位8.2 空间力量在信息化战争中的重要作用8.3 空间力量与国家
安全8.4 空间力量与新军事变革第9章 航天装备9.1 概述9.2 空间信息获取系统9.3 空间导航定位系统9.4 
空间信息传输系统9.5 空间攻防对抗系统9.6 空间资源应用管理系统9.7 航天器支持系统9.8 小卫星系统
第10章 航天部队10.1 美军的航天部队10.2 俄军的航天部队10.3 航天部队建设第三篇 空问作战第11章 空
间作战概述11.1 空间作战的定义和发展11.2 空间作战环境第12章 空间作战战例12.1 早期的空间作战12.2
海湾战争中的空间作战12.3 波黑战争中的空间作战12.4 “沙漠之狐”中的空间作战12.5 科索沃战争中
的空间作战12.6 阿富汗反恐怖战争中的空间作战12.7 伊拉克战争中的空间作战第13章 空间作战的主要
特点、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13.1 空间作战的主要特点13.2 空间作战的指导思想13.3 空间作战的基本原
则第14章 争夺制天权14.1 争夺制天权的基本特征14.2 争夺制天权的基本途径第15章 空间作战的主要样
式15.1 空间威慑15.2 空间信息支援作战15.3 空间封锁作战15.4 空间突击作战15.5 空间防御作战第16章 空
间作战指挥16.1 空间作战指挥的特点与原则16.2 空间作战指挥体制16.3 空间作战指挥的基本活动第17
章 空间作战实验室17.1 概述17.2 空间作战实验室体系结构17.3 空间作战实验的组织与实施17.4 空间作
战实验室建设第18章 空间作战系统效能评估18.1 概述18.2 空间作战系统建模与效能评估方法18.3 军用
卫星系统综合效能评估18.4 军用卫星系统综合效能分析18.5 空间作战指挥效能评估第19章 国际空间
法19.1 空间法的形成与发展19.2 空间法的性质、特点和渊源19.3 外层空间宪章——1967年《外层空间条
约》附录《军事航天学》专业词汇中英文名词对照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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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多级火箭由上述讨论可知，用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条件是火箭必须把人造地球卫星加
速到第一宇宙速度，即K≥7.91km／s。按照现代火箭发动机的性能和结构水平，一般推进剂的单级火
箭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为了实现人类宇宙航行，苏联科学家齐奥尔柯夫斯基1903～1941年间提出了
利用多级火箭，实现人类宇宙航行的理论。多级火箭由几级独立推进的火箭组成，多级火箭的设计思
想是将已经完成任务的无用的结构抛掉，使发动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用于加速航天器。　　1.多级火
箭的结构和工作方式　　（1）多级火箭的结构。多级火箭由多个单级火箭构成，如图2-5所示。单级
火箭称为多级火箭的子级火箭，其结构有3种形式。串联式为多个子级火箭依次同轴连接，依次相继
工作，串联式多级火箭的长度较长。多个子级横向连接，亦称捆绑式，捆绑式多级火箭长度较短，但
因大气中飞行阻力较大，性能不及串联式。组合式为串联与捆绑方式同时使用的多级火箭。火箭级数
增多虽能提高速度，但结构过于复杂，因而一般为2级～4级。　　（2）多级火箭的工作方式。以串联
式三级火箭为例，各子级火箭分别称第一、第二、第三子级火箭，最后这一子级火箭还包括安装在其
头部的航天器，航天器既是最后一级子火箭的有效载荷，也是整个多级火箭的有效载荷。

Page 6



《军事航天学》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据说是中国第一本军事航天学学术专著，但是感觉全书基本找不到作者自己的观点，只是
堆砌别人的观点，因此感觉水平有限
2、很经典的书，质量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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