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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从航空器———气球、飞艇出现以后，它们很快就被用于军事，并且

出现了使用气球、飞艇的部队，开始形成空中武装力量。虽然这支初始的

空中力量并不强大，但是气球、飞艇的军事运用确实发挥了地面部队难以

起到的作用。然而航空器在空中作战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还是在飞机诞

生并从构造、性能到武器装备得到改进之后。飞机在军事上的运用所表现

出来的优越性，使人们对飞机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并在军事力量的编成

中增加了新的组织成分———军事航空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所有参战大国都有了航空部队。随着战

争的进展，飞机性能和作战效能的不断提高，作战任务也由单纯执行侦察、

通信、炮校等辅助性勤务扩大为空战、对地攻击、远程轰炸等多种战斗活

动，并建立了歼击机、轰炸机和侦察机航空兵部队。航空兵已发展成战斗

兵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范

围的航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各国空军的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改观。

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次局部战争，为空中力量的

大量使用、试验新的技术装备、验证空军军事理论等提供了有利机会。各

国从各自的利益、战略思想和经济实力出发，在空中力量建设方面，以独

立空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的模式，对其发展进行积极探索，从而

成为空军建设发展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初创和探索时期，并对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空中力量迅速发展和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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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

逐步成熟的空军得到了广泛使用。如果说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初登历

史舞台，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则是大显身手。从大战开始直

到结束，空军一直充当重要角色。

鉴于空军在战争中的特殊作用，空军的发展倍受各国重视。航空科学

技术飞速发展，航空装备更加先进精良，空军如虎添翼，作战能力空前提

高。空军在现代化局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使其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

越来越明显，其作用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航

天活动的起步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并广泛用于军事，高新技术的应用，使作

战飞机的各种性能、隐形效果空前提高，进攻武器威力增大，命中精度提

高并向智能化发展，电磁战的效率越来越高。各国出于各自的军事战略，

从国情、国力和军事的需要出发，积极更新和发展空军的武器装备，优化

空军结构，加强空中力量合成，迅速提高空军的战斗力。空军成为增强国

防力量和军队建设的重点。

本书自空军诞生伊始，从各个方面对空军发展历史进行了比较详尽的

阐述，希望对空军历史好奇的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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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的诞生

恩格斯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

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

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

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

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从 1783 年首次载人热气球升空发

展到氢气球、飞艇，再到 1903 年

有动力可操纵的飞机飞行成功，使

人类几个世纪以来征服天空的愿望

得以实现。它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

的变化，特别是航空器用于军事目

的之后，新的战争力量———空军应

运诞生。战争开始由平面转向立

体，并由此引起军事思想、作战方

法和军队建设的深刻变化。

飞行器在战争中显露头角


气球和飞艇问世后，人们便开始将其用于军事，并很快认识到它们在

军事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气球、飞艇性能的局限性和自身的弱点，只能

在空中侦察、通信联络、校正炮射等方面发挥作用。飞艇虽然也用于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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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水上目标的轰炸，但效果甚微。而在空中作战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则

是在飞机出现之后。随着飞机性能的改进，航空技术装备的逐步形成，飞

机遂行任务的能力逐步提高，飞机在战争中才显露头角。

气球、飞艇在军事上的早期应用

法国是把气球用于军事活动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利用气球实现人类

升空理想的国家。1789 年，法国在大革命爆发的当年，就成立了气球学校。

1793 年，法国政府设立了气球部，专门负责制造、装备和维修系留气球。

1794 年 4 月 2 日，法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气球侦察分队，并在同年的奥

法战争中，担任了军事观察和侦察任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气球侦察分队，

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航空器进行军事活动的部队。这支侦察分队的军事活

动，成为法国军队在福留拉斯作战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当时的

法军统帅拿破仑却没有看到利用系留气球可以提高战场观察的效果和对作

战的作用，下令解散了气球队。

早期军用侦察气球

然而，有远见的军事家

们并未受拿破仑的影响，他

们积极扩大气球的军事用途。

在 1848 ～ 1849 年的奥意战争

中，奥地利军队为了镇压威

尼斯的反奥起义，使用了

200 个小型自由气球，携带

着“利布鲁”炸弹，企图将

其送到威尼斯上空，但由于

风的影响，未能达到预期目

的。1859 年，在奥地利入侵

萨地尼亚的战争中，法国军队和萨地尼亚王国军队在索尔费里诺与奥地利

军队决战时，法军使用了系留气球并使用了发明不久的照相技术，从空中

对奥地利军队的阵地进行了侦察照相，提高了气球在军事上的使用价值。

在 1861 ～ 1865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北双方都使用了侦察气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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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的萨迪尤斯·劳尔使用 T·S·济教授提供的热气球，卓有成效地侦察

了南方军的行动。南方军总司令 R·E·李将军的部队离开其拉帕哈诺克营

向西移动，发起葛底斯堡战役的情报，就是最先由气球侦察到的。甚至在

华盛顿和气球之间也建立了电报通讯线，使华盛顿能直接得到侦察情况的

报告。

普法战争

1870 ～ 1871 年的普法战

争，成为气球在军事上运用

的转折点。1870 年下半年，

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法

国首都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

1870 年 9 月 23 日，朱

尔·迪鲁弗便驾驶气球从巴

黎起飞，飞越围攻巴黎的普

鲁士部队，3 个小时后，降

落在法国未被普军占领的埃

夫勒，传送了极其重要的公

文急报。至 1871 年 1 月 28 日，法国首都为了与地方保持联系和运送人员、

物资，共放出 66 个气球，其中只有 6 个落到敌方，2 个落到海上，成功率

达 88%。他们利用气球运送了 9 吨重的邮件，393 只信鸽和 155 名人员，在

运送的人员中包括法国共和派政治家、法国临时国防政府的国防大臣、法

国将领甘必大。甘必大逃出重围后，在图尔、波尔多等未被占领地区发动

军民为保卫祖国与普军作战。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对气球的成功运用，使世界各国对气球的军事价值

和发展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并积极进行了使用气球的实践。1898 年的美西

战争，1899 ～ 1902 年的英布战争，1904 ～ 1905 年的日俄战争，1911 ～ 1912

年的意土战争都使用了气球。许多国家还设立了气球的专门管理机构。1885

年，俄国在彼得堡成立了军用浮空部队，后来于 1887 年又改组为 “浮空干

部训练基地”。1890 年，英国皇家工兵配置了气球队。1892 年，美国在通

信兵中设立了气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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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艇比气球有明显的优点，加上飞机的产生和发展，气球在军事

利用方面的地位逐渐下降，以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基本解除了气

球在军事方面担负的重要角色。

有动力装置的飞艇容易驾驶。因此，在轻于空气的飞行器中，飞艇更

受军界青睐。各国原来设置的气球管理机构也因为装备了飞艇而扩大职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争先恐后

地制造、装备各式飞艇，并成立了飞艇部队。在 1911 ～ 1912 年的意土战争

中，意大利最早将软式飞艇用于军事目的，对土耳其部队进行轰炸和侦察。

1915 年 1 月 19 日，德国使用齐伯林号飞艇第一次在 150 米高度上对英格兰

东部地区进行了空袭，又于 5 月 31 日空袭了伦敦。此后，德国飞艇不断对

英国港口和伦敦进行轰炸。这些行动给英国以很大打击，迫使英国任命海

军上将帕西·斯科特为防空司令官，采取措施加强防空。

早期军用飞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艇的

制造技术迅速发展。大战初期齐伯

林号飞艇，容积为 2. 25 万立方米，

载重量 8700 千克，升限为 2500

米。大战末期德国制造的最大飞

艇，容积已达 6. 85 万立方米，有

效载重量为 5. 2 万千克，升限达

685 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

国的飞艇主要是用于战略目的，在

对英国进行连续的轰炸攻击中，未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盟国方面的

飞艇主要是用于担负沿海地区的警

戒，搜索鱼雷、潜艇和护卫船只，

虽然偶尔对潜艇进行攻击，但末对

地面目标进行轰炸。

由于飞艇容易遭到飞机和地面火力的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它也逐渐失去了在军事上的使用价值。飞机的出现及其军事实践，不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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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而且显示了战争样式和军队建设所发生的划时代变化。

最初的军用飞机

莱特兄弟试飞

1903 年 12 月 17 日，莱

特兄弟设计制造的 “飞行

者”Ⅰ号以飞行时间 59 秒

钟，飞行距离 260 米试飞成

功。1905 年 10 月试飞成功

的“飞行者”Ⅱ号续航时间

达到 38 分 08 秒，飞行距离

超过了 39 千米。1908 年，

飞机的续航时间纪录达到 2

小时 20 分，飞机性能达到了

新的水平。

路易·布莱里奥和他的单翼机

继莱特兄弟之后，欧洲

各国也纷纷研制和试飞新型

飞机，对飞机的早期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国

的飞行员和飞机设计师亨

利·法尔芒、莫里斯·法尔

芒兄弟研制成功能够横侧操

纵飞机的副翼，在飞机设计

上采用了推进式双翼的布局，

又创下了飞行续航时间和飞

行速度的新纪录。法国飞行家路易·布莱里奥，将飞机的结构由箱式风筝

双翼式改进为鸭式单翼结构，他设计制造的 “布莱里奥Ⅺ”型单翼机，成

功地进行了海上飞行。

法国人亨利·法布尔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浮筒式水上飞机，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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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试飞成功，以时速 60 千米的速度飞行距离达到 600 米。同年，美国

海军“伯明翰”号巡洋舰上加装了供飞机起降的平台，并成功地进行了首

次双翼飞机在舰上的起飞。水上飞机和飞机在舰上的起飞成功，使飞机的

适用范围迅速扩展。当时的飞机虽然在性能上得到不断改进，但是飞机的

设备仍然很简陋，没有机载武器，没有挂弹装置，更没有瞄准设备。因此，

飞机用于空中作战的规模不大，收效甚微。然而飞机在战争中使用的威力

却得到了初步显示，并引起一些国家的重视。

飞机完成军事任务的先例———意土战争

西奥多·罗斯福

飞机与气球、飞艇相比，其操

纵性、机动性、灵活性明显高出一

筹。所以，飞机诞生不久，便受到

政界和军界的关注。1907 年 8 月 1

日，美国在陆军通信兵中建立了航

空处，由查尔斯·钱德勒上尉任处

长。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一架飞机

诞生地的美国，其军事当局对莱特

兄弟的成就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只是由于美国第 26 届总统西奥

多·罗斯福的关注，军方才与莱特

兄弟重新商定订购飞机的问题。

1919 年，其航空处接受了第一架

飞机。

法国的布莱里奥，于 1909 年 7

月 25 日驾驶自己设计的 “布莱里奥”Ⅺ型单翼飞机首次飞越了英吉利海

峡。当时，飞机还没有参与军事活动，布莱里奥的创举已在欧洲引起很大

震动。法国人 H·G·韦尔斯指出: “……从军事观点来说，就是不用我们

的舰队，这也不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岛屿了。”英国也预感到飞机带来的空

中威胁。欧洲主要国家开始探索飞机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问题，英国、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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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相继建立了军事航空部队和相应的组织

机构，为飞机参加军事活动创造了条件。

1910 年，墨西哥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911 年 2 月，波菲里奥·迪亚斯

政府军队的一名飞行员奉命驾驶飞机飞越霍斯城，观察了革命军的阵地，

这是飞机在战争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但是飞机正式参战，并且首次发挥

多方面的作用，是在 1911 ～ 1912 年的意土战争。

意土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资本主义在欧洲确立和发展时，土

耳其形成的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而且日益衰落的封建王国。奥斯

曼帝国的领土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目标。1878 年 6 月召开的柏林会议，是

一次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会议。会上修改了圣斯特法诺和约，由于分赃

不均，造成巴尔干地区局势动荡。1911 年 9 月，意大利为了占领土耳其在

北非省份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

意土战争爆发时，土耳其还没有飞机，而意大利己经建立了一个隶属

于陆军的飞机连，拥有约 20 架军用飞机和 32 名飞行员。1911 年 9 月 25 日，

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塔尼亚派遣 9 架飞机、2 艘飞艇和 11 名飞行员参战。这

些飞机是“布莱里奥” I 型单翼机、“亨利·法尔芒”型双翼机了纽波特”

式单翼机和“鸽”式单翼机。10 月 23 日，队长皮亚扎上尉驾驶 1 架“布莱

里奥” I型飞机飞往的黎波里与阿齐齐亚之间的土耳其阵地上空，进行了约

1 小时的侦察。25 日，副队长莫伊佐驾驶 “纽波特”飞机进行侦察，发现

在艾因扎拉地区有一个很大的土耳其军队营地，从而为其地面部队作战提

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但是当他在目标上空盘旋时，其飞机机翼被土军的 3 颗

来福枪子弹击伤。这是飞机首次遭到地面火力的杀伤。11 月 1 日，意军飞

行员朱里奥·加沃蒂少尉驾驶 “鸽”式飞机，在北非塔吉拉绿洲和艾因扎

拉地区向土军阵地投下 4 颗各重 2 千克的 “西佩利”式榴弹，这是飞机作

战史的首次轰炸行动。

在意土战争中，飞机参加作战还创造了若干先例，诸如地面电台向飞

机传送无线电信号进行地空联络; 1912 年 1 月 10 日，用飞机投撒数千张规

劝土军投降的传单; 2 月 23 日，皮亚扎上尉利用固定在飞机座椅上的蔡司

硬片照相机进行了空中照相侦察; 5 月 2 日，第 2 航空队队长马连戈上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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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行了 30 分钟的夜间航空侦察; 5 月 8 日，马连戈上尉又首次进行夜间

轰炸，在黎明前对土军基地投了数枚炸弹等。

飞机在意土战争中的运用，仅仅是空中作战的萌芽，虽然规模不大，

效果也不明显，但是，它预示了飞机在战争中的前途和战争的样式将发生

革命性的变化。意土战争中的空中作战，使意大利当局意识到军事航空的

威力，于是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将军事航空队扩建为军事航空营，积极

为发展壮大军事航空创造条件。同时，这也引起了世界主要国家对军事航

空的瞩目和效法，从而促进了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

此外，在摩洛哥战争中，飞机也参加了作战行动。1911 ～ 1912 年发生

的摩洛哥战争，是法国发动的一场殖民战争。1911 年 4 月，摩洛哥首都非

斯爆发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人民武装暴动。法国借口保护其侨民和恢复 “秩

序”，出兵镇压摩洛哥人民的反抗。1912 年 3 月，摩洛哥被迫与法国签订了

“保护条约”，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国防部于 1912

年初，派出 6 架飞机，组成法军航空队，执行侦察和通信任务。这些飞机装

备了用于自卫的机枪，并在执行任务中携带了炸弹。因此，在作战中除了

侦察和通信任务外，还轰炸了地面目标和摩洛哥军队以及聚集的土著居民。

法军飞行员还用燃烧弹攻击过农田。由于法军使用的飞机数量有限，参战

时间又短，所以作战效果不大。

巴尔干战争中的空中作战

在 1912 ～ 1913 年发生的两次巴尔干同盟诸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

空中作战效果比较明显。

巴尔干战争中的空中作战与以往不同，交战双方都拥有军事航空部队。

希腊于 1912 年 9 月，建立了军用飞机中队，有 4 架 “法尔芒”式双翼飞机

和在法国受过飞行训练的陆军军官。保加利亚在战争期间组建了一支拥有

12 架“布莱里奥”和“布里斯托尔”式单翼飞机的陆军航空部队，雇佣俄

国、意大利和英国飞行员参战。塞尔维亚在 1912 年已有一支拥有 “布莱里

奥”、“法尔芒”和“德佩尔迪桑”等型飞机 10 余架的军事航空队。土耳其

也购买了“纽波特代”、“德佩尔迪桑”、“布里斯托尔”、“哈兰”等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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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并雇请了外国飞行员。交战双方拥有的军事航空部队，都参加了作战

行动。希腊的飞机中队，在塞萨利和伊皮罗斯战线进行了侦察活动，1 架水

上飞机还为希腊海军执行了侦察任务，并在飞越达达尼尔海峡时，投下 4 枚

炸弹，试图轰炸达达尼尔海峡内的土耳其舰艇。保加利亚的航空部队在保

加利亚军队包围土耳其的阿德里安堡 ( 埃迪尔内) 时，空投传单，对土耳

其军民进行政治攻势。一名在保加利亚航空队服役的俄国飞行员沙可夫，

于 1913 年 2 月 8 日，驾驶一架双翼飞机，携带 6 枚炸弹攻击了亚尼纳周围

的城堡，造成了破坏和混乱，为保加利亚军队攻克该城创造了条件。塞尔

维亚军事航空部队，在斯库台包围战期间执行了侦察任务。土耳其在战争

中也不断使用飞机进行军事活动。

巴尔干战争

由于当时飞机性能低下，

设备简陋以及飞机构造和驾

驶技术等原因，飞机在军事

上的早期运用，主要任务还

是侦察和通信，所进行的轰

炸也只是使用初步改装的炸

弹和手榴弹，不仅炸弹的威

力不大，而且由于飞机上没

有瞄准装置，投弹也不准确，

没有取得真正意义的轰炸效

果。但是，飞机的初步军事

实践已经显示了飞机在战争

中发挥的作用。

对飞机军事作用的思考


飞机的问世和将其用于战争，是人类军事航空活动的一次飞跃。飞机

在操纵、灵活、机动等技术战术性能方面具有气球、飞艇不可相比的优点，

使它诞生不久便登上了战争舞台。飞机最初参加战争，虽然取得的军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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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不算大，但却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引起人们对飞机军事作用

和价值的关注和思考。当然，由于受到当时飞机性能和战争实践的局限，

还不可能形成比较系统成熟的理论。但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已经萌生。

从对飞机军事用途的怀疑开始

飞机诞生后，虽然以它起飞简单、便于操纵、机动性好、不受地面障

碍限制等优点，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飞机正式参战以前，各国的官方

对飞机的军事用途和发展前景并没有足够认识。美国是莱特兄弟的祖国，

然而对莱特兄弟研制飞机及飞行成功的成就却未予以应有的重视。1907 年

10 月 1 日，美国陆军通信兵司令詹姆斯·艾伦将军在写给军械装备委员会

的信中，对飞机在军事方面的运用表示怀疑。他在信中说: “任何一种飞行

器的军事用途仅仅是进行观察和侦察。”对飞机作为进攻武器向敌方投掷爆

炸物的可能性，他认为: “速度大的飞机对投掷爆炸物是不适宜的。这是因

为，越过敌人工事至少要离地 400 英尺 ( 1 英尺 = 30. 48 厘米) ，在这样的

高度上以 30 英里 /时 ( 1 英里≈1. 61 千米) 的速度飞行，即便经过大量练

习，投掷的准确性也不会近于距目标半英里。”于是他确信，英国、法国、

德国已经使用的飞艇的作用比飞机还要大。法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法国

元帅福煦也没有以军事家的远见对飞机在军事方面运用的价值给予正确评

价。1910 年，福煦元帅看到飞机时，竟认为飞机 “飞着玩，用于体育运动

可以，但军事上没有使用价值”。

不次于陆地、海洋的另一个战场———天空

对于飞机的出现，当时有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飞机将会带来空中

威胁的严重性，预见到将会出现新的战争领域。1906 年，当欧洲第一架飞

机飞行成功以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对于飞机的作用，英国报界

权威洛德·诺思克利夫感慨地说: “成为新闻的不是人类能飞行，而是英国

不再是岛国了。”1908 年，英国作家 H·G·韦尔斯写了 《空中战争》一

书。他在书中预言各国的空中力量将使战争的进行及战争的社会结果发生

彻底变革。他断言，空中战争将成为一种 “全面游击战争，一种使所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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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庭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机构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进去的战争”。1909

年，法国人 L·布莱里奥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以后，H·G·韦尔斯对飞机

的这一实践，直言不讳地说: “从军事观点来说，就是不用舰队，英国也不

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岛屿了。”从这些论断可以看出，在飞机诞生不久，飞

机的军事活动十分有限，而且由于飞机性能、装备的限制，其在军事活动

中的成效也不大的情况下，这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飞机的军事价值，并

预测由于飞机的出现和用于军事，将会引起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杜黑的预见和最早出现的制空权思想

杜 黑

1909 年，飞机诞生刚刚 6 年，

当时的意大利陆军少校朱利奥·杜

黑就从飞机早期的军事活动中预见

到将会诞生新的军种———空军，并

论述了空军的重要性。对此，他在

《装备》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至今为止曾被无情地束缚于

地面; 我们曾经傲慢地、甚至几乎

带着惋惜心情嘲笑那少数无畏的先

驱者的努力，认为他们是自欺欺

人，而结果却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先

知。我们只有陆军和海军，因而感

到奇怪，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

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但

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好习惯于

这种思想，并为将要到来的新的战争做好准备。如果有的国家能够离开海

洋而生存，那么肯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呼吸空气。因此，未来我们将有 3

个而不是 2 个独立的有明确界限的战场，虽然在每个战场中各自将以不同的

武器进行战争，但仍将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协作，这个目标始终如一，就

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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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充分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但是不久制空权将变得同样

重要，因为只有获得这种制空权，我们才能利用空中观察的好处，能清楚

地看目标。这种好处只有当我们拥有空中力量而使敌人停留在地面时，才

能充分享受。争夺制空权的斗争将是艰苦的。文明国家将努力锻造最有效

的手段来进行这种斗争。如果其他条件相等，任何冲突的最终结局将决定

于数量。因此，争夺制空权的竞赛将持续不止，只是有时因经济原因而受

到限制。为了争夺这种空中优势，航空兵队伍将越来越大，它的重要性也

将日益增长。”

“因此，陆军和海军不应把飞机看做仅是一种用途有限的辅助武器。他

们更应把飞机看做是战争大家族中的第三位兄弟，当然是小弟弟。”

后来，杜黑又提出了关于空军军事学术问题。1910 年，他在 《航空问

题》一文中，论述实现制空权的手段时提出: “除了所用武器的技术问题以

外，空中作战还要求解决空中力量的训练、组织和使用问题，即: 要求创

立前所末有的第三种军事学术，空中作战学术。”在当时，无论各国的政界

还是军界，对飞机的军事价值都存有疑问的情况下，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少

校军官杜黑，却能预言飞机的出现及其用于军事必将引起战争的革命，将

诞生与陆、海军并列的新的武装力量———空军，并提出 “第三种军事学

术———空军作战学术”，以解决新军种空军的使用问题。这些具有高度的科

学预见性的观点的提出，使人们对飞机军事价值的认识得到新的提高，对

推进飞机在军事上的运用和早期形成空军学术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空军的倡导者———威廉·米切尔

威廉·米切尔是美国空军的倡导者，也是一位早期空军战略家。1906

年，米切尔在任美国堪萨斯莱文沃思堡通信学校的教官时，以 《通信兵与

师属骑兵以及对无线电、探照灯和军用气球飞行的意见》为题发表演讲，

大胆地预言了未来突击的方式。他说: “毫无疑问，未来冲突将在空中、地

面、水上、地下和水中进行。”他的演讲是在 1906 年。当时，飞机和潜艇

还没有显示其力量，美国军队还没拥有飞机，可见米切尔在飞机诞生后不

久就提出这样的观点，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米切尔以这种认识指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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