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渴望飞行的梦想源远流长, 想像鸟

儿一样自由地翱翔于蓝天, 但是人类没有翅

膀, 如何才能飞上蓝天呢? 这就得益于人类

聪慧的大脑了。 如今, 人们不但可以飞上蓝

天, 还能比鸟儿 “飞冶 得更快、 更高、 更

远, 实现了人类飞上蓝天的神话。

本书既突出航空发展的历程, 又注重对

其科学思想、 科学方法的探究, 涵盖了很多

学科领域; 既突出趣味性, 又兼顾知识的系

统性和全面性, 把复杂的科学知识用简明、

通俗的语言加以描述或说明, 深入浅出, 展

现航空航天业百年的辉煌历程, 发掘不同时

期不同事件发生的深刻缘由。 让这本书带着

我们追随人类飞向蓝天的足迹, 走过一个个

以过去、 现在和未来航空航天为主题的场景,

体验波澜壮阔的航天旅程! 在这里你可以从

地球飞向神秘的天空, 触摸那遥远而又神秘

的星球, 也可以翱翔天际, 体验一场难忘的

太空之旅! 让孩子们飞向蓝天、 飞向太空、

飞向未知世界的同时, 去探索太空里更多的

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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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丰富有趣, 详尽地介绍了各种

航天飞行器以及不断发展中的航空新技术,

集科学性、 系统性、 逻辑性、 知识性、 趣味

性于一体, 使读者青少年能够更直接、 更客

观地了解航空航天技术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把握未来航空技术发展的方向。

《飞天的神话———航空航天》 一书, 倾

听文明的声音, 纵观航天史上的奇迹, 包罗

趣味科普知识, 丰富课外阅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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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靠热气球 “登天冶

虽然人类怀揣着飞行的梦想并不断实验、 探索, 但是人类始终未能如愿地

登上理想的高空, 与蓝天、 白云做更亲密的接触。 热气球出现后, 人类才勇敢

地踏上了高空。

纸片的启发

18 世纪, 法国造纸商蒙戈菲尔兄弟因受碎纸屑在火炉中不断升起的启发,

用纸袋集聚热气做实验, 使纸袋能

够随着气流不断上升。 1783 年 9 月

19 日, 在巴黎凡尔赛宫前, 蒙戈菲

尔兄弟为国王、 王后、 宫廷大臣及

13 万巴黎市民进行了热气球的升空

表演。 同年 11 月 21 日下午, 蒙戈菲

尔兄弟又在巴黎穆埃特堡进行了世

界上热气球第一次载人空中航行。

热气球飞行了 25 分钟, 在飞越半个巴黎之后降落在意大利广场附近。

飞行动力

热气球的唯一飞行动力就是风。 对于环球飞行的热气球来说, 必须选择速

度和方向都合适的高空气流, 并随之运动, 才能高效地完成飞行。 就像环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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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需要不停地换飞机一样, 热气球需要搭乘不同的气流。 热气球的高度通常

要达到十几千米, 在不同的高度受气流影响时飞行的速度是不同的。 需要调整

速度时, 飞行员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调整热气球的高度, 从而改变飞行速度。

主要构成

热气球, 更严格地讲, 应该叫做密封热气球, 由球囊、 吊篮和加热装置三

部分构成。 球囊是由强化尼龙制成的。 尽管它的质量很轻, 但很结实, 是不透

气的。 吊篮由藤条编制而成, 着陆时能起到缓和冲击的作用。 而燃烧器是热气

球的心脏, 用比一般家庭煤气炉大 150 倍的能量燃烧压缩器制成, 点火燃烧器

是主燃烧器的火种。 一直保持火种, 即使被风吹也不会熄灭。 另外, 热气球上

有两个燃烧系统, 以防备空中出现故障。

热气球运动

热气球运动具有航空体育比赛、 探险、 休闲、 空中摄影、 高空作业、 气象

探测、 旅游观光、 空中广告、 地质地貌测绘、 青少年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 热

气球运动在国外已经流行很久, 近些年来在国内开始受到人们的热捧。 尤其是

热气球运动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和健身项目, 因而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面。

投资者的新宠

世界上很多精明的企业家都不惜投入巨资赞助热气球比赛和探险活动。 如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米其林和财富杂志等都有自己庞大的热气球队伍。 日本

本田公司连续十几年赞助日本举办百球规模的热气球大赛, 柯达公司赞助美国

的热气球比赛已经发展到有七百多个热气球参赛的规模。 我国的热气球运动开

展以来, 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企业家和飞行爱好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这

项时尚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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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艇的诞生

空气同水一样, 也有一定的密度。 当存在于空气中的物体密度小于空气的

密度时, 这个物体就会慢慢地飘浮起来, 也就是说, 空气也有浮力。 飞艇就是

在这种浮力的作用下不断升上高空的。 人们把密度小于空气的气体充入气囊内,

气囊就带动着舱体飞了起来。

飞艇与热气球

有人可能会将飞艇与热气球混淆起来, 它们两个虽然外形很像, 但有着本

质的区别。 首先, 二者的升空方式不同: 热气球是将空气加热使之密度减小,

借助空气浮力升上高空; 而飞艇气囊内所充入的气体本身密度就比空气密度小,

因而能够在空气中飘浮。 其次, 飞艇依靠发动机和推进器, 不像热气球完全靠

风力作为前进的动力。

飞艇的发展史

1852 年, 法国人亨利·吉法尔用蒸汽机装配了第一艘部分可操纵的飞艇。

这个雪茄形状的飞艇长 44 米, 直径 12 米, 发动机输出的功率是 3 马力, 时速

10 千米。

德国的齐伯林研制的飞艇开创了一个飞艇广泛用于商业飞行和军事目的的

新时代。

齐伯林出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 快 50 岁时才以中将军衔退出现役, 开始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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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事业。 他的第一艘齐伯林式飞艇 “LZ-

1冶 号于 1900 年试飞 (此时在新大陆, 莱特

兄弟正专心于他们的飞机研究)。

1906 年, 他制造了一艘新的飞艇

“LZ-3冶 号。 “LZ-3冶 号的飞行取得了完

全成功, 两个小时飞行了 97 千米。 到这

个时候, 齐伯林的成绩终于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

1937 年, 载着 97 名乘客的大型飞艇 “兴登堡冶 号在美国赫特湖附近的机

场着陆时爆炸起火, 飞艇时代就算结束了。 “兴登堡冶 号是德国人 1936 年制成

的, 它曾 10 次往返于美国和德国之间, 总共运送旅客 1000 多人, 但最终发生

了飞行史上有名的空难。

喜爱的 “食物冶

飞艇也是一个 “挑食冶 的家伙, 充入飞艇大胃囊的气体, 其密度必须小于

空气密度。 人们通常使用的是氢气和氦气, 但它们也都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

氢气的重量虽然轻, 但它是一种可燃性气体, 这给运行中的飞艇带来了很大的

安全隐患, 不小心就会发生起火、 爆炸等事故。 氦气虽然不具有可燃性, 但它

比氢气重一些, 要产生相同的浮力, 飞艇的体积就要非常大, 这样的庞然大物

是很不容易控制的。

齐伯林飞艇

1900 年, 德国的弗迪南德·冯·齐伯林伯爵将两台内燃机发动机应用在他

的飞艇上。 这艘飞艇也就是有名的齐伯林飞艇。 另外, 他还对飞艇的气囊作了

改造。 他用铝材做飞艇的骨架, 用来保持气囊的形状不变, 气囊中也有很多分

割的小气囊。 这种气囊结构不同于以前的软式飞艇, 需要气体的压力才能保持

形状, 人们便将这种飞艇称为 “硬式飞艇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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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艇的应用

早期的飞艇多用于军事活动, 但是存在体积大、 速度慢的问题。 现代的飞

艇大都用来在特定的场合渲染气氛, 如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飞艇出现在会场

上空, 用来宣传和空中摄像。 近些年又出现了高空执行预警侦察的专用飞艇。

这种飞艇配有太阳能电池, 能够长期飘浮于高空执行预警和侦察任务。 由于飞

行高度的关系, 这种比空气轻的飞行器可以避开暴风雪和狂风, 长达数年地模

仿同步卫星与地面保持相对固定的位置。

带 “翅膀冶 的飞行器———飞机

当看到鸟和昆虫挥动着翅膀在空中飞翔的时候, 人类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

人类怀揣着最初的梦想开始了对飞翔的探索。 凭借着坚持到底的信念和不断探

索的精神, 终于有一天人类飞上了蓝天。 飞机出现了, 它带着人们飞翔在更高

的高空, 人们似乎伸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蓝天。

插翅而飞

一直以来, 人类从鸟挥动翅膀得到启发, 利用羽毛或其他人造物做成类似

翅膀的工具, 靠挥动双臂或者其他机械的方式想要飞翔。 其中最著名的有达·

芬奇设计并制造的扑翼机。 达·芬奇是 15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文艺、

科学巨擘。 他不仅在绘画上有很高的造诣, 在科学研究上也有着自己的突出贡

献。 他设计的扑翼机有宽大的翅膀, 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尾羽, 完全模仿鸟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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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计。 人仰卧在机翼中部, 拉动特制的手柄来控制翅膀挥动, 但他的这一设

计并没有获得成功。

最初的试验

英国的乔治·凯利爵士发明了第一架滑翔机, 但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飞

机。 在他之后, 1874 年和 1884 年法国的迪唐普尔和俄国的莫查依斯基, 相继推

出了自己发明的飞机。 虽然他们采用蒸汽机驱动, 可飞机只能作短距离的跳跃

飞行, 仍旧不能算是真正的飞机。

真正的飞机

莱特兄弟将真正意义上的飞机带给了人类。 1903 年, 他们制造的 “飞行

者冶 1 号是第一架依靠自身动力, 并且能够载人飞行的飞机。 这架飞机经过了 4

次试飞, 不断改进, 在最后一次试飞的时候在空中停留了 59 秒, 飞行距离达到

260 米。

冯如发明飞机

冯如是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员。 他于 1908 年制造出自己的第一架

飞机。 1909 年 9 月 21 日, 他在美国

奥克兰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试飞

成功。 后来他又对自己的飞机进行了

新的调整和改良。 他后期研制的飞机

时速可达 105 千米, 能够在高度为

210 米的高空上飞行 32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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