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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

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崛起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的强大，

而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综合国力强大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军事力

量一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要维护国家战略通道的安全 ,

如领海、领空的安全、通畅，保证国家战略物资的需求通道不被外部势力阻断。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战争来达到政治目的。从历史看，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

往往伴随着战争，如 19世纪时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都是通过战争打败竞争对

手，然后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还是通过军事武器装备来衡量。武器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刚刚学会使用石块和木棒的时期。在那个时候，人类为了自

身的生存，手中的猎食工具很可能在某些场合变成了同类相残的武器。但是，武

器及武器技术迅猛发展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那些原本为研究武器而获得的

大量科技成果，正在一天天为我们的文明社会服务。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巨人们，

却极力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如今，核能的和平利用为人类带来了莫大的福音。

每一件军事武器都是人类凭借智慧，运用科技所创造出来的，它是科技之美

的化身，体现着现代前沿科技的魅力；它是力量之美的化身，人们凭借自己之力

创造出了具有无比强大威力的器具；它是韬略之美的化身，凝聚着人类博大精深

的智慧与知识。

为了让青少年朋友更透彻地了解武器的秘密和各国尖端武器知识，我们特编

写了这套图书。本套图书从兵器爱好者入门知识、各种枪支、火炮、导弹、军用飞机、

舰艇以及军用雷达等各方面入手，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展示了世界精典武器知识。

书中配有精美的图片，讲述武器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对于青少年朋友和武器爱

好者来说，这是一套值得收藏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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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了解世界兵器的窗口，一个圆你军事梦想的地方。本套图书旁征博引，

分门别类地展示了世界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兵器风貌，是一套提供给青少年兵器知

识爱好者的军事科普图书，旨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全面了解世界军事武器发

展情况的平台。希望本套图书能伴随广大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树立大志，报效

祖国。

编委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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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

第一节
导弹的发展历程

回顾人类战争的演变史，我们会发现战场有这样一种

逻辑轨迹：在车阵、刀剑拼杀的冷兵器时代，是元

帅的战场；在大炮、飞机、坦克对峙的热兵器时代，是将军的

战场；而在智能兵器时代，是校尉级军官的战场，车长、机长、

艇长即可决定战场上的胜负，因为他们操纵着精确制导武器——

导弹。

一、古代中国火箭的发展

导弹的起源与火药和火箭的发明密切相关。火药与火箭是

由中国最先发明的。南宋时期，火箭技术开始应用于军事，出

现了最早的军用火箭。约在 13 世纪，中国的火箭技术传入阿

拉伯地区及欧洲国家。但 19 世纪火箭武器的进展不大，直到

1926 年，美国才第一次发射了一枚无控液体火箭。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电子、高温材料及火箭推进剂技术的发展，为火箭

武器注入了新的活力。30 年代末，德国开始火箭、导弹技术的

研究，并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在1939年发射了A-1、

A-2、A-3导弹，并很快将研制这种小型导弹的经验应用到V-1

导弹和 V-2 导弹上。

我们都知道，火箭是人类冲出地球进入太空的工具，可谓

是人类登空的“天梯”，而火箭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发明

的。火箭这个名称出现在三国时期即公元 220 年。三国时期的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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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第一次在射出的箭上装上火把。

公元 229 年，诸葛亮出兵攻打陈仓，

魏将在普通的箭上包上引火之物，点

着后射出去，以射烧蜀军云梯。就这

样，火箭以此得名。据古籍《魏略辑本》

记载：“诸葛亮进兵攻郝昭，起云梯

衔车以临城。昭以火箭逆射其云梯。

梯燃，梯上人皆烧死。”这是“火箭”

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我国是火药的发源地。公元 682

年，我国药学家和炼丹师孙思邈在《丹经》一书中，第一个提出了配制火药的方法。

原始火药的出现，对火箭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由于用火药取代了早期火

箭使用的易燃物，迅速扩展了火箭的应用领域。它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目的，

而且制成火箭玩具深入到人民的娱乐活动中，隋炀帝（公元 581 年）时，人们就

用火药制做刺花，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箭玩具，一直流传至今。唐代（公元900年）

时，人们利用火药能燃烧的特性制造了火药箭、火树银花等各种火箭玩具。

总之，自火药问世后，各类火箭纷纷出现。

1.“弓火药箭”——第一枚火药火箭

唐末宋初（10 世纪）已经有火药用于火箭的文字记载。北宋的军官唐福等人

曾向朝廷献过火箭和火箭制作的方法。他们献上的这种火箭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

火箭。它是用纸糊成筒，把火药装在

筒里压实，绑在箭杆上，用弓发射出

去。这是最原始的火药火箭。后来，

又在原始火箭基础上做了改进，将火

药直接装入杆中间，爆炸时响声很大，

借以恐吓敌人。曾公亮等在《武经总

要》中，对“弓火药箭”作了简要说明，

并绘制出火药箭图。

2．吓破敌胆的“震天雷”

从宋代开始，火箭就被当作兵器

●近代的火箭

●古代的火药及其发射装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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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当时主要用火箭烧燎敌兵，袭击敌方军营，攻打敌方城堡。

宋、金、元之间的战火连年不断。军事的需要推动了火药性能

的改进和火药武器的发展。

公元 1121 年，金兵在战争中首次使用铁火炮，又称“震

天雷炮”的火箭武器。这种火箭外形呈球状，用篾编造，直径

13.5 厘米。公元 1232 年，金、元汴京（今开封）之战，金兵

再次使用震天雷来抵御元兵的进攻。由于这种武器的强大威力，

元兵望而生畏，一看见府内射出的“震天雷”，就闻风丧胆，

狼狈逃窜，从而解了汴京之危。13 世纪，“震天雷”在战场上

广为应用，如公元 1274 年和公元 1281 年元世祖进兵日本时，

也曾多次使用过“震天雷”。

3．“一窝蜂”多箭齐射火箭

到了元、明两代，火箭作为兵器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

火箭的式样增多，箭头有刀形、枪形、燕尾形等，制成的火箭

称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和燕尾箭。另一方面发展了多箭齐

射（少者 2 ～ 3 支，多者上百支齐射）的火箭。“一窝蜂”就

是多箭齐射式火箭中的一种。其结构是以木桶为壳体，内装 32

支神机箭，使用时点燃总线，32 支火箭同时引爆，箭像一窝蜂

般飞出地面。由于 32支火箭齐射来势凶猛，有很大的杀伤力，

因此，在战争中起到了恐吓敌军和杀伤敌方人马的作用。

4．“神火飞鸦”原始的并联式火箭

公元1377年，在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并联式火箭——“神

●古代的多箭齐射式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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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飞鸦”。所谓并联式火箭，其原理与电工学中并联或串联电路相近，即并联式

指火箭产生推力的起火并排安装，同时起爆，而串联式指起火按序排列依次起爆。

“神火飞鸦”火箭外形如乌鸦，是用细竹篾或芦苇编成的。使用时点燃引线，利

用起火的推力使神火飞鸦升空，能飞行 30多米远的距离。当“神火飞鸦”将落地

时，鸦身内的火药点燃爆炸，火光四起，借以烧毁敌营或水面船只。

5．“飞空砂筒”原始可返回式火箭

“飞空砂筒”火箭箭身为薄竹片制成，其前端两侧各置一个药筒，一个筒口

向前，一个筒口向后。在筒口向后的药筒前面安放长 23 厘米，直径 2.3 厘米的爆

竹。使用时点燃引线，利用筒口向后药筒内产生的推力将火箭射出，射到敌方的

营垒。当药筒内的火药燃尽后就引燃爆竹，顿时，其中的细砂四处飞溅迷人双目，

同时燎伤敌人。与此同时，点燃筒口向前的药筒，产生反作用力，将火箭送回。

6．“火龙出水”原始串联式火箭

明朝（公元 1368 ～ 1621 年）是中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火箭技术

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火箭已成为明

朝军队中的重要武器。当时发明了一

种主要用于水战的火箭武器“火龙出

水”，它是最早的串联式原始二级火

箭。发射时，先点燃“龙”身下部那

4 支大药筒，产生推力，使“火龙”

射向天空。用于水战时如同水面腾起

火龙。当起火的药筒燃尽时，点燃“龙”

体内的数枚火箭，使“火龙”再次加

速，同时火箭从“龙”体内飞出射向

敌人。通过多枚火箭联用和“两级”

火箭推力，火箭威力增大，它不仅可

在水面上飞行数里，而且击中目标后，

会使人船俱焚。我国古代“多级”火

箭的设计思想和“火龙出水”的发明，

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古代火箭技术已发

展到较高水平。

●古代的飞空砂筒



空
战
利
器—

—

机
载
导
弹

空战利器——机载导弹

机
载
导
弹
的
应
用

6

》》》二、古代西方火箭的发展情况

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火箭技术的发展，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比其他国家至少早 3 个世纪。约 13 世纪，我国高超的火箭技

术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随着国际交往

的增加，商船的往来和元军的西征，火药和火箭技术逐渐传入

欧洲。火箭技术的传播引起世界的轰动，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中国，

开始制造自己的火箭，形成席卷五洲四洋的“火箭热”。 

1．阿拉伯的“燃烧弹”

13世纪，阿拉伯人设计了一种叫“燃烧弹”的火箭武器。“燃

烧弹”外形呈椭圆状，用竹篾编成。前端固定一楔形杆，后端

两侧连接引线，内部用层纸卷成药筒，装入火药。这种火箭武

器使用时，点燃引线，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向后喷射的反

作用力推动，使其沿地面滑行前进。由于与地面间的摩擦阻力，

“燃烧弹”滑行的速度不快，只能用来恐吓敌人的战马。

2．意大利的火箭车

15 世纪时，意大利人设计出一种专门攻打敌人工事的火箭

车。车前端装有尖楔，车身内装大量火药，车尾固定火药筒。

当点燃药筒内火药时，火药车直冲敌方阵地，撞到敌方工事上，

立刻起火爆炸。当时，在欧洲这算比较先进的武器，意大利人

用它攻破敌工事、烧伤敌人，打了不少胜仗。

3．艺术大师达·芬奇的“火轮”

达·芬奇作为艺术大师人们是很熟悉的，同时他还是一个

著名的学者，航空科学的先驱者。他观察分析鸟类翅膀的运动，

应用解剖学和数学物理方面的渊博知识撰写了《论鸟的飞行》

一文，并绘制出扑翼飞行机构草图。他还亲手设计了一种火箭

武器——“火轮”。它由一组径向排列的火箭组成。每一支火

箭以不同角度依序安装，形成向外辐射状。由于各火箭安装角

度不同，当点燃火药时，整个“火轮”一边喷射燃烧，一边滚

动前进使敌人望而生畏，闻风败退。这种武器主要用于扫荡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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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军营。

4．印度的军用火箭

中国火箭技术在 13世纪传到印度后，开始他们沿用中国原始火箭工艺用层纸

卷成药筒，内装火药，并靠点燃药筒的引线发射，直到 18世纪后期，火箭技术才

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印度人将军用火箭的药筒改用铁皮制造，这大大提高了药筒

承受燃烧压力的能力，也促进了火药性能的改善，从而使火箭本身的性能有了明

显的提高，火箭的射程已可超过 1 千米。这时，火箭作为真正的武器开始用于战

争中。1799 年开始，印度军队在抗击英国和法国军队侵略的多次战争中，曾大量

使用了这种火箭武器，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5．英国的木尾火箭

1800 年前后，英国人康格里夫在实践中为改进火箭的性能，在火箭上安装了

木制的尾巴，这大大增加了火箭飞行的平稳性，提高了火箭的工作性能，这种火

箭质量 19千克，能飞行 3千米。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改进。

1807 年，英国进攻丹麦的哥本哈根时，据说发射了 4 万枚火箭，历史上称之

为“火箭焚烧哥本哈根”。

6．秘鲁的液体推进剂火箭

1895 年，秘鲁人鲍莱设计了第一个液体推进剂火箭，直径 100 毫米，质量

90千克，采用氧化氮和汽油做摧进剂，但其成果多年后才被世人公认。

三、导弹的发展

导弹是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出现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首先在

实战中使用了 V-1 和 V-2 导弹，从欧洲西岸隔海轰炸英国。V-1 导弹是一种亚

音速的无人驾驶武器，射程为300多千米，很容易用歼击机及其他防空措施来对付。

V-2 导弹是最大射程约 320 千米的液体导弹，由于可靠性差及弹着点的散布度太

大，对英国只起到骚扰的作用，作战效果不大。但 V-2 导弹对以后导弹技术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弹道式地地导弹是发展最迅速的一类导弹，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美国和前

苏联分别用德国的器材装配了一批 V-2 导弹做试验，并着手提高它的射程和制导

精度。50 年代出现了一批中程和远程液体导弹，这批导弹的特点是采用了大推力

发动机，多级火箭，使射程增加到几千千米，核战斗部的威力达到几百万甚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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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吨梯恩梯（TNT）当量，已成为一种极具威慑力的武器。

但其氧化剂仍是液氧，制导系统的精度还不很高，导弹还是在

地面发射的，地面设备复杂，发射准备时间长，生存能力不高。

所以，这批导弹只解决了有无问题，还不是有效的作战武器。

60 年代改用了可贮存的自燃液体推进剂或固体推进剂，制导系

统使用了较高精度的惯性器件，发射方式改为地下井发射或潜

艇发射。这些变动简化了武器系统，缩短了反应时间，提高了

生存能力，使导弹成为可用于实战的武器。此后，导弹技术集

中到多弹头导弹的发展，一个导弹运载几个甚至十几个子弹头，

每个子弹头可以瞄准各自的目标。这样，不增加导弹的数量，

就能大幅度增加弹头的数量，提高了突破反导弹防御体系的概

率，增加了受到一次打击以后生存下来的弹头数，也给打击更

多的目标提供了可能。多弹头分导的技术基础是高精度制导系

统和小型核装置的研制成功。美国首先于 1970年在“民兵”Ⅲ

导弹上实现了带 3 个子弹头，随后美国、前苏联在新研制的远

程导弹上都采用了这项技术。随着进攻性导弹精度的提高和侦

察能力的完善，从固定基地发射的导弹越来越难以保证自身的

●二战德军运输 v-2 导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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