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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高等职业院校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飞机原理与构造课程编写的

教材，是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维修工程系在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和重点专

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中，专业通用课程教材建设的成果之一。该教材主要由

四部分组成，即飞机概论，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飞机机体构造与分析，飞机操

纵、液压传动、燃油等系统的构造与功用等。本教材在飞机原理及其性能分析方

面概念清晰，基本理论部分的教学深度要求适当，在飞机机体和主要系统的结构

方面除强调其典型性和先进性外，更注重它们的实际应用。该教材是一本深入

浅出，通用性很强的好教材，既可供高等职业院校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学生

作为教材使用，还可作为本科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很好的参考书。



飞机是人类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导致空军的诞生，并使国

家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民用航空又使运输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空工业组成的航空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朝阳产业。

众所周知，先进飞机是现代科学技术成就集成的综合体，是人类科技创新能

力与工业生产相结合的产物。军事和经济对先进技术的迫切需求，使飞机走过

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而飞机技术的每一次跨越，都充分体现了当时科技的创新成

果。与此同时，航空科技的不断创新，也为诸多学科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从而带

动相关技术的发展。因此，航空科技是当代对国家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的新兴科技领域之一。

本书是航空类高等职业院校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通用课程飞机原理与

构造的教材。其主要内容分为四大部分，即飞机概论，空气动力学与飞机原理，

飞机机体结构与分析，飞机操纵、液压传动、燃油等系统的构造与功用等。由于

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飞机维护和修理工作，因此本教材在编写中将高

等职业教育强调的“理论够用、注重应用、重在技能培养”作为指导原则。对于空

气动力学和飞行原理中的基本概念力图讲清楚，对于主要理论则只要求搞清结

论和应用，对公式和重要结论的推导过程尽量压缩和简化，将飞机机体主要部件

和各个系统的典型构造和功用列为重点进行讲解，从而为后续的专业核心课程，

如飞机维护、飞机大修和航空发动机大修等做好准备，也为今后学生到外场维护

飞机或到大修厂修理飞机与发动机打好基础。

该教材是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高等职业教育“工学四合”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项目编号 2010GXSH5D263) 资助教材。是西安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航空维修工程系在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和重点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

中，专业通用课程教材建设的成果之一。

本书由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白冰如、王俊高主编，马康民教授主审。具体

分工为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王俊高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白冰如编写

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石鑫编写第九章，马康

民编



写绪论，空军工程大学常飞编写第六章、第七章，张登成编写第八章。全书由白

冰如统稿。由于编写航空类高职院校教材的经验有限，加之时间较紧，内容处理

和编写方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使得本教材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使用教材

的老师和同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完善。

编 者
201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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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为了使任课教师和学生明确本门课程的地位、教学目的和要求，以便更好地搞好该课程
的教学工作。此处与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一、本课程是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示范建设中重点整合的专业通用课程之一
2007 年 8 月，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被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示范院校建设立项单

位，同时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也被确定为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的项目之一。其中航空
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是项目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研究经费投入较大的几个
子项目之一。项目组在负责人马康民教授的带领下，制定了详尽的、切实可行的调研计划和
课程体系改革研究方案。项目组先后调研了西安飞机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5702 工厂、中航工业 5716 厂、西安航空发动机( 集团) 有限公司、厦门太古发动机
服务有限公司等航空企业的岗位设置和人才需求，分析了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成都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的
课程设置，经过广泛地分析和研讨，运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和方法，结合本专业的特点
和要求，提出了以培养学生真正维修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重构指导思想。继而，运用系统
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确立了飞机修理技术、航空发动机修理技术、
飞机维护、飞机及发动机附件修理技术和航空电气设备与维修为专业核心课程; 按照专业通
用课程支持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支持专业通用课程;公共文化课程支持专业基础课程的
思路，重构了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课程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新的课程体系，我们还对
专业通用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公共文化课程进行了补充、完善和整合，重新编写了与新课程
体系配套的教材。并将研究成果贯彻在学院 2009 级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中。

表 1 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课程体系

课程层次 课程名称 备注

专业核

心课程

1 飞机维护

2 飞机修理技术

3 航空发动机修理技术

4 飞机与发动机附件修理技术

5 航空电气设备与维修

新编 5 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材，即: 《飞机维

护》《飞机修理技术》《航空发动机修理技术》

《飞机及发动机附件修理技术》《航空电气设

备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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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通

用课程

1 航空工程与技术概论

2 航空材料及应用

3 飞机原理与构造

4 航空发动机原理与构造

5 航空维护技术基础

6
无损检测及在航空维修中的

应用

7 专业英语

新编《航空材料及应用》和《航空工程与技术

概论》教材

整合工程热力学、航空发动机原理、航空发动

机构造三门课为航空发动机原理与构造一门

课程，重编教材

整合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和飞机构造三门

课为飞机原理与构造一门课程，重编教材


专业基础课

机械制图与航空识图、机械设计基础、

液压与气动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公差

与技术测量、电工电子技术

机械制图课增加航空识图内容变更为机械制

图与航空识图


公共文化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

策、应用文写作、计算机应用基础、高

等数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体育、英语等

新增应用文写作课程，提高学生的公文写作

能力

本项目研究制定的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新的课程体系具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
1． 5 门专业核心课程，在航空职业教育中属于首创。

从表 1 可见，5 门专业核心课程，即飞机修理技术、航空发动机修理技术、飞机维护、飞机
及发动机附件修理技术和航空电气设备与维修是根据飞机与发动机高等职业教育要求，落
实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满足飞机维护、飞机修理、航空发动机修理、航空电气设备与维修及
飞机及发动机附件修理中对应的 11 个工作岗位的需求开设的课程。这 5 门课程填补了航
空职业教育的空白，在国内属于首创。

2． 7 门专业通用课程及其配套教材，对航空类职业院校相关专业具有很好的辐射作用。

新课程体系中有 7 门专业通用课程，其中飞机原理与构造是原来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
和飞机构造三门课整合的结果; 航空发动机原理与构造是原来工程热力学、航空发动机原
理、航空发动机构造三门课程整合的结果;航空工程与技术概论是原来航空航天概论课程整
合的结果。这都充分体现了“理论够用、重在应用、强调技能培养”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加
强了飞机和发动机修理中需要的内容，而大幅度删减了飞机和发动机设计方面的内容。因
为，本专业毕业生不搞飞机与发动机设计工作。充分体现了构建课程体系时，专业通用课程
必须大力支持专业核心课程的宗旨。上述三门课程的教材及我们编写的《航空材料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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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以供航空类职业教育院校相关专业使用，很好地发挥了重点示范专业的辐射作用。
3．在按照系统理论和方法指定的新课程体系中，优化和重构的专业基础课和文化基础

课，有力的支持了本专业的全面建设。
新制定的 6 门专业基础课程，即机械制图与航空识图、机械设计基础、液压与气动技术、

机械制造技术、公差与技术测量、电工电子技术。其中机械制图与航空识图、液压与气动技
术、机械制造技术、公差与技术测量是新增加的，他们都是支持专业通用课程必不可少的。

新制定的课程体系列出了 9 门文化基础课。其中应用文写作课是新增加的。由于在调
研中发现高职院校毕业的毕业生普遍写作能力较差，调查对象业主动要求开设应用文写作
课程，提高毕业生的公文写作能力。

综上所述，本课程体系使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认识该专业的所有课程，整合原有课程，
创建新的课程体系，并对其进行最佳设计、管理与控制，使之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同时采用新
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评价课程体系。这种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使本专业所有
课程形成有一定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推动教学工作运行的系统成为课程体系。它是
职业教育由模仿本科教育和中技教育的初级阶段，向具有专门理论和实践特色深度发展的
产物。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轴，是制定教学计划、进行师资培养、教学设施建设、实
训室建设的依据。因此，搞好课程体系建设是航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在示范建设中的首要
任务。

二、《飞机原理与构造》教材的主要内容
本教材努力做到在介绍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同时，尽量使这些知识与实际应用联系

得更加紧密。即从飞机机体结构和飞机系统的基本要求和设计思想出发，全面介绍它们的
强度要求、功用需求和典型构造。使学生能从感性认识和一定的理论高度认识飞机的机体
结构和系统组成的特点。从而为以后进一步学习飞机维护和修理打好基础。

该教材共分四大部分，即飞机概论，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飞机机体结构与分析，飞机
操纵、液压传动、燃油等系统构造与功用等。

第一部分飞机概论。主要介绍飞行器的基本概念，飞机的主要组成和功用及其飞机的
研制过程简介。

第二部分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原理。前者主要介绍流体的特性、流体基本规律和飞机空
气动力学;后者主要介绍飞机的飞行性能，飞机的平衡、稳定与操纵性。

第三部分飞机机体结构与分析。主要介绍机身、机翼和尾翼的结构、功用和受载分析，
起落架的结构、功用和受载分析。

第四部分飞机操纵系统、液压传动系统、燃油系统等的组成、原理与功用。该部分从第
9—12 章，分门别类详细介绍各主要系统的组成、原理与功用。

三、飞机原理与构造课程的教学特点和要求
飞机原理与构造课程是航空类高职院校飞机制造技术、航空机电设备维修、航空电子设

备维修等专业学生的通用课程，计划 80 学时。由于它具有理论性较强，实际应用广泛的特
点。因此，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充分利用航空类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资源，在航空工程与技术概论课程的基础上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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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本门课程。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和许多航空类院校一样，都有航空馆。其中二代机和航空发动

机不少，并且有分解成各种类型教具的部件和组件。这些实物与教材相应的内容配合，能更
直观使学生理解飞机与发动机主要部件的结构特点和要求;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是搞好本门课程教学重要的教学资源。任课老师要主动发挥这些教学资源作
用，经常引导学生到实践中去学习。同时注意到，本门课程是在航空工程与技术概论课程之
后开设的专业通用课程，其中关于飞机构造、系统组成等部分的内容与前者课程相关知识多
有重叠;要在航空工程与技术概论课程的基础上讲好本门课程。

2．以现代先进飞机为主要教学对象，以其有代表性的典型结构和系统，如机翼、机身、尾
翼、起落架和操作系统等为重点，详细讲解飞机主要部件和系统的结构特征和要求。使其教
学效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超前性。

众所周知，飞机和发动机最近一些年发展很快，尤其是军用飞机和配套的航空发动机，
无论是设计理论、采用的结构材料、制造工艺和使用维护方法等都有十分显著的进步，甚至
是飞跃。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中，老师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特点，把教学重点放在讲解现代先进
飞机的设计理论，重要型号飞机机体设计和制造特征方面，使学生详细了解和掌握现代先进
飞机的设计理念和技术重点。达到高等教育必须对所教知识及时更新，教学效果有一定超
前性和先进性的要求。

3．自觉贯彻高等职业教育的原则和要求，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中，努力实现注重应用知识
和技术的传授，尤其是自觉地适应学生所从事专业的要求，讲好这门课。

蓬勃发展起来的职业教育，以其“理论够用，重在应用，注重技能培养”为指导原则，强调
在所开设课程之中都要自觉为学生就业服务，为学生毕业后到生产一线从事行业班组长和
操作工人所承担工作做好准备。这种要求就使得任课老师要十分重视本课程的实际应用内
容，并将其列为课堂教学重点。还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和积累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从
而进一步补充和优化本教材的相关部分，使得其日臻充实与完善。

4. 该教材也是飞机制造技术、航空电子设备维修等专业的相关通用课程的教材，怎样使得
本教材在其中发挥良好的辐射作用是国家示范建设的初衷之一，也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我们深切地希望使用本教材的老师和学生，在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学习工作中，不断提出
建议和要求，和我们一起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本教材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而努力。以期通过
几年的使用使之更加成熟，更好地适应航空类高职院校教学需要。

与本教材配套的有多媒体教学课件，适合现场教学的纪录片，分解后的飞机和发动机部
件及教具等;同时我们还编写相应的实训指导书，以供任课老师和学生使用。

由于本教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通用课程，建议部分内容采用实训技能考核的方法考
察学生学习效果，尽量不要全部采用笔试、闭卷的考核方式。努力使职业教育通用课程具有
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实用性强的特点，而不要像高等教育传统理论课那样采用满堂灌的教
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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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飞机概论

1． 1 飞行器的基本概念

1． 1． 1 飞行器

在大气层内或大气层外空间( 太空) 飞行的器械统称为飞行器。飞行器可以分为四类:
航空器、航天器、火箭和导弹。

航空器是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飞行器，例如气球、飞艇、飞机、直升机等。他们依靠空气的
静浮力或与空气相对运动的空气动力升空飞行。

航天器是在太空飞行的飞行器，例如人造地球卫星、空间站、载人飞船、空间探测器、航
天飞机等。他们在运载火箭或其他运载器的推动下获得必要的速度进入太空，然后在引力
作用下完成与天体类似的轨道运动。安装在航天器上的发动机可提供轨道修正或姿态改变
所需的动力。

火箭是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飞行器，可以在大气层内飞行，也可以在大气层外飞行。
它不依靠空气静浮力，也不靠空气动力，而是靠火箭发动机的推力升空飞行。

导弹有主要在大气层外飞行的弹道导弹和装有翼面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地空导弹、巡航
导弹等。有翼导弹在飞行原理上，甚至在结构上，与飞机颇为相似。

导弹是装有战斗部的可控火箭。通常火箭和导弹都只能使用一次，人们往往把它们归
为一类。

1． 1． 2 航空器

能在大气层内进行可控飞行的各种飞行器统称为航空器。任何航空器都必须产生一个
大于自身重力的向上的升力，才能升入空中。由于飞行原理不同，航空器的外形千姿百态，
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椭圆形; 有的貌似滑翔的大鸟，有的又像悬空的蜻蜓; 有的可以冲上云
霄，而有的只能贴地飞行。根据产生的升力基本原理的不同，航空器可划分为两大类: 空气
静力航空器和空气动力航空器。前者依靠空气静浮力升空，又称浮空器;后者依靠空气动力
克服自身重力升空。航空器按照升力原理的分类如图 1 －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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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1 航空器按照升力原理的分类

空气静力飞行器也叫做轻于空气的航空器，这种飞行器的平均密度小于空气的密度，因
此它就像软木塞漂在水里一样受到空气浮力的作用，漂浮在空气之中。由于空气密度随高
度的增加而降低，所以这种航空器在上升时，其升力( 浮力) 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降低，达到一
定高度时就停止了上升，可以停留在空中一定高度。空气静力飞行器根据是否具备动力系
统，分为气球和飞艇两种。

气球是不带动力系统的空气静力飞行器，上部是一个圆形的气囊，其中充以密度较空气
小得多的气体，下部有装载人员和货物的吊篮。其中，自由气球不能控制飞行方向，只能随
风飘移，但垂直方向的升降可以操纵。要使气球上升，可以从电缆中抛去镇重( 如沙袋) 使气
球重量减轻;要使气球下降，可以通过专门的阀门放出一些气体，使浮力减小。在气球内充
以氢气或氦气的是冷气球，充以热空气的就是热气球。

飞艇又名可操纵气球，它颇像一艘空中飞船，能在很大的高度范围内按照规定的方向飞
行。飞艇是一种装有安定面、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流线型气球，并装有发动机带动螺旋桨产生
拉力。飞艇依其构造的不同，可以分为软式、硬式、半硬式三种。

空气动力飞行器也叫重于空气的飞行器，通过飞行器与空气的相对运动所产生的空气
动力，获得支持飞行器重量的升力。根据是否具有产生升力的翼面( 机翼或者旋翼) ，空气动
力飞行器分为有翼航空器和无翼航空器。有翼航空器包括固定翼航空器( 飞机、滑翔机) 、旋
翼航空器( 直升机、旋翼机、倾转旋翼机) 、扑翼飞行器和地效飞行器。

飞机和滑翔机产生升力的翼面在飞行时相对于机身固定不动，故称为固定翼航空器。
飞机是数量最大、使用最多的航空器。滑翔机相当于没有动力的飞机，它依靠机翼的优良性
能可以做长距离滑翔，在上升气流中也可以做长时间翱翔。带有发动机的滑翔机称为动力
滑翔机，和飞机不同的是，动力滑翔机的发动机只能在起飞时使用，在飞行过程中关闭。

直升机和旋翼机产生升力的翼面在飞行时相对于机身是运动着的。直升机和旋翼机外
形相似，但飞行原理不同。直升机的发动机直接带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可以垂直起飞和悬
停;旋翼机的发动机不直接带动旋翼，而是靠前进时的相对气流吹动其旋转，就像小时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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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风车一样。旋翼机像飞机一样滑跑起飞，不能垂直起飞和悬停，并且速度较慢，仅用于
旅游、救护和体育活动等。

倾转旋翼机是一种兼有直升机与固定翼航空器特征于一身的新概念旋翼飞行器，两个
带发动机舱的旋翼位于机身两侧翼尖，起飞和降落采用直升机模式;前飞时旋翼相对于机体
倾转，过渡到普通的螺旋桨飞机模式，通过旋翼产生向前的拉力，依靠机翼产生升力。

扑翼飞行器是一种依靠与鸟类翅膀相似的运动翼面产生拉力的飞行器。从古代起人类
就从事模仿飞鸟的扑翼飞行。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在他绘画的草图里曾经提出过扑翼飞行
器的设计方案。尽管经过了长期努力，但是直到今天实用的扑翼飞行器还未能获得成功。
因为鸟类飞行时的翅膀动作，并不是简单地向下扇扑，而是要复杂得多。扑翼飞行器提升一
定重量所需的动力只有普通固定翼飞机的 1 /30，并能实现垂直起飞和降落，因此目前仍在进
行着大量的研究。

地面效应飞行器( 简称地效飞行器) 是利用地面效应而腾空行驶的。这种飞行器一般贴
近地面或水面运动，所以不能算飞行，只能称为“行驶”。与飞机不同的是，地效飞行器主要
在地面效应区飞行，也就是贴近地面、水面飞行;与气垫船不同的是，气垫船靠自身动力产生
气垫，而地效飞行器靠地面效应产生气垫。

此外，航空器中还有一种无人驾驶、自动控制的飞行器，称为无人驾驶飞行器或无人机。

1． 1． 3 飞机

航空活动分为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军用航空泛指用于军事目的的一切航空活动，主
要包括作战、侦察、运输、警戒以及科学研究等;民用航空泛指为国民经济服务等非军事性飞
行活动。根据飞行任务不同，民用航空又分为商用航空和通用航空两大类。商用航空指在
国内和国际航线上的商业性客、货( 邮) 运输，主要由客机、货机或者客货两用机完成;所谓通
用航空，是指除军事、警务、海关缉私飞行和公共航空运输飞行以外的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工
业、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建筑业的作业飞行和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检测、
科学实验、遥感测绘、教育训练、文化体育、旅游观光等方面的飞行活动，主要由商业飞机以
外的民用飞机和直升机完成。

根据不同用途，飞机可分为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和研究机，如图 1 － 2 所示。军用飞机包
括歼击机、强击机、截击机、轰炸机、、反潜机、军用运输机、军用教练机、侦察机、预警机、电子
战飞机、空中加油机等;民用飞机包括客机、货机、公务机、农林飞机、巡逻救护机、体育运动
机等。研究机也叫试验机，为新型机种而研制的试验机，可以看成一类特殊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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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2 飞机按照用途的分类

1． 1． 3． 1 军用飞机
歼击机:也叫做战斗机，它专门用来对付敌机。飞机上装有机关炮、火箭和导弹等攻击

武器。这种飞机体积小，机体坚固，飞行速度快，飞机的活动灵活，武器威力大。早期的歼击
机分工较细( 分为前线歼击机、拦截歼击机、护航歼击机、歼击轰炸机等) ，目前的战斗机一般
为多用途歼击机。所谓“多用途”并非同一架飞机可作多种用途，而是指先设计一种基本型
式的飞机，然后在基本型飞机的基础上更改装备或者结构上做局部变动，形成多种不同用途
的派生型歼击机，这样就大大节约了研制成本。

轰炸机:轰炸机是专门用来轰炸敌方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的军用作战飞机，攻击目标包
括机场、舰队和炮群等，或者敌方的战略中心，如军事、工业和交通中心。轰炸机按照载弹量
可以分为重型、中型和轻型轰炸机三种; 按照战术性能又可以分为战略轰炸机和战术轰炸
机。战略轰炸机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轰炸其军事基地、交通枢纽、经济中心，它的主要特
点是航程远、速度快、载弹量大;战术轰炸机又叫做轻型轰炸机，这种飞机主要用于配合地面
部队轰炸敌方供应线、前线阵地和各种活动目标。

强击机:又叫攻击机，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低空、超低空对地面或水面上的有生力量、防御
据点、指挥机构、炮兵阵地、交通枢纽、桥梁，特别是机动部队，如坦克、装甲车辆或骑兵等，进
行攻击活动。它还可以携带鱼雷攻击敌方的舰艇。这种飞机应该具有良好的低空飞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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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和适当的装甲，以包括飞行员和机上部件。

军用运输机:是主要用来运输兵员、武器装备以及空投伞兵和辎重等的军用作战支援飞
机。其目的是加强作战的机动性、按照载重量和航程的大小，其可以分为战略运输机和战术
运输机。战略运输机的航程远，载重量大;战术运输机的航程短，载重量小。

预警机:也叫早期预警机，是用于监视敌方飞机或弹道活动，以加强防空效能的军用作
战支援飞机。预警机往往并不专门设计，通常是用运输机或者轰炸机改装而成。这种飞机
的明显特点是机身背上都装有一个尺寸很大的“塑料罩”，罩内就是远距离搜索雷达的天线。

预警机雷达与地面雷达相比具有探测距离远，而且不容易遭受攻击的优点。例如，用波音
707 － 320 运输机改装而成的 EC － 137D 预警机，其预警距离达 1，300 多 km，而相应的地面
雷达的预警距离由于存在盲区的原因，只有 200 km 左右。所以假设敌方空袭飞机入侵，地
面雷达只能在袭击前 6 min 发现敌机，而 EC － 137D 能在 30 min 前发现。预警机除了能警
戒敌机外，通过机上安装的多种电子设备和机载电子计算机还能引导截击机去迎击入侵的
敌机，起到指挥部的作用。由此可见，预警机在现代防御体系中是十分重要的。

其他军用飞机:侦察机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敌方军事情报，如敌军调动、兵力布置以及后
方交通和机场情况等;反潜机专门用来搜索和攻击敌方的潜水艇;军用教练机用来训练军用
飞机飞行员，机内设有学员和教员座椅，并分别配备两套飞机操纵系统和飞行仪表。其中的
初级教练机用于训练学员掌握初级飞行技术，中、高级教练机用于训练学员掌握喷气飞机飞
行技术、进行高级特技飞行、仪表飞行和基本战术飞行训练。

1． 1． 3． 2 民用飞机
民用飞机分为商用飞机和通用飞机两大类。商用飞机是指用于国内和国际航线上的商

业性客、货( 邮) 运输飞机，包括国内、国际干线客机、货机、客货两用机和国内支线运输机
( 100 座以下) 。通用飞机指用于公务、工业、农、林、牧、副、渔业、地质勘测、遥感遥测、公安、

气象、环保、救护、体育和游览观光等方面的飞机。主要的通用飞机有公务机、农业机、林业
机、轻型多用途飞机、巡逻救护机、体育运动机等。

客机:用于运载旅客和邮件的飞机。按照飞机航程的远近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干线客机
( 100 座以上) 和国内支线客机( 100 座以下) 。目前世界上的干线客机主要由波音和空中客
车两家公司生产。世界上仅有的两种超声速客机是英法联合生产的“协和”飞机和俄罗斯的
图 － 144 飞机，目前都已停飞。

货机:专门用来运输货物的飞机。这种飞机除了与客机一样有运载量和航程的要求外，

还要考虑货物装卸的方便和货运的经济性。例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是俄罗斯的安
－ 225 飞机，最大起飞质量 600 t，最大装载量 250 t，机背上可以驮载一架“暴风雪”号航天
飞机。

通用飞机:公务机用于行政事务和商业活动中的飞机;农业机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有力
工具，可以用来播种、喷洒农药、除草和施肥等;林业飞机主要用于扑灭森林大火和喷洒药物
等;体育运动机用于航空体育运动;轻型多用途飞机既可以用于客、货运输，亦可用于空中摄
影、边境巡逻、跳伞、医疗救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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