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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舰船的发明，实现了人类骑鲸蹈海，拓展生存空间，造福人类的梦想。
飞机的诞生不仅实现了人类征服天空的梦想，也标志着航空时代的来临。
飞机以其独特的空中越障能力和高速飞行能力使其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舰船和飞机的发明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都以独特的
能力成为重要的军事装备。
　　飞机速度快，升得高，看得远，但是，留空时间短。
舰船的速度低于飞机，且只能在水上运动，但是持续活动时间长，具有远距机动能力。
如果说舰船能征服辽阔海洋，飞机能控制无尽的天空，那么它们的结合会是什么？
经过先驱的艰辛探索，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和历经战火检验，产生了现今世界上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军
事装备——航空母舰。
实践证明，不论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先进的航空母舰，都具有双重用途，即能使人们同时征服海洋和天
空。
　　1912年，英国海军将老式巡洋舰“竞技神”号改装成水上飞机母舰，1918年10月，英国海军飞行
员戴维斯驾机在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百眼巨人”号上起飞后又安全降落。
1922年2月22日，世界上第一艘专门设计的航空母舰“凤翔”号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1956年4月，世界上第一艘超级航空母舰“福莱斯特”号建成服役。
1961年11月25日，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建成服役。
1975年5月3日，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多用途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服役。
　　1914年12月25日，英国航空母舰编队空袭德国库克斯港无功而返。
1940年11月11日，塔兰托之战使航空母舰初露锋芒。
1941年12月7日，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1942年5月8日，“三十而立”的航空母舰于珊瑚海首次对决定胜负。
1942年6月4日中途岛航空母舰大海战扭转太平洋战争战局。
此后，航空母舰作为海战新主角傲立大洋之上。
　　百余年前，航空母舰问世，那只是一些简陋的改装舰。
航空母舰历经坎坷，在血与火的磨炼中不断成长。
航空母舰是一种离奇的庞然大物，它具有强大的威力，同时又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它曾驰骋疆场，风靡一时。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庞然大物注定要衰亡。
因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东京而一举成名的詹姆士·H·杜立特中将于1945年断定航空
母舰将进入荒废阶段。
赫鲁晓夫把航空母舰比作浮动的棺材。
就是今天你也会常常听到航空母舰过时论。
 美国是当今世界航空母舰潮流的引领者。
2008年9月10日，美国海军部长唐纳德·C·温特宣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建造新一代航空母舰首
舰“杰拉尔德·R·福特”号。
2058年前，美国海军还将建造11艘福特级航空母舰替代现役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这表明今后5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还要依靠大吨位航空母舰争霸世界。
　　本书是《航空母舰百问》系列丛书之一。
在对航空母舰发展过程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以问答形式讲述了航空母舰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相关问题
。
介绍了航空母舰从简陋改装舰发展成现代海上巨无霸所经历的坎坷、克服的困难及解决的难题。
通过大量的航空母舰典型运用范例讲述了其在百年征战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传奇。
通过其在百年风雨中成长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航空母舰的特点、优点和不足，以期望对于广大读者正确
认识航空母舰，了解航空母舰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提供有益的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空母舰发展百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空母舰发展百问>>

内容概要

本书是《航空母舰百问》系列丛书之一。
在对航空母舰发展过程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以问答形式讲述了航空母舰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相关问题
。
介绍了航空母舰从简陋改装舰发展成现代海上巨无霸所经历的坎坷、克服的困难及解决的难题。
通过大量的航空母舰典型运用范例讲述了其在百年征战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传奇。
通过其在百年风雨中成长的经验教训总结了航空母舰的特点、优点和不足，以期望对于广大读者正确
认识航空母舰，了解航空母舰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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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从改装舰到巨无霸
　1　世界上第一批航空母舰为什么都是改装舰？

　2　世界上第一批航空母舰为什么搭载的是水上飞机？

　3　为什么《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反而促进了航空母舰的发展？

　4 “暴怒”号航空母舰改建中血的教训是什么？

　5　为什么说“百眼巨人”号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

　6 “风翔”号为何成为世界上专门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7 “赤城”号采用三层飞行甲板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8　为什么说艾塞克斯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航空母舰？

　9　为什么说“福莱斯特”号是第一艘超级航空母舰？

　10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的特点是什么？

第2章　突破关键技术
　11　舰载机弹射起飞技术是如何发展的？

　12　舰载机着舰拦阻技术是如何发展形成的？

　13　拦阻网的作用是什么？

　14　斜角甲板是如何出现的？

　15　助降装置是如何发展的？

　16　升降装置是如何发展的？

　17　舰载机起飞方式是如何发展的？

　18　航空母舰机库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19　在航空母舰上使用喷气式飞机克服了哪些困难？

　20　美国新一代航空母舰为什么要发展电磁弹射系统？

　21　为什么法国航空母舰“戴高乐”号从利比亚前线撤回法国？

　22　舰载机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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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 助降装置是如何发展的？
　　助降装置是引导飞机正确着舰的装置。
虽然航空母舰是最大的军舰，是海上庞然大物，是海上巨无霸。
但是，在茫茫大海之上它就是一叶扁舟。
飞机着舰时，飞机不仅要及时发现航空母舰，而且，其在母舰上的着舰点必须很准确，太前了或偏了
一个角度，飞机就可能冲出斜角甲板掉到海里，也有可能撞上舰岛或舰上停放的其他飞机。
相反，如果着舰位置过后，则飞机就上不了甲板而与舰尾相撞。
飞行员在空中既要操纵飞机，又要观察着陆，航空母舰上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物，飞行员要想准确选择
着舰点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人们积极探索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的着舰辅助系统。
经过多年的努力，助降装置已经获得了积极的发展，从最初的透镜式助降装置，已经发展成全天候电
子助降系统。
　　由于最早军舰在舰上的起降试验是依靠一些特技飞行员完成的，这些飞行员是一些具有冒险精神
的探险者，他们大都是抱着创纪录的心态去参加在舰上的起降试验，因此，他们的起降行动是自行其
是，没有统一规定。
着舰时，有的飞行员喜欢沿着军舰的航迹，贴着水而低飞，当飞机快要接近航空母舰时，才升到飞行
甲板高度，贴着舰面着陆。
大多数人认为这样飞太危险。
有位飞行员依赖自己高超的技艺，开着发动机，抬起机头，低速小坡度进入着舰，动作干净利落。
人们纷纷模仿。
可是，有时飞机不是偏高，就是过低，常常摔机。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飞行员难以判明飞机和母舰的相对距离和方位，不能及时调整飞机。
在一次飞机着陆时，一位地勤发现飞机相对位置有偏差，情急之下，摘下帽子，边摇动，边呼叫，飞
行员居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安全着陆。
人们受此启发，在航空母舰上设立了降落指挥官。
　　美国海军最早在“兰利”号航空母舰上就设立了降落指挥官，引导着舰飞机飞行员安全降落。
飞机遂行任务归来后，先用无线电通知航空母舰，请求降落。
舰上收到呼叫后通知航空部门做好接收飞机的准备。
信号桅上升起红旗，舰上人员清理飞行甲板，做好接收飞机准备。
飞行长确认一切准备就绪后，下令降下红旗，升起白旗。
同时用无线电通知飞机，可以降落。
空中编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后，下令解散编队，飞机相继进入着陆航线。
飞机转到母舰尾部后，对准降落航向开始下降高度。
降落指挥官站在左舷一个外伸平台上，面朝舰尾，手持一对色彩鲜明的拍子，像打旗语似的，做各种
动作。
根据飞机的下滑方式和进场姿态，他一眼便能辨明飞机的状态，及时发出种种信号，准确引导，帮助
飞行员进场着陆。
由于这套办法实用可靠，所以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喷气机上舰后，才取消了这种引降
办法。
　　螺旋桨飞机速度慢，飞机平滑进场时，降落指挥官一般都能判明飞机的速度和高度，发出引降信
号。
喷气式飞机进场速度快，降落指挥官还没搞清楚，飞机就到了母舰上空了。
难得一次判明了飞机着陆高度和速度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发出信号后，飞行员就操纵飞机着陆了。
因此，喷气式飞机上舰之初，降落事故率相当高。
人们必须探讨引导飞机着陆的新方法。
　　这一次又是英国人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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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名叫古德哈特的英国海军中校最先想出了解决引导飞机着舰的新方法。
据说，有一天，古德哈特看到女秘书对着镜子涂口红，顿时产生了灵感。
他将口红涂在镜面上，又把镜子放在办公桌中央，然后瞧着镜子里口红的标记，练习用下颚接触桌面
。
他成功了。
此后，他按照这个原理设计研制了助降镜，用助降镜来引导飞机着舰。
　　所谓助降镜就是在舰尾装一盏强光灯，在50米开外的左舷舯部装一个大镜子，镜面稍稍后倾。
当强光灯照射到镜面上，镜面会向舰尾方向上空反射一道大约两海里长的光柱，光柱与海平面成3.5
—4度夹角。
这道光柱，就是飞机降落时的正确下滑坡面。
飞行员驾驶飞机沿光道下滑进场时，会在镜子内看到飞机的投影。
在镜的两侧，横向各装一组绿灯，作为参考基点。
投影在绿灯之间，表明高度正确，投影在绿灯上下，表示高度偏高或偏低。
镜子上方还装了一组红色闪光灯，引降员可以同时用它发出信号，通知飞行员下滑坡度有误。
喷气式飞机失速速度高，在降落过程中需要连续监控飞行速度。
给飞行员提供飞行速度信息的方法是用音响指示，在驾驶员耳机中有音调编码装置，这样，驾驶员不
必用眼睛看镜子就能做到高的入场必需的精度。
1953年，英国海军曾在“光辉”号航空母舰上试用这种装置。
此后还多次对助降镜进行改进，以提高其工作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但是，这种光学助降装置有一个问题，因为航空母舰受海浪的影响，不断起伏摇摆，因而反射镜
射出的光柱也是不稳定的，这就难免发生降落事故。
于是英国海军又于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透镜助降系统，即“菲涅耳”透镜光学助降系统。
　　“菲涅耳”透镜光学助降系统装在航空母舰左舷中部一个稳定平台上，以保证透镜射出的光束不
受航空母舰摇摆的影响。
“菲涅耳”透镜光学助降系统由4组灯光、电源和控制装置组成。
4组灯光分别是：中央竖排的5组菲涅耳透镜灯箱、禁降灯、切断灯和基准灯。
中央灯箱通过菲涅耳透镜发出5层光束。
光束与甲板上的降落跑道平行，与海平面保持一定的角度，形成5层坡面，引导飞机着舰。
在透镜灯箱两侧有水平的绿色基准灯光，有垂直的禁降灯光，禁降灯上面有绿色切断灯。
　　“菲涅耳”透镜光学助降系统用五块透镜上下排放，每块透镜后均有黄、橙、红三盏强光灯。
五块透镜角度不同，这样，透镜装置就能根据飞机的要求，由其中一块提供合适角度的下滑坡面。
坡面分黄色、橙色和红色。
橙色光表示飞机处在正确的下滑位置，黄色光表示下滑线偏高，红色光表示下滑线偏低。
在透镜两侧，同样横向各装一组绿灯。
飞行员驾机沿橙色光下滑时，在透镜面上就会看到飞机的投影位于两组绿灯之间，沿黄色光下滑，镜
面上投影在绿灯之上；沿红色光下滑，镜面上投影在绿灯之下。
这样，根据空中的光色和镜面上的投影，飞行员判断飞机的下滑位置时就更加容易，更加准确了。
透镜下降装置减少了飞行甲板人员，引降员可以在上层建筑内进行控制，引降飞机。
透镜助降装置照距远，能使飞行员提前找到下滑坡面。
　　“菲涅耳”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工作过程是：当绿色切断灯亮时，表明准许着舰当舰载机高度和下
滑角正确时，飞行员看到菲涅耳透镜的橙色光球正处于绿色基准灯的中央，保持这个角度可以安全着
舰。
如果飞行员看到的是黄色光且在绿色基准灯之上，说明飞机高了，要降低高度，调整合适才能降落；
如果飞行员看到的是红色光，而且在绿色基准灯下面，说明飞机高度太低，要马上升高。
当航空母舰本身有情况，不允许舰载机着舰时，这时禁降灯亮，绿色基准灯和中央灯箱均关闭，告诉
飞行员停止下降，立即复飞。
因此，禁降灯也称复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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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灯光都由着舰指挥官控制。
在航空母舰岛式上层建筑的左后部有一个飞行控制室，着舰指挥官在飞行控制室监视和指挥飞机的降
落。
他们都是资深飞行员，一般是一位中校军官，就是其助手也是一位少校军官。
　　“菲涅耳”透镜式助降装置简单、直观、可靠，一问世便很快被英美海军作为航空母舰标准助降
系统。
但是，它受阴雨云雾影响较大，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难以发挥作用。
所以后来美国海军在航空母舰上安装了全天候的雷达助降系统。
　　全天候的雷达助降系统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雷达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
这种助降系统由机载设备和舰载设备共同组成。
在舰上岛式建筑的后部，装有一部高精度引导雷达，负责测量飞机降落时的实际位置和运动参数，通
过舰上其他设备测定航空母舰的运动参数，将各种参数输入数据处理计算机内，经航迹计算，求出飞
机下滑应飞航路。
把应飞航路与实际飞行轨迹进行比较，得出误差信号，然后用无线电发射到飞机上去。
飞机上的接收装置收到信号后，自动驾驶仪便会自动修正误差，操纵飞机准确降落。
全天候的雷达助降系统的装备不仅改善了舰载机的着舰能力，提高了飞行安全，更为重要的是它提高
航空母舰全天候作战能力。
　　全天候的雷达助降系统在云层低、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能够引导3.5海里范围内的飞机安全降落。
这种系统还配有助降电视，引降员可以坐在荧光屏前，观察飞行甲板上的降落情况，这减轻了舰员工
作强度，提高了降落效率，飞机降落的间隔时间，也减少到30秒。
当然，全天候雷达助降系统易受电磁干扰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飞机助降系统仍然是几种方法并用
，而且不断被改进和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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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空母舰发展百问》是《航空母舰百问》系列丛书之一。
航空母舰涉猎的海洋、海军和海战知识丰富，是一座知识宝藏。
航空母舰集中应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是高新科技的集中体现。
航空母舰涉及现代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集军事科学理论之大成。
航空母舰的运用与诸多重大事件相关，是一部折射历史的百科。
航空母舰已经成为当代军事爱好者学习、求知的对象；成为军事科学工作者探索、研究的目标；成为
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
《航空母舰发展百问》将航空母舰技术发展史与海战史紧密相连，是一本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
兼有普及性和学术性的读物，力求使读者对航空母舰的过去和现在能有一番全面和全新的感受，并为
读者能进一步研究探索航空母舰发展建设规律，以及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运用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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