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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军事思想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指出: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
事并且已经用于军事, 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
甚至变革。”军事技术的发展对作战思想的演变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 作战思想的演变和实战的验
证又将决定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发展方向。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就是根据作战思想确定的“需要”和科
学技术提供的“可能”, 来决定其发展历程的。下面对战斗机发展与作战思想演变、空战战术变革的辩
证关系作一个浅要的分析和介绍。  

  一、战斗机的发展引起了空战战术的变化  

  1903年,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 飞机很快就用于军事, 开始主要用来遂行侦察和校正炮兵射击任
务。在战争中发现地面武器难以有效地对付飞机, 因而产生了用飞机打飞机的想法。这样, 战斗机就应
运而生了, 空战和争夺制空权也就成为军事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空战开始开始使用的是手枪、步枪
等陆军用的武器, 毁伤威力很弱, 而且又可能射中本机的螺旋桨, 因而空战的效果不佳。  

  1915年7 月, 德国装备了装有机枪射击协调装置的“福克”式飞机, 改变了空战的局面。这种装置
使机枪的攻击威力明显增强, 空战也就越打越剧烈。当战斗机装上这种机枪后, 如何使自已的飞机在空
战时占据有利的射击位置便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战术问题了。通过多次实战, 飞行员们发现, 在敌机尾
后实施攻击效果最好, 进行迎头攻击的效果次之, 而在敌机正侧方攻击的效果最差, 因而双方都力图占
据有利的射击位置。  

  当时的战斗机性能不佳, 只能进行平飞或坡度不大的转弯, 而且空战住住以单机为主, 所以空战的
战术并不复杂。谁能先发现敌机, 并绕到对方尾后, 谁就能在空战中占优势。作战双方都试图以盘旋机
动来进入有利的作战位置, 空战经常会形成双方进行长时间盘旋对抗的局面。  

  随着飞机性能的提高, 战斗机进行机动的能力也日趋增强。在这个基础上, 德国飞行员马克斯·殷
麦曼创造了一个机动动作, 这就是半斤斗翻转。他利用这个机动动作获取了多次胜利: 先引诱敌机从尾
后追击, 然后他突然增大发动机功率, 操纵飞机进行半年斤翻转, 使敌机冲前,然后占据敌上方的有利
位置进行俯冲攻击。  

  而当时的英、法空军采用双机打埋伏的战术来进行对抗。即由一架飞机在较低高度上巡逻, 并故意
从德国战斗机尾后进行追击, 另外派1 ～2 架战斗机在较高高度上设伏。当德国战斗机做完半斤斗动作
开始翻转时, 即对其进行攻击。此时的战术动作已日趋多样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普遍采用尾后攻击的方式。为防止被敌方“咬住”机尾, 就产生了己方飞机互
相掩护的战术。开始是双机互相掩护, 后来发展到4 机、8 机, 甚至10多架飞机的编队空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达成突然性的进行编队空战是空战战术十分重视的原则。有关著作曾指出, 
指挥战斗机编队空战是一种天赋的艺术。编队队形应随时变化、及时调整; 战斗机编队应作梯次和层次
配置, 保证己方免遭敌机突然袭击; 高度越高, 越易于获取优势; 突然攻击是空战胜利重要保证。当年
提出的战术原则中有一些至今仍是适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飞机的飞行性能明显提高, 飞行速度、实用升限提高了一倍以上。机载武器
的威力增强、机载设备逐渐完备。因而空战战术也有变化。水平机动空战虽仍有发生, 但当时战斗机的
速度已达600 公里/ 小时左右, 飞机的盘旋角速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明显下降, 而盘旋半径大
为增大, 战斗机进行垂直机动空战就显得更为有利, 因而对飞机的速度优势比机动性能更为重视。在机
动性方面, 重点是迅速改变飞行方向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有人提出单机空战的四要素是: 高
度、速度、机动、火力。协同作战更受重视, 大战头几年作战编队越来越大, 后来这种趋势有了逆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喷气技术获得了划时代的突破。战后航空技术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是用喷
气式发动机取代了活塞式发动机。它首先装备了战斗机, 使其时速超过1000公里, 升限达15000 米左
右。1950年11月, 在朝鲜上空进行了第一次喷气式飞机之间的空战, 在空战史上拉开了新的帷幕。  



  喷气式战斗机参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空战的原则, 空战的样式也仍然是编队空战和机动空战。但
作战的规模扩大了、速度加快了、空战的战术也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空战的高度更高了, 有的空战在同温层上进行。在高空, 飞机的盘旋能力大为下降, 因而垂
直面上的机动便显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了。由于苏美研制的战斗机性能特点不同, 所以采用的战术也有所
不同, 米格-15 的飞行员力争“飞行高些, 靠垂直机动”, 而F-86的飞行员则要“飞行低些, 靠水平机
动。”协同作战仍是十分重要的, 编队空战仍是基本空战方式。但编队减少为四机或双机, 战斗机队形
的间隔和距离都增大了。  

  在空战中出现了大量新的战术动作, 如: “打完就走”、“向太阳急跃升”、“旋转木马”、“兜
转”、“诱惑”、“上下夹击”、“从下方攻击”、“阶梯”等等。  

  妨碍空战形式和战术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机载武器性能落后, 喷气式飞机上装的仍然是老
式的航炮和机枪, 航炮的射程增加不多, 所以可能攻击的范围没有多大变化。为了毁伤敌机, 必须从敌
机尾后进行攻击, 这就限制了空战的形式和性质。  

  朝鲜战争结束后, 人们认为空战将是一场用空空导弹作为主战武器、在高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于
是一批飞行速度达到M2左右、装有空空导弹的第二代战斗机开始问世。1965年, 美国的第二代战斗机F-
4 到越南战场, 使空战进入了新阶段。  

  美国飞行员当时采用的战术是根据自动导引系统的指令实施程序飞行, 借助雷达瞄准具用空空导弹
攻击敌机。实战表明, 这些战术是不成功的。  

  因为第二代战斗机的最大飞行速度虽已达到M2左右, 但不能进行超音速持续飞行,而且超音速机动
能力较差, 空战主要是在亚音速范围内进行。另外, 空空导弹的作用范围、作战效能还都很有限, 所以
空战方式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  

  越南战争实期, 美国战斗机被用来实施对地攻击。越南用机动性能较好的亚音速战斗机来对付载弹
的F-105 飞机很有效。美国随即建立了战斗机掩护编队, 用空空导弹迫使米格-17 放弃攻击, 但空空导
弹的命中概率相当低, 经常只有百分之几。  

  越南空军在空战中经常采用一些新战术, 如利用速度较小、飞行高度较低的米格-17 作诱饵, 而让
装有导弹的米格-21 在较高高度上待机, 当担任掩护飞机攻击米格-17时, 米格-21 即发起突然攻击, 
这使得美国战斗机的损失率不断上升。  

  越南战争和其后的一些局部战争中, 协同作战仍然显示重要作用, 战斗机的空战绝大多数仍为编队
空战。各种战术机种编队任务的变化, 是战斗机战术上的新发展。编队常由伴动队和突击队组成。显示
佯动队假意图的有很多战术方法, 如割裂敌机战斗队形, 引诱敌机进入突击队所在区域等等。力图在敌
机下方实施攻击。  

  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的实战经验表明, 第二代战斗机不能满足未来空战的要求, 因而开始研制第三
代战斗机。其主要特点是飞行性能, 尤其是中低空机动性能突出; 机载电子设备完备, 全天候作战性能
和远距发现目标能力明显提高; 机载武器作战效能高。由于第三代战斗机参战和预警指挥机的运用, 使
空战有了很大发展与变化。  

  1.预警指挥机对空战胜负起着关键的作用。过去, 预警指挥机的作用仅限于防空。目前它可用于发
现空中目标, 指挥引导已方战斗机进行空战。这次海湾战争中, 多国部队的E-3 和E-2 预警指挥机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它保证了每天24小时连续不断的警戒,并能向已方在空中巡逻的战斗机通报敌情, 并引
导战斗机进入有利攻击位置, 使伊拉克飞机处于被动位置。据称, 预警指挥机能使空战效果提高7.5 ～
30倍。  

  2.超视距空战日显重要。由于预警指挥系统和机载探测系统的发展, 战斗机远距探测能力明显提
高。近年来中距空空导弹的作战效能也有很大增强, 其机动性能好、可攻击范围大。因而, 超视距空战
已日显重要。在海湾战争中, “麻雀”中距空空导弹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它击落的飞机数量超过了
近距空空导弹“响尾蛇”所击落的数量,这在空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3.近距空中格斗仍是空战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次海湾战争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 作战双方实力相差



悬殊, 因而有些战例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现代空战包括超视距空战和目视格斗空战两个阶段。由于空
空导弹已具有全向攻击和良好的离轴发射能力, 所以在空战中应尽快使机头指向目标。这不仅是一种重
要的空战战术, 同时对飞机的敏捷性和机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4.空空导弹已是空战的主要武器, 航炮已降到辅助地位。目前国外使用的先进空空导弹与越南战争
期间使用的空空导弹相比, 其性能水平、作战效能已有很大提高。中距空空导弹也具有很好的机动能
力, 而有的近距格头导弹已具有全向攻击能力。空空导弹的可攻击区明显扩大, 命中概率不断提高, 在
空战中击落飞机的比例已明显高于航炮。随着机载火控系统和航炮性能的提高, 航炮的作战效能也有所
增强, 仍不失为一种辅助性的空战武器。对付空空导弹的有效方法是适时实施雷达或红外干扰。  

  5.编队空战仍是基本的空战形式, 协同作战能力和飞行员的素质仍对空战结果有重要的影响。编队
规模一艘较小, 同一编队的飞机一般不宜超过4 架。多机空战可缓和和缩小对抗飞机之间的性能差距。  

  6.飞机的下视和发现低空飞机目标的能力明显提高, 导弹的上射、下射能力明显增强, 飞机垂直机
动与水平机动将显得同样重要。空战的高度范围有可能向高空和超低空发展, 但目前的空战高度、速度
范围与以前的差别并不大。  

  7.敌我识别仍然是限制空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空军规定不允许只凭载机敌我识别装置的判
断而实施攻击。  

  从上面简单介绍的空战战术演变说明了, 战斗机的发展引起了空战战术的变化, 而空战战术的根本
性变革又受战斗机性能水平的制约。  

  二、正确确定作战指导思想, 是战斗机发展的基础  

  正确预测战场环境、设想作战样式、确定适应未来战争的作战指导思想, 对于武器装备发展是至关
重要的。武器装备发展是否能满足实战的要求, 一方面取决于由作战指导思想确定的战术技术要求是否
合适, 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和经济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前者更为重要。我们以第二代和第三
代喷气式战斗机为例作一说明。  

  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主要是依据对朝鲜战争的分析而进行研制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 人们对空战理论和战斗机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有如下一些主要看法:  

  1.认为飞机的大速度是决定空中优势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飞机具有大速度, 不惜牺牲爬升率和机
动性。  

  2.主张研制多用途战术战斗机, 要求飞机兼有高速性能和对地攻击能力, 即主张研制战斗轰炸机。  

  3.截击机的战术是利用速度优势追赶目标, 并用空空导弹将其歼灭。  

  4.有人主张废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编队机动空战。  

  5.认为截击机同时投入战斗的飞机数量将减少, 实施攻击时机动动作“平直化”,力求一次攻击来
结束战斗。  

  6.忽视航炮的作用。有人认为空空导弹出现之后, 航炮作为一种武器已没有前途。当时几乎所有新
研制的战斗机上都没有装航炮。  

  7.不重视飞行员在空战中的作用。有人认为飞行员不需要学会判断空中情况, 而是由地面指挥所代
替他们下决心。  

  飞机设计师们就是按照以上这些想法研制了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这代飞机的最大速度达M2左右、
有的甚至达M3, 机载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的性能均有较大的提高, 重视对地攻击能力, “重型化”倾向
明显。从其航空技术水平和飞机的性能来看, 确实比第一代战斗机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发展。但在60年代
后期开始进行的越南战争和其他局部战争中, 第二代喷气式战斗机的使用效果( 尤其是空战使用),并不
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在发展方向上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是因为实战中的空战作战方式与原



先设想的有很大的差别。  

  局部战争的经验说明, 高空大速度飞行性能并不是改进战斗机的最重要的指标。  

  空战的高度范围不是扩大了, 而是缩小了。这一情况引起了研究局部战争经验的专家们的特别注
意。朝鲜战争中, 战斗机的空战曾发展到平流层。而越南战争中, 战斗机的使用高度不超过9000米。这
一方面是由于战术航空兵遂行的任务性质决定的。轰炸机为避免进入防空导弹的毁伤区, 多半在低空活
动, 担任掩护的战斗机也必须降低高度。另一方面,空战实践说明, 飞行员能目视观察到3600米以内距
离的机动目标, 因而转弯半径不大于1800米较有利。在9000米以上的高度, 第二代飞机想以这样的盘旋
半径实施不损失高度的速度机动是不可能的, 所以高度也受到限制。越南战争中空战格斗一般发生在
1500～4500米高度范围内。  

  在局部战争中, 空战的速度范围也并不大, 尽管双方都具有速度超过M2的战斗机,但经常进行空战
的速度范围是M0.5～-0.9。这一方面是由于空战开始的高度低, 飞机的速度受到结构强度的限制。另一
方面是由于当时战斗机的超音速机动性能甚差, 想在速度超过音速时获取机动性的优势是很困难的, 因
而也只能进入亚跨音速范围。  

  局部战争的经验也证明。大部分空战仍是在双方目视能见度的近距离范围内进行的, 摧毁目标还须
从后半球攻击来实现。空战中被击落的飞机中约有三分之二是被空空导弹击毁的, 三分之一是被炮弹击
毁的。在中东战争中, 空战格斗的比例更大, 飞行员经常能有效地使用航炮。  

  局部战争还证明, 协同仍是至关重要的, 战斗机的绝大多数空战都是编队空战。飞行员的素质对空
战的结果仍有决定性影响。  

  正是由于第二代战斗机研制时对作战环境的样式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别, 所以在实战中不可能取得
预期的战果。  

  美国、西欧和原苏联, 根据局部战争的经验研制了第三代战斗机。这代战斗机的主要特点是:  

  1.飞机的飞行性能有很大的提高。第三代战斗机与第二代战斗机相比, 其最大速度与实用升限无多
大变化, 但其机动性能和续航能力大为提高。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气动布局和大推重比、低耗油率的新型
发动机, 使飞机的推重比增大、翼载荷降低, 其推重比高于上一代飞机30～50%,有的飞机已高达1.3 左
右; 翼载荷明显下降, 大多为300 公斤/ 米左右, 因而机动性( 包括加速性能、爬升性能和水平盘旋性
能) 都比上一代飞机明显增大; 最大爬升率超过300 米/ 秒, 瞬时转弯角速度高达30度/ 秒, 这对于空
战格斗十分有利。由于飞机气动外形改善, 发动机耗油率降低和载油量的增加, 使第三代战斗机的航程
比上一代同类飞机提高30% 以上, F-15的最大转场航程接近5000公里。  

  同时, 飞机的起降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代战斗机普遍重视短矩起降性能。飞机的起飞滑跑距
离缩短到500 米左右, 着陆滑跑距离700 米左右。起降性能的提高, 不仅有利于提高飞机的快速反应能
力, 而且对使用前沿机场的简易机场能力的提高也十分有利。  

  2.机载设备更加完善, 自动化程度更高, 提高了飞机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和先敌发现能力。第三代战
斗机上普遍装有高性能的机载火控雷达、全向警戒目标识别系统、平视显示器等先进显示设备、完备的
通信系统、导航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等。普遍采用大容量的中央计算机, 从各个分系统获取信息, 进行计
算, 并在有关显示装置进行显示。飞机的全天候作战能力、远距作战能力和先敌发现能力大为提高。同
时飞机的自动化程度大为提高, 有的战斗机飞行员无须顾虑飞机超出安全飞行范围, 无须进行计算, 无
须环视仪表, 即可从显示装置上获取全部所需信息, 按显示信息进行飞行。 3.机载武器毁伤威力大为
提高。由于火控系统和空空导弹技术性能迅速提高, 第三代战斗机对空中目标的可攻击范围和毁伤威力
显著增大, 对地攻击能力有很大增强, 机上大多装有中( 远) 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和航炮, 能从
目标各个方向、全高度(包括上射、下射) , 全天候实施攻击。有的战斗机具有同时攻击多个目标的能
力。第二代战斗机的外挂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外挂武器重量可达7000公斤以上。 4.第三代战斗机对飞
机的可靠性、可维护性要求高。广泛采用多余度结构和单元体结构, 主要系统装有自动检测和监控装
置, 大大提高了飞机的使用性能。飞机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增长, 飞机的再次出动时间缩短, 出勤率提
高, 同时对地面保障的依赖程度也减小了。 第三代战斗机的作战能力明显增强, 主要包括: 全天候、
全向攻击和全高度作战能力; 多目标攻击能力; 远中近距攻击能力; 对地攻击能力; 高出勤率, 完好率
和良好的维护性能等。 由于第三代战斗机的设计指导思想符合实战的要求, 因而实战结果是很好的。
在中东, F-14、F-15和F-16曾多次执行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均取得良好的战果。当然这里面有飞行员



的素质和水平以及对方飞机的性能水平等因素, 但这也足以证明第三代战斗机是适应实战需要的。以F-
15为例, 这种飞机至今已击落了96架飞机, 而本身在空战中无一损失, 这是一个难得的纪录。在这次海
湾战争中, F-15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多国部队在空战中共击落伊拉克41架飞机和直升机, 而
其中36架是被F-15击落的。第三代战斗机不仅性能好、实战结果好, 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它是从70
年代中期开始服役的, 预计到下世纪初, 它仍将是战斗机的主力。一代战斗机“称雄30年”, 这在战斗
机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除了有良好的技术基础外, 正确处理作战指导思想与武器装备发展的关系是
关键因素。 第二代、第三代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历程, 证明了作战思想是战斗机发展的依据和方向, 
正确确立作战思想是装备有成效发展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