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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空军投入使用了一种全新的 战斗机，它就是梅塞施密特Me-262喷气式
战斗机。
Me-262 采用了经过长时间研发的新型喷气式发动机，具备了卓越的 高速性能，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战
斗机，令盟国飞行员闻风丧 胆。
不过，此时的德国已经是穷途末路，这种新式战斗机对 于改变战争形势也是回天乏力。
但不容否认的是，战斗机从 此步入了喷气式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部队也开始研发喷气式战 斗机，但德国在这一领域中独占鳌头。
因此，战争一结束， 各国就纷纷开始收集德国该领域的研究资料，并带回本国研 究，这也推动了喷
气式战斗机的不断发展。
就这样，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军用飞机（战斗机、攻击机和轰炸机等）进入了 喷气式时代。
在朝鲜战争中，喷气式战斗机更是展开了激烈 的空中对抗。
 与螺旋桨式战斗机相比，喷气式战斗机的最大特点就 是具有高速飞行能力。
为了追求高速飞行能力，20世纪50年 代掀起了一场挑战音障的热潮。
当物体的移动速度接近音速 时，周围的空气受到压缩，并会产生巨大的阻力，而突破这 种音障的必
要条件正是巨大的能量。
虽然人们遇到了各种各 样的困难。
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突破音障的方法，战斗机进入 了超音速时代。
 另外，通过电磁波捕捉目标并测算距离的雷达，在二战 中开始投入实际应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战斗机也实现 了雷达的装备，战斗机的性能也因此得到提升。
早期的雷达 可靠性极低，探测距离有限，不过这些难题都被逐一攻克， 雷达最终成为最有效的探测
装置。
 在武器方面，安装了制导装置的空空导弹投入到了实际 应用，制导导弹也是喷气式战斗机的必备武
器。
这样，实现 了超音速飞行的战斗机，可以通过雷达搜索远处的敌人，并 使用配备有制导装置的导弹
将其击毁，这些也成了战斗机的 必备装置。
 喷气式战斗机所带来的进步并不仅限于此。
我们可以 从多场战争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何种战斗机，都无法避 免与敌机近距离格斗，而在这
种情况下，除了飞行员要具备 较高的空战技术外，战斗机也应该具备较强的移动性。
喷气 式战斗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在进行高速飞行，因此具有较大 动能。
当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时，这些能量会被迅速消耗。
因 此，持续盘旋的战斗机在空中格斗中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如何 有效地管理能量，并尽可能地维持战
斗机所需能量。
美国的 F-14及其后的战斗机实现了战斗中的能量管理。
 近年来，与移动性相比，战斗机领域中使用更多的是 “灵活性”这一词汇。
这与人类对战斗机飞行能力要求有所 提高密不可分。
在最先进的战斗机技术中，人们十分关注使 雷达难以捕捉到战斗机的隐身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 十分强调隐身性能的战斗机F-22，而隐身性也势必成为未来 战斗机的必备性能
。
 本书收录了从第一代到第五代战斗机中的50种机型。
在 选择过程中，笔者尽量摒弃个人喜好，选择了业内评价较高 的具有代表性的机型。
其中既有攻击型战斗机，叉有以字母 “F”开头的美国战斗机。
此外，笔者还加入了与上述机型类 似的其他国家的战斗机，并将各种型号的战斗机根据初次试 飞的
时间进行排序，考虑到内容结构及版面构成，笔者还适 当调整了部分内容的顺序。
 最后，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益田贤至先生给予了诸多 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青木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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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眼（第1弹）：世界战机50强（全彩版）》收录了从第一代到第五代战斗机中的50种机型。
在选择过程中，笔者尽量摒弃个人喜好，选择了业内评价较高的具有代表性的机型。
其中既有攻击型战斗机，叉有以字母“F”开头的美国战斗机。
此外，《科学眼（第1弹）：世界战机50强（全彩版）》的笔者还加入了与上述机型类似的其他国家的
战斗机，并将各种型号的战斗机根据初次试飞的时间进行排序，考虑到内容结构及版面构成，笔者还
适当调整了部分内容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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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宝马汽车公司也参与了发动机的研发工作，但容克公司在1941年年内就已经解决了发动机研
发的绝大多数问题，设计出了一款具有较高实用性的新发动机。
但与宝马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相比，窖克公司的发动机外形庞大且重量更大。
若委配备这种发动机，战斗机外形的设计方案必须更改。
1942年7月18日，经过改造的3号原型机（Me262V3）完成了初次试飞。
当时，共生产了12架Me262的原型机，其中，6号机装备有最初设计的折叠式降落装置，机体的完成度
得到进一步提高。
1943年11月，希特勒在观看了Me262的飞行表演后，表示“这正是我期盼的高速战斗轰炸机，应该用
它来重重地打击盟国军队”，并武断地下达了将Me262战斗机作为高速轰炸机投入使用的命令。
Me262战斗机原本是作为战斗机被开发出来的，但元首的命令不可违抗，设计团队只得临时修改了设
计方案，将Me262改造为高速战斗轰炸机。
另外，部分量产机因为来不及修改设计方案而作为纯粹的战斗机被生产出来。
就机体外观而言，机身呈圆柱形，主翼位于机身的中央偏下处，呈18.5度后掠角，发动机位于主翼与
机身连接处。
1944年7月25日，Me262战斗机正式参与实战。
在实战中，EK262试验飞行队率先驾驶Me262战斗机击落意大利空军的一架侦察机。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共生产了1430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许多德军部队部装备有Me262战
斗机。
在实战中，Me262的基本战术是：避免与敌军战斗机正面交战，充分发挥自身的高速飞行能力，采用
“一击即离”的战术打击敌人。
所谓“一击即离”，就是在敌机后方约650米处发射大量的火箭弹，待飞至距敌机约15。
米处，再使用口径30毫米的MK108机关炮进行连续射击。
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战术，Me262击毁了数十架盟军轰炸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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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眼（第1弹）：世界战机50强（全彩版）》近年来，与移动性相比，战斗机领域中使用更多
的是“灵活性”这一词汇。
这与人类对战斗机飞行能力要求有所提高密不可分。
在最先进的战斗机技术中，人们十分关注使雷达难以捕捉到战斗机的隐身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十分强调隐身性能的战斗机F-22，而隐身性也势必成为未来战斗机的必备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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