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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空中领航学是研究利用领航设备引领飞机航行的一门应用学科。研究空中领航学的目的

是为了在不同的航行条件下，使用不同的领航设备和方法，引导飞机安全、准时、准确飞到

目的地，并提出对领航方法、领航设备进行改进的建议和方法。 

1.1  空中领航的发展 

自从飞行器出现以后，空中领航也随之产生了。1804年俄国科学院院士查哈洛夫利用指

南针判定飞行方向，以回声测量高度，并且在地图上画出航迹，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空中领航

员；1882年，在俄国彼得堡，俄国海军军官莫热依斯基提出了利用罗盘领航的概念。在这一

时期，飞行器还只能在简单的条件下飞行于基地附近，飞行员只能够在天气良好时，依靠观

察地面，利用河流、铁路等显著地标来实施领航。 

经过长时间的飞行实践，人们掌握了风对飞行的影响。1909年，俄国的什瓦布斯基求出

了偏流的公式，研究了航行速度三角形的解析法和修正偏流飞向目标的方法，同时发明了按

照地面基线测定空速的方法。1910—1913年专门为飞行使用的航空地图陆续问世。1914—1918

年，俄国的莫斯科航空学院教授朱拉夫琴科开始将罗盘运用于空中领航，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证

明罗盘领航是主要领航方法的飞行家，同时开创了罗盘领航用作云上和夜间飞行的新纪元。 

与此同时，空中领航理论也不断地发展，决定领航学发展前途的理论著作相继出现，在

航空地图、飞机位置线理论、磁罗盘理论、航行测量的理论及应用、无线电领航设备和天文

领航设备的应用等基础上，领航的手段和方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出现的无线电领航，是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而研制出来的。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无线电领航的发展十分迅速，各种无线电导航设备不断研制成功

并用于航空运输。无线电领航的出现，是空中领航方法的一次飞跃，是一个里程碑，它使飞

机能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安全地起飞和降落，能够准确地沿航线准时飞到目的地，增强了飞

机的机动飞行能力，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是目前的一种主要领航方法。 

随着空间技术、大地和大气测量技术、数字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卫星无线电

导航也迅速发展。1973年至 1993年美国研制建成导航星全球定位系统（NAV STAR/GPS）；

1982年苏联开始研制（后归俄罗斯所有），1997年建成全球轨道导航卫星系统（GLONASS）；

1992 年 9 月国际民航组织（ICAO）航行委员会通过以应用卫星技术为特征的通信、导航、

监视和空中交通管理系统（CNS/ATM），分阶段实施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由于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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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所具有的优点，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在 1997年已开始投入使用代替部分无线电

导航设备。可以预料，卫星导航技术将对未来的导航、通信及空中交通管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技术的成功应用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2  空中领航学研究的问题和内容 

确定飞机位置、飞机航向和飞行时间，是空中领航的 3个基本问题，空中领航学就是研

究如何解决这 3个基本问题，即领航方法；空中领航的基本任务就是引导飞机沿着预定的航

线安全、准确、准时地飞到目的地。 

空中领航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领航基础及元素：主要研究地球和地图知识，研究基本领航元素的计算和应用。 

（2）领航原理和方法：主要研究飞机航行的规律，以及应用这一规律确定飞机位置和基

本航行元素的原理和方法。 

（3）领航设备工作原理和使用：主要从使用角度研究各种领航设备的工作原理，以及使

用不同设备测算领航参数的原理和方法。 

（4）领航误差及修正原理：主要研究使用不同设备运用不同方法测算的误差，误差的产

生原因和规律，以及修正和减小误差、提高准确性的原理和方法。 

（5）领航准备和实施：主要研究在不同航行条件下，综合使用各种领航设备，进行领航

准备和实施领航的程序和方法。 

1.3  空中领航的环节 

空中领航就是有目的地、安全地引导飞机从起点到终点的控制过程。空中领航的基本环

节如图 1.1所示，其领航过程是一个具有 3个环的闭环系统。 

 
图 1.1  空中领航基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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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根据飞机飞往的目的地，选择航线，确定航线的距离，安排时间表，

这就是飞机的进程；为了使飞机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沿着所选定的航线飞行，必须让飞

机以一定的航向、速度飞行；为了得到所要求的速度和航向，就要通过飞行仪表来控制飞机

飞行的加速度。控制飞机的轴线加速度是为了遵守进程中的时间表；控制飞机横向加速度是

为了改变飞机的航向；控制垂直面内的加速度就是为了爬高或下降。 

“引导环”是通过领航设备对飞机位置的测量，并根据所规定的航线来确定飞机进程中的

航向和速度；“控制环”是得到所要求的航向和速度的一个环节；“航向和速度环”是领航过

程中的纽带，它把领航与普通的观测区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