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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飞行控制系统是飞机的重要功能系统，有人驾驶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分为人工飞行控制系统与自
动飞行控制系统。人工飞行控制系统由电气、机械和液压部件组成，传输驾驶员控制指令或形成和传
输驾驶员控制指令的增强指令，从而实现飞机的飞行控制功能，包括俯仰、滚转、偏航、法向、纵向
、侧向及变几何形状等控制，还包括与它们有关的稳定与控制增强、性能限制及操纵装置。人工飞行
控制系统又分为电传飞行控制系统和常规飞行控制系统。本书介绍常规飞行控制系统，包括机械操纵
系统、动力操纵系统以及稳定与控制增强系统。　　人工飞行控制系统是随着飞机性能的提高和用途
的扩展而发展的。在飞机发展的前50年里都是采用机械操纵系统，驾驶杆（脚蹬）通过机械链系与操
纵面相连，操纵面的偏角和气动载荷与操纵位移成比例，飞机的气动特性直接转换为操纵特性。为了
改善操纵品质与减小日益增大的操纵力，进行了传动比设置机构开发与各种气动补偿措施等问题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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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介绍机械式人工飞行控制系统，包括简单机械飞行操纵系统、可逆式助力飞
行操纵系统、动力飞行操纵系统(以上统称飞行操纵系统)和稳定增强系统与控制增强系统。书中内容
既包括飞行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也阐述了型号研制和使用的应用技术。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以我国飞机型号研制与使用为基础，从工程实际出发，论述了机械式人工飞
行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方法，对主要的技术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并辅以必要的图表和数据，对系
统设计与使用中常见问题和故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措施。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由工作在科研与教学第一线上的教授和研究员执笔，反映了他们的经验和成
果，并汇集了有关论文和专著的内容。素材丰富、内容详实、实用性强，可供飞机型号研制、使用维
护和专业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作为航空高等院校专业教学的参考资料。

Page 3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

书籍目录

第1章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设计要求1.1 飞行操纵系统设计一般要求1.2 增强系统设计一般要求1.3 系统
强度与刚度设计要求1.4 系统可靠性与维修性设计要求1.4.1 系统可靠性设计1.4.2 系统维修性设计1.5 相
关系统设计1.6 使用规范应注意的问题第2章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方案选择2.1 飞行控制系统的基本结
构2.2 控制指令传输类别的选择2.3 动力操纵选用2.3.1 人力操纵与动力操纵的选择2.3.2 控制动力源的选
择2.4 人工感觉系统2.5 增强系统与自动驾驶仪的选用2.5.1 增强系统与自动驾驶仪的应用2.5.2 电气回路
与机械系统的交联2.6 座舱内的控制与显示2.6.1 座舱内的控制2.6.2 座舱内的显示2.7 传感器的应用与管
理2.8 飞行控制系统原理方案的选择与确定第3章 机械操纵系统的研制3.1 操纵线路的安排与设计3.1.1 
操纵线路的安排与分类3.1.2 操纵线路的设计3.2 操纵系统传动特性要求与设计3.2.1 传动比与传动系
数3.2.2 特殊传动比要求3.2.3 传动比的分配与计算3.3 飞行操纵系统常用部件与轴承3.3.1 常用部件及其
布置3.3.2 轴承3.4 操纵机构3.4.1 操纵机构的功用3.4.2 操纵机构设计3.4.3 机构的应用与组合3.5 操纵系统
的强度与刚度设计3.5.1 强度与刚度的设计要求与任务3.5.2 操纵系统设计载荷3.5.3 系统的强度与刚度设
计3.6 操纵面的综合利用和组合控制3.6.1 操纵面的功能及其组合利用3.6.2 组合控制功能的交联与安全
措施3.6.3 操纵面的综合利用与组合控制应用实例3.7 其他操纵系统设计3.7.1 其他操纵系统的设计要
求3.7.2 襟翼操纵系统第4章 操纵力及其配平4.1 人工感觉系统4.1.1 各类飞行操纵系统的操纵力4.1.2 人工
感觉系统的分类4.1.3人工感觉系统的设计依据4.1.4人工感觉系统设计4.2配平4.2.1配平的功用与要
求4.2.2配平系统设计第5章 液压伺服作动系统的设计5.1 伺服作动器的功能与分类5.2 伺服作动器设计要
求5.3 伺服作动器设计5.3.1 伺服作动器结构选择5.3.2 伺服作动器参数确定5.4 伺服作动器技术指标制定
方式第6章 飞行操纵系统特性分析..6.1 前段机械系统特性分析6.1.1 前段系统三自由度等效动态模
型6.1.2 前段系统单自由度等效动态模型6.1.3 系统中集中参数的确定及其等效折算6.2 伺服作动系统特
性分析6.2.1 伺服作动器的流量特性与速度特性6.2.2 伺服作动系统的动态响应6.2.3 伺服作动系统的阻抗
特性6.2.4 伺服作动系统静.动态性能的关系6.3 操纵系统特性分析6.3.1 操纵系统的物理模型与数学模
型6.3.2 系统特性分析6.4 系统参数对系统特性和飞行品质的影响6.4.1 各主要参数对系统特性与飞行品
质的影响6.4.2 合理选择参数满足系统性能和飞行品质要求第7章 稳定增强系统和控制增强系统的功用
与组成7.1 阻尼器的功用与组成7.2 增稳系统的功用与组成7.3 控制增强系统的功用与组成7.3.1 控制增强
系统的功用7.3.2 控制增强系统的组成7.3.3 控制增强系统的工作原理7.4 稳定增强系统与控制增强系统
的应用实例第8章 稳定增强系统与控制增强系统设计8.1 稳定增强系统与控制增强系统设计依据8.2 稳定
增强系统与控制增强系统控制律设计8.2.1 稳定增强系统与控制增强系统控制律设计程序8.2.2 控制律设
计第9章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试验9.1 部件试验9.2 台架试验9.3 飞行操纵系统功能样机试验9.4 飞行安全
试验9.5 飞机地面试验9.6 飞行模拟试验9.7 飞行试验第10章 系统研制和使用中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措
施10.1 伺服作动系统不稳定10.1.1 伺服作动器-操纵面系统不稳定10.1.2 伺服作动器滑阀自激振动10.2 伺
服作动器失控10.3 驾驶员诱发振荡10.4 副作动器对座舱操纵装置的运动与力反传10.5 气动伺服弹性振
荡及其抑制参考文献

Page 4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

章节摘录

　　第1章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设计要求　　人工飞行操纵系统设计应参照《有人驾驶飞机（固定
翼）飞行品质》（GJB185-86）和《有人驾驶飞机飞行控制系统通用规范》（GJB2191-94）的有关要求
，并满足详细规范的要求。　　对于民用飞机，其飞行操纵系统应满足民用飞机适航标准规定的性能
和功能要求。　　1.1　飞行操纵系统设计一般要求　　飞行操纵系统设计一般要求应参照《有人驾驶
飞机飞行控制系统通用规范》（GJB2191-94）第3.1条的有关规定。　　1）静态指标　　《有人驾驶飞
机（固定翼）飞行品质》（GJB185-86）第8.2条规定了飞行操纵系统的静态特性（机械特性）要求。
设计时应注意与系统的非机械部分以及与飞机的动态特性相协调。　　（1）由于系统中存在摩擦力
、空行程和质量不平衡，操纵面不可能绝对地回中。　　（2）系统线系摩擦力、伺服作动器滑阀摩
擦力对飞行操纵系统性能的影响性质不同。小的系统线系摩擦力对飞行操纵系统性能影响很小，而且
驾驶员认为是必需的。但过大的线系摩擦力是不希望的，因为它会增大操纵面偏转对于座舱操纵力的
相位差，并且对回中、精确操纵带来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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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论述飞行操纵与增强系统的设计与研制，在机械式飞行操纵系统的基础
上着重介绍动力操纵系统、稳定与控制增强系统的设计技术，分析研究使用中出现的关键技术问题及
其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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