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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务院在2007年2月底批准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得到全国上下各方面的关注。“大
型飞机”工程项目作为创新型国家的标志工程重新燃起我们国家和人民共同承载着“航空报国梦”的
巨大热情。对于所有从事航空事业的工作者，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和挑战。1903年12月17日，美国菜
特兄弟制作的世界第一架有动力、可操纵、重于空气的载人飞行器试飞成功，标志着人类飞行的梦想
变成了现实。飞机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是人类科技创新能力与工业化生产形式相结合
的产物，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军事和民生对飞机的需求促进了飞机迅速而不间断的发展，
应用和体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而航空领域的持续探索和不断创新，为诸多学科的发展和相
关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强劲动力。航空工业已经成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高附加值、低消耗的产业。
从大型飞机工程项目开始论证到确定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之
一，直至立项通过，不仅使全国上下重视起我国自主航空事业，而且使我们的人民、政府理解了我国
航空事业半个世纪发展的艰辛和成绩。大型飞机重大专项正式立项和启动使我们的民用航空进入新纪
元。经过50多年的风雨历程，当今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步入了科学、理性的发展轨道。大型客机项目
其产业链长、辐射面宽、对国家综合实力带动性强，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国的航空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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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院主任专家们
撰写，是一本关于超声速飞机的经典著作。《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介绍了超声速飞机
各种平面形状机翼和复杂形状机翼以及操纵面、进气道、尾喷口和机身的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了超
声速飞机的稳定性及操纵性、操纵系统的结构及其特性。探讨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及其
与飞控系统的有机联系，阐明了飞机性能的算法及飞机主要参数的选择。
《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可供航空专业的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大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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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超声速航空的发展首先基于解决了基本空气动力学问题和涡喷发动机成功的发展。这种发动机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好几个国家都在研制：俄罗斯（A·M·留申卡，B·B·乌瓦洛夫）；英国
（P·惠特尔，A·格里费茨）及德国（H·奥亨，M·米勒）。在美国，由知名的迪兰教授领导的国
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中的专门委员会很长时间在注意喷气发动机的研制问题，他们研究了各
国在这方面的资料。然而，阿诺德将军却不靠这些，此时，他从英国得到了这种发动机的图纸和有关
资料，并下达任务给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制造喷气发动机，而贝尔公司制造喷气飞机。德国和英国在
二次大战期间研制了一系列的喷气发动机，并制造了第一代喷气飞机。战后3～5年发展了喷气发动机
并研制了近声速飞机。在1950年后，实现了在燃气涡轮后再喷燃料（加力燃烧室），才有可能增加额
外的推力，因而飞行速度可以超过声速。克服声障除了靠推力，还有飞机空气动力学问题——能否实
现减少波阻和保证稳定性和操纵性。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研制发动机、合理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和
保证稳定性和操纵性——实现了由增大速度、歼击机提高机动性和重型喷气飞机加大航程。第一代批
生产的超声速飞机出现在1953～1954年”。这是米格一19（苏联）及F一100（美国），达到的飞行速
度相当于M一1.2～1.35。到60年代，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歼击机都达到M≈2或更高的速度（
图0.1）。由于气体动力学和热力学特性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改善了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输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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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飞机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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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质量很好，内容充实，相比较国内相关书而言内容有所更新，对于飞机行业的本科生，可以开
拓视野，有助于在本专业更深入的学习与研究。
2、书很厚，纸质也好，就是贵，大家等着书打折再买，300-100等活动还不如打5折，但看你买的书了
3、商品不错，赞一个！就是不知是不是快递的问题，边角有点破损，建议以后包装弄结实一点。
4、比前一本干线飞机的出晚了好多⋯⋯苏联中央流体力学研究院的总结之作。

Page 8



《超声速飞机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