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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的“孔明灯”，被公认为是热气球的鼻祖，许多外国文献里认为中国是最早知道利用热空气
获得升力原理的国家。1783年法国人蒙哥尔费兄弟实现了载人热气球的飞行。从那时起，各种类型的
轻于空气的飞行器（如气球和飞艇）和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如飞机、直升机、导弹）得到了蓬勃发展
。浮空器就是利用轻于空气的气体（现在使用的是氦气）来产生静升力的空中搭载平台。它具有一系
列的优点，如滞空时间长、噪声低、绿色环保、安全性高、使用维护采购成本低、雷达散射面积小等
，在反恐、巡逻、监察、地图绘制、地质勘探、旅游、广告和运动等军事和民用领域应用广泛，在许
多领域，已成为卫星、飞机互为补充的、不能替代的空中平台。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军用和民用两个
方面的推动，浮空器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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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飞艇设计导论》系统阐述了飞艇的分类、基本结构和飞行原理、飞行使用等知识,介绍了世界飞
艇发展趋势，尤其对俄罗斯研制的小型飞艇及其整体研究发展动向做了重点介绍。《现代飞艇设计导
论》对从事飞艇、气球等浮空技术的科研工作者、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浮空技术爱好者了解俄
罗斯和世界飞艇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帮助和启发。《现代飞艇设计导论》也可作为
高校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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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小型飞艇的空气动力性能、稳定性及其操纵性1.1 飞艇艇身形状的选择最初对各种外形飞艇的参
数进行评估研究的时间是在20世纪初，即第一批空气动力实验室开始建造并投入使用的时期。在为风
洞试验选择模型时，试验工作者们之前对运动速度相对较快的海鱼和鲸的轮廓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
上，决定采用“雪茄”的形状：像两个共轭的半椭圆的子午线轮廓，横向截面为圆形。早期建造的所
有飞艇甚至现在的空气静力飞行器的设计绝大多数都采用这种形状。飞艇的单独艇身模型的大量风洞
试验很容易确定空气静力飞行器的艇身实体的大部分空气动力性能（除迎面阻力以外）。原因在于：
对于经典外形的飞艇来说，摩擦阻力是主要阻力，而对其数值影响最大的则是决定边界层状态的一些
条件——雷诺数、气流紊流度和表面粗糙度等。基于这一原因，当雷诺过渡常数为106～107隋况下（
与真实情况差2个数量级），在风洞中进行的飞艇模型风洞试验就无法如实地确定实体飞艇的迎面阻
力。如果采用分析计算法或有限元分析法，得到的结果则会更为精确。尤其是各阻力源的部件计算法
得到了成功应用，这一方法广泛采用平板的摩擦阻力研究数据和飞艇的各旋转体以及单独部分（尾翼
、吊舱、索具等）的阻力试验研究结果。该方法估算出飞艇的迎面阻力的误差不超过5％，但使用该
方法不仅对飞行器的大型部件（艇身、尾翼、吊舱），就连小型的结构元件（艇身设备、动力装置、
尾翼上的各类设备等）的几何外形信息都囊括到总阻力中，这些阻力占总阻力的比例达17％～28％。
在设计初期采用空气静力飞行器迎面阻力的设计计算法比较适宜，该方法借助在计算图中引用平均统
计系数的方法可以考虑到结构上各个小元件的阻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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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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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回来看了下，没啥意思，感觉和它价格比起来不相称
2、介绍了俄罗斯两款飞艇的信息，有借鉴意义。因为是导论，对于原理和方法介绍不多。
3、值得购买阅读，喜欢飞艇的爱好者，可以多学习研究
4、书很小很薄啊  大概浏览一遍  基本常识点都有
5、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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