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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飞行器系统工程》是一部按照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来阐述
当代导弹和航天飞行器系统管理和总体设计的著作。汇集了作者
们在导弹和航天技术领域几十年工作的经验，反映了我国导弹、航
天事业跨进世界先进行列的历程。同时，本书也融汇了国外系统工
程管理方面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经验，目的是做到“洋为中用”。
本书共三篇二十三章。第一篇阐述系统工程和飞行器系统工
程的定义、基本概念、基本特征、方法论和发展史。第二篇比较系统
地阐述了系统工程的核心－－ 系统分析，详细地介绍了工作分解
结构、功能分析、战术技术指标的论证和确定、系统方案开发、系统
效能分析、全寿命费用分析、风险分析、综合后勤保障、可靠性、可
维性、可生产性等一系列系统分析中的重要概念和方法，通过优化
比较和权衡分析，最后选取有约束条件下的满意解的过程。同时，
兼及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方法和程序。第三篇主要介绍战略导弹
和航天运载火箭系统的总体设计。根据系统工程原理阐述了大型
复杂系统的系统规划和效能评定、总体设计准则和设计程序、系统
的可行性论证、方案开发和方案设计、总体参数的确定和调整、初
样研制、技术设计、飞行试验、设计定型、生产定型、环境条件设计
及可靠性工程等重要内容。
本书可供航天工业部门的总体设计人员、管理人员阅读、参
考；可作为航空航天系统工程院校、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参考教
材；也可供与导弹、航天有关的部队和研究所的领导和研究人员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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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功能方块图（又称功能框图）
5.1.3N2图
5.2功能流图
5.2.1功能流图的目的
5.2.2适时性分析
5.2.3数据流图（DFD）
5.3结构分析
5.4其它分析技术
5.4.1结构分析和设计技术（S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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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系统技术要求的分配
6.1系统技术要求分配的基础
6.1.1甲方的工作
6.1.2乙方的工作
6.2任务要求的分配
6.3对已分配的技术要求建立可追踪系统和特征参
量
第七章 权衡研究
7.1权衡研究的方法
7.1.1.建立备选方案
7.1.2开发权衡树
7.1.3准则的确定和分类
7.1.4准则加权
7.1.5备选方案的比较和评分
7.2灵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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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系统综合的过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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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原理框图
8.2.3物理模型
8.2.4数学模型
8.2.5仿真
8.2.6通用仿真语言
8.3图纸和明细表
第九章 技术规范
9.1国防标准化和技术规范
9.1.1目标
9.1.2定义
9.2制定技术规范的基础
9.3标准的应用和改编
9.4系统技术规范
9.5技术规范的拟制与术语
第十章 技术状态的控制与构形管理
10.1构形管理的基本功能
10.2功能基准、构形基准、产品基准
10.3构形的识别和构形状况报告
10.3.1构形识别
10.3.2构形状况报告
10.4构形控制
10.5构形审核
10.5.1功能构形审核
10.5.2实物构形审核
10.6构形管理文件
10.6.1构形管理计划
10.6.2构形控制部备忘录
10.6.3更改控制的文件表格
10.6.4更改与研究预告（ACSN）
10.6.5工程更改建议书（ECP）
10.6.6技术规范更改通告（SCN）
10.6.7超差暂用或超差代用申请
10.6.8接口修改通告（IRN）
第十一章 风险分析和管理
11.1引言
11.2风险分析
11.2.1风险分析的步骤
11.2.2风险的分类
11.2.3术语
11.3风险分析和管理的职责
11.3.1政府部门和使用部门的职责
11.3.2承包商或研制部门的职责
11.3.3风险的识别
11.3.4风险评估
11.3.5风险的消除
11.3.6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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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及译文
第三篇 战略弹道导弹和运载火箭系统总体设计
（高存厚等）
引言
符号表
第十四章 系统规划和效能评定（高存厚）
14.1战略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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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总体设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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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技术方案可行性论证报告
16.4提供研制任务书（草案）
第十七章 总体方案设计
（高存厚 黄延年 余梦伦 茹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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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方案设计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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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推进剂加注诸元设计分析
18.3.7整流罩设计
18.3.8一子级芯级捆绑助推器与并联贮箱束方案的
综合对比分析
18.4两级运载火箭开发方案初始数据和运载能力分
析
18.4.1运载火箭系列命名
18.4.2神龙系列方案数据和运载能力分析
18.4.3金龙系列方案数据和运载能力分析
18.4.4巨龙系列方案数据和运载能力分析
18.4.5运载火箭开发方案综合
18.4.6两级运载火箭发射单位有效载荷质量的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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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分析
18.4.7运载火箭方案开发分析小结
18.4.8大型运载火箭方案综合分析
18.4.9发展建议
第十九章 初步设计（高存厚）
19.1初步设计的内容
19.2“金龙－1”第一级发动机设计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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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设计定型（高存厚）
21.1设计定型的主要内容
21.2编写定型申请报告
21.3导弹武器系统设计定型标志
21.4运载火箭系统列装标志
21.5导弹武器系统战术技术指标评定
第二十二章 环境条件设计（张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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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环境条件设计依据
22.2.1设计依据（实测信号）的获得
22.2.2飞行中实测力学环境参数数据处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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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4试验边界和试验结论
22.5.5产品的拒收和接收
22.5.6改善产品对力学环境适应能力的技术措施
22.6地下井热发射时环境
22.7运输转运环境和贮存环境
22.7.1运输转运环境和贮存环境举例
22.7.2公路运输时振动、冲击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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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3公路运输试验测量及数据处理技术要求
22.7.4贮存试验项目和加速贮存试验
22.8环境模拟分析技术在飞行故障分析中的运用
第二十三章 可靠性工程（周正伐）
23.1概述
23.1.1可靠性基本概念
23.1.2可靠性工程的内容
23.2可靠性数量指标及论证
23.2.1飞行器可靠性数量指标
23.2.2飞行器可靠性数量指标论证
23.3系统可靠性模型
23.3.1典型的系统可靠性模型
23.3.2系统可靠性模型设计
23.4可靠性与维修性设计
23.4.1.可靠性、可用性指标分配
23.4.2预防性设计
23.4.3基础性设计
23.4.4安全裕度设计
23.4.5边缘性能设计
23.4.6冗余设计
23.4.7人机工程设计
23.4.8维修性设计
23.5可靠性数量指标的验证与评定
23.5.1抽样验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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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可靠性与维修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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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馆里竟然有这本古老的书，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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