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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斗机结构动强度设计技术指》

内容概要

《现代战斗机结构动强度设计技术指南》对航空工业飞机动强度领域中的一些共性的工程问题进行了
研究探讨和部分试验研究，既有对过去研究工作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也有新的研究成果，更有一些研
究成果在工作中已得到相应的应用。主要内容包括传统飞机动强度设计的基本问题、现代飞机动强度
设计的基本问题，以及为进一步优化和提高起落架的承载能力带有一定前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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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4.2.2数据分析方法 测试数据若以周期性振动为主，应采用频谱分析；测试数据若
以随机振动为主，应采用功率谱分析。 对于同一频带内同时含有周期分量与随机分量，且两者均不能
忽视时，应采用计算法或截取法将他们分离。 为抑制“泄漏”，分析时一律加“汉宁（Hanning）窗
”处理。 推荐名义带宽为B=5Hz左右（上限频率为2kHz）。 1.4.2.3振动数据归纳方法 所有提供归纳的
飞机振动测量数据均应经过适当的测量和分析，而且符合《飞机飞行振动环境测量数据处理一般技术
要求》等相关技术文件要求；要求根据被测量飞机的技术要求和飞行任务剖面对数据归纳中划分的每
一种状态分别给出它们在飞机总寿命中所占的时间。 在归纳数据前应对同时含有正弦和随机两种分量
的混合数据进行等效转换。 飞机设备安装区域划分应以飞机实际结构、气动布局和设备安装情况为基
础进行区域划分，也可以参照《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中有关规定进行。 测量数据归纳，应按以
下步骤进行： ①一定状态下，同一个测量点多个测量数据归纳； ②一定状态下，同一区域中的数据
归纳； ③同一区域中所有状态的数据归纳。 按规范要求给出标准振动环境条件。 1.4.3冲击测试方法 
加速度测试是当前冲击测试中最普遍的测试方式，根据测试目的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加速度传感器
进行测试。 飞机的冲击环境测试，一般使用压阻式加速度计，布置在飞机承力结构上，以结构的冲击
振动水平作为飞机结构和成品附件环境冲击振动的设计载荷。 1.4.4动应变振动测试方法 由于飞机的全
机或部件结构动力学动载荷标定还没有成熟技术，全机或部件的动应变测试研究尚在探索阶段。目前
在飞机上进行的动应变测试仅能针对特定结构进行。 根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动态应变可以分为不同
的类型，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可以用明确的数学关系描述的称为确定性动态应变，包括周期动应变和非
周期性动应变；其他的则属于非确定性的，包括非周期性动应变和随机性动态应变。 测量动态应变时
，必须将应变随时间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利用适当的方法分析研究。动态测量与静态测量的基
本原理是相同的，在粘贴技术／温度补偿／防潮处理／对导线的处理和接桥方法上也是相同的，但在
构造与记录方面上不同：动态应变仪是多通道的，且每一通道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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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战斗机结构动强度设计技术指南》适于从事工程中的振动问题分析、研究、试验的人员和各级
领导在工作中作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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