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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

前言

笔者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航空学院本科飞行器设计专业学习，60年代研读副博士研究生，期间均
未上过“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这门课。当时，连“系统工程”这一名词也未曾听到过。那时，我们
研读的是飞机设计、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热力学、材料学等课程，照样也能把飞行器
设计、制造出来。国外的老一代飞行器设计师在五六十年代之前恐怕也未学习过系统工程方面的专业
知识。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军事和民用领域对飞行器需求的逐步提高，飞行器设计日趋
复杂，涉及的专业、学科越来越多，不仅要求飞行器有高的性能，而且要求有高的效能，亦即要求飞
行器除了有优良的飞行性能外，还应使用可靠，维修方便，保障经济有效⋯⋯因此，传统的飞行器设
计所包涵的专业学科不够用了，用传统的飞行器设计知识设计出来的飞行器已不能满足军事部门的战
备完好性要求和民用部门的飞机出勤率要求。例如美国的第二代飞机F111、F4等，在交付空军使用时
只解决了57%的问题，还有43%的问题要到交付使用后才逐步解决，严重地影响了飞机的作战使用。
有的飞行器因为任务要求分析粗糙，研制到一半才发现该飞行器根本不能满足使用部门的要求，只能
半途中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耗费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之后，人们发现： 如果应用了系统
工程的原理和方法，那么这些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至少是可以减缓的。自从把系统工程原理和
方法引入飞行器研制的全过程后，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航天领域中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和
航天飞机计划的实现；航空领域中的F16、F22和波音777等飞机的研制成功。总之，系统工程在现代军
事和民用领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飞行器研制来说，只有采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才能使工
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给定的任务要求和资源约束条件下，合理地确定系统的技术要求，选择出最
优的系统方案，全面地管理工程的发展，正确地验证系统的技术性能；并使设计出来的飞行器能顺利
地投入生产，使生产出来的飞行器在使用中得到经济而又有效的保障。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是将系统
工程的原理和方法用于飞行器研制，是应用于现代飞行器研制的系统工程，是组织和管理飞行器研制
的规划、研究、设计、发展、试验、生产、使用和保障全过程的系统方法和工程技术。本书共8章。
第1章是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概述。阐明飞行器设计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和飞行器全寿命期的阶段划
分。第2章是系统工程过程。阐述如何将飞行器研制的任务需求，通过一系列规范化的程序和分析--综
合的迭代过程，将其转化为飞行器的技术要求及满足这些技术要求的系统最优方案。第3、4、5章分别
是工程专业的综合、综合保障工程、飞行器研制中的软件工程。分别阐述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
综合保障工程和软件工程在现代飞行器研制中的应用。只有将这些工程专业有机地在飞行器设计中综
合，才能将飞行器从单纯的性能度量扩延为效能的度量。第6、7章分别是系统分析和控制、风险分析
。分别阐述权衡分析、系统体系结构分析、风险分析和技术性能测量等分析方法和控制技术在飞行器
设计中的应用。运用这些方法和技术能确保研制出的飞行器满足给定的任务需求。第8章是并行工程
。阐述并行工程的发展背景和概况、定义与特点、实施要素、组织方式、研制过程、环境、管理等。
系统工程，特别是并行工程在飞行器研制中的广泛应用，已在国外发达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也
必将在我国的现代飞行器研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书第3、4章由章文晋副教授执笔，其余各章由阮镰
教授撰写，全书由阮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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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阐述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特别是工程系统工程的3个主要组成部分，即
系统工程过程、工程专业综合、系统分析和控制在现代飞行器研制中的应用。通过系统工程将飞行器
研制中的技术和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还对我国在下一代先进飞行器研制中
的若干问题，如下一代飞行器研制中的软件可靠性、软件系统测试和系统工程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飞行器研制系统工程》可作为航空航天飞行器设计专业、工程系统工程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
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广大航空航天行业及其他工程专业的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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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不错，内容还行！
2、书挺不错的，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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