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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IAA航空航天技术丛书:直升机和倾转旋翼飞行器飞行仿真引论》较系统地阐述了直升机和旋翼飞
行器的基本知识，并提供了飞行仿真建模方法，共计18章和12个附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直升机和倾
转飞行器飞行仿真简介，矢量和矢量求解，坐标系，运动学和飞行动力学，大气层，多高、多快和多
远，气动速度、惯性速度、下洗速度和突风，任意形状物体的空气动力学，翼型、机翼和垂尾空气动
力学，螺旋桨空气动力学，旋翼空气动力学和动力学建模，气动干扰，发动机，传动系，操纵，起落
架，配平和组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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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直升机和倾转旋翼飞行器飞行仿真简介 1.1引言 1.2性能仿真的组成 1.3性能仿真词汇表 1.4部件模
型 1.5关心的问题 1.6结论 习题1 参考文献 第2章矢量和矢量求解 2.1概述 2.2矢量的幅值和方向 2.3矢量的
符号法定义 2.4矢量的定向 2.5矢量的运算 2.6结论 习题2 第3章坐标系 3.1简介 3.2仿真中使用的坐标系
3.3地球坐标系 3.4参考坐标系 3.5机体坐标系 3.6欧拉角 3.7单个部件的当地坐标系 3.8单个部件的参考坐
标系 3.9结论 习题3 第4章运动学和飞行动力学 4.1概述 4.2质量特性 4.3飞行器的总体状态 4.4结论 习题4 
参考文献 第5章大气层 5.1简介 5.2标准大气的静态特性 5.3伯努利方程 5.4黏性 5.5压缩性 5.6结论 习题5 
参考文献 第6章多高，多快，多远 6.1概述 6.2多高 6.3多快 6.4多远 6.5结论 习题6 参考文献 第7章气动速
度，惯性速度，下洗速度和突风 7.1概述 7.2惯性速度 7.3下洗速度 7.4突风速度／风速 7.5气动速度 7.6这
些速度差别的重要性 7.7动压 7.8迎角和侧滑角 7.9结论 习题7 第8章任意形状物体的空气动力学 8.1引言
8.2基本形状——机身 8.3参考坐标系 8.4建立力和力矩方程 85结论 习题8 参考文献 第9章翼型、机翼和
垂尾空气动力学 9.1引言 92基本几何形状——翼型 9.3翼型单个元素参考坐标系及单个元素当地坐标系
的方向 9.4翼型气动力和气动力矩的产生 9.5机翼的基本形状 96机翼气动力和气动力矩的产生 9.7结束语
9.8结论 习题9 参考文献 第10章螺旋桨空气动力学 10.1引言 10.2动量理论 10.3扩展到桨盘平面迎角和下
降率的动量理论 10.4螺旋桨分析 10.5结论 习题10 参考文献 第11章旋翼空气动力学和动力学建模 11.1引
言 11.2旋翼建模的基本概念 11.3旋翼基本几何外形 11.4基础风速几何知识 11.5简单的旋翼数学模型 11.6
求解挥舞方程的方法 11.7桨毂力和力矩 11.8桨毂约束及其对挥舞的影响 11.9拉力／诱导速度循环的求
解方法 11.10桨尖损失系数 11.11准静态闭环形式方法概述 11.12旋翼叶素气弹模型 11.13非均匀尾涡和尾
涡旋转 11.14关于旋翼的最终想法 11.15旋翼建模探索 11.16结论 习题11 参考文献 第12章气动干扰 12.1引
言 12.2自诱导干扰 12.3相互干扰 12.4结论 习题12 参考文献 ⋯⋯ 第13章发动机 第14章传动系统 第15章
操纵 第16章起落架 第17章配平 第18章组装 附录A单位 附录B积分方法 附录C线性代数 附录D常用数学
工具 附录E无量纲系数 附录F直线元的毕奥－萨伐尔定律解 附录G动量定理 附录HPropeller1程序用户
指南 附录I名言警句 附录J简单旋翼模型的细节 附录K准静态旋翼模型的改进 附录LRotor Tutor程序用
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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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1 概述 本章标题所问的问题，其含义远多于其字面意思。例如，当问“你飞了多
高？”时，答案不仅是简单的“Xft”。高度可以基于不同的基准测量，其中一些基准是不固定的。当
飞行员知道飞机的距地高度时，就可以避免“在高度边界飞行”。飞行员对高度感兴趣，因为飞机性
能与空气密度有关，而密度是高度的函数。 类似地，如果问“你飞了多快？”答案要与坐标系联系起
来表达，并需要用温度和仪表系统误差进行修正。空速、指示空速、当量空速和修正空速之间有很大
差别，每种空速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要想计算对地速度，还必须要加入风的影响。由此可见，关于
速度没有简单的答案。 “你飞了多远？”可能是最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出发点和到达点之间的距离
不会改变（机场到机场），或者容易计算（机场到舰船）。唯一的困难来自简单的三角运算中，把经
度和纬度的变化转换为用其他单位表示的位移，以及使用的单位的统一性。 本章尽管简短，但对将仿
真作为一种有用的训练装置和工程设计工具而言，非常重要。 6.2 多高 还有比描述高度更容易的吗？ 
压力高度：压力高度是在称为“平均海平面”（MSL）的基准上测量的高度。压力高度用ft来表示，
缩写为MSL。准备飞行时，飞行员把气压高度表设置为机场高度。飞到另一个机场时，当地气象条件
与此前的机场可能不同，所以需要对气压高度表进行修正。飞行员使用该值避免在积雨云和接近高度
边界处飞行。 地上高度：地平面以上的高度有时称为机轮高度、滑橇高度，是指飞机上的某些点到地
面的垂直距离，用ft来表示，缩写为AGL。地面以上高度不受大气压力、密度或温度变化影响。也就
是不考虑天气影响，就像是从埃菲尔铁塔顶端垂下的铅垂线不管任何天气，其长度读数总是相同的。
雷达高度表测量地面以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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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AIAA航空航天技术丛书:直升机和倾转旋翼飞行器飞行仿真引论》读者对象为工科院校高年级大学
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尤其适用于从事低速、中等速度空气动力学研究的航空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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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很高深，既适合专业人士参考学习，也是和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了解相关知识，是一本不多
得见的专业图书，很适合收藏。
2、外国书，翻译成中文了，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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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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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