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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导弹可变形弹翼控制技术

完成情况简介： 研究了弹翼的变形机理、变形方式及可

实现措施、变形流场和典型特征点的计算与分析。通过对比

和分析不同弹翼变形模式下导弹的升阻比特性、稳定性和操

作特性，最终选取了两种弹翼变形方式，即改变弹翼面积和

同时改变弹翼面积与后掠角。分别选用线性控制的PID控制技

术和非线性控制的变结构控制技术，对两种弹翼变形模式下

的导弹系统进行了建模、控制系统设计和仿真分析，并对制

导控制系统进行了仿真分析，对比了不同弹翼模式下的脱靶

量大小。

[项目编号]  2008ZA11004 [项目负责人] 展京霞 [依托单位] 中航工业成都所

无人作战飞行器创新气动布局与气动力技术研究

完成情况简介：通过CFD计算和风洞试验，探索了新的布

局形式: 1) 翼身融合体无尾飞翼布局无人飞行器布局,该布

局翼身高度融合，机翼中等后掠，采用背负蚌式进气道、二元尾

喷口,具有高升力、低阻力、低雷达和红外可探测性等特点，能

够实现高效率巡航和隐身性能，适用于远程轰炸、纵深突防等

作战任务; 2) 无尾飞翼布局气动控制舵面方案,该舵面方案

由升降舵、副翼、尾部辅助舵面、阻力方向舵、扰流片组成，分别

或组合使用这些舵面可实现俯仰、偏航和滚转控制。

研究结果表明，设计的舵面能够满足迎角14°、侧滑角

12°以内的力矩平衡需求。

交互式多模型算法，通过实时估计目标运

动角速度以及角速度估计的方差，在角速

度估计较准确时，采用基于角速度估计的

模型集，在角速度估计明显失真时，采用

标准IMM算法的模型集，增大了模型集

的覆盖范围，同时又减小了模型间的竞

争。仿真表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在目标运

动的各个阶段，都能达到很好的跟踪性

能；对比标准IMM算法和已有的AIMM算

法，本文提出的算法跟踪精度有很大提

升，证明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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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2008ZA52006 [项目负责人] 周永刚 [依托单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难变形高温合金超细晶工艺研究

完成情况简介： 围绕介质金属混合目标的电磁建模及

仿真技术展开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特征基

函数方法，可快速计算目标RCS的单站特性和宽频特性，建立

适用于分析一般有耗双各向异性介质体与金属混合目标的

广义体面积分方程，提出了体面等效偶极矩法、自适应修正

特征基函数法等加速算法，结合广义体面积分方程法能有

效减轻计算机资源受限的问题，将自适应修正特征基函数

法与基于模型参数估计技术结合，构造了一种快速分析目

标宽带特性的算法，仿真分析了多种导体介质复合体(包括

隐身结构环模型、微带天线等)形状、材料等参数对电磁散射

特性的影响。

[项目编号]  2008ZA51003 [项目负责人] 刘沛清 [依托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超临界翼型高效、高速层流控制技术实验研究

完成情况简介： 利用数值计算和风洞试验手段，提出一

种机翼吸吹气联合减阻控制技术新概念，即通过翼型前缘吸

气，延迟边界层转捩发生，扩大层流流动区域，缩小湍流流动

区域，翼型后缘微吹气可改变表面粗糙度和壁面附近的速度

分布，从而减小湍流摩擦阻力。在此基础上，设计完成了一种

高效高速层流控制激励器，并得到实验的支持。结果表明：吹

吸气对二维翼型有一定的减阻效果，通过数值模拟揭示了吹

吸气控制的机理，并对吹吸气参数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项目编号]  2008ZA51002 [项目负责人] 李惠峰 [依托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预测－校正法的高超声速飞行器上升段制导控制一体化研究

完成情况简介： 以高超声速飞行器为对象，从飞行器模

型出发，分别对winged-cone外形和乘波体进行了分析，除进

行公式拟合外，还进行了气动和推进建模，并通过一系列拟

合方法得到适用于制导控制研究的乘波体模型。为了解决高

超声速飞行器强非线性、强耦合、强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控制

难题，对多种非线性控制方法进行了研究，包括遗传算法、滑

模控制方法、反馈线性化等，提出了几种控制方法相结合的

解决方案。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大气层内上升段飞行特性，

基于最优控制理论，进行了上升段开环和闭环制导研究。本

项目的研究对与高超声速飞行器制导控制设计提供了可行

方案。

[项目编号]  2008ZA43001 [项目负责人] 周　洪 [依托单位] 中航工业精密所

关于组合式高空精确空投系统原理的研究

完成情况简介：借鉴历年来国内外空投系统的研究成

果，对该类飞行器开展进一步研究，并试制出新概念高空精

确空投系统的原理样机。利用现有的可行条件，对样机进行

低空投放，重点模拟飞行器精确降落过程，对中高空以上的

自由落体阶段不作研究。目标是要实现原理样机的自主飞

行，安全精确降落，并为今后试制重型高空精确空投系统做

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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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材料关键技术，推动先进钛合金材料及应用技术跨越式发展。

　　该实验室是我国唯一专业面向航空的钛合金重点实验室，已研发的多种钛合

金材料及技术已在我国各种型号航空发动机及飞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已推

广应用于卫星等航天工业领域，产生了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为

进一步研究开发先进钛合金材料和技术及其提高应用研究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该实验室拥有了一批包括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级专家在内的钛合金材料和应用

技术研究人才队伍。

　　实验室现有厂房面积1500m 2,设备总资产2000万元。主要研究方向有飞行

器用钛合金材料及应用技术、发动机用钛合金材料及应用技术、特种/功能钛合

金及特种工艺，覆盖了航空钛合金材料和应用技术领域。

　　重点实验室将致力于推动航空钛合金探索性、创新性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

技术研究；以促进应用技术和工程化应用研究为发展目标，不断培养航空钛合金

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为航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实现我国航空用钛

合金跨越式发展，并将研究成果推向航天、船舶等其他钛合金应用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