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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国家863高技术研究计划的航天航空高技术领域支持的一个阶段研究成果“典型外形高超声速流动
特性”这本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我国863高技术研究项目的一个重点就是跟踪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高技术的前沿，如何能有效地
跟踪少走弯路，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高技术，使我国的高技术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紧迫需求。
    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空气动力学是发展航空航天高技术的先行官，空气
动力学的理论在这百年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尽管这样，对于型号总（气动）设计师来讲还不能单纯地依靠理论计算结果，而必须依赖于大量地面
风洞的试验结果。
为了设计性能更高的航空航天器，对试验数据的种类、精度、准度和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试验数据
的差错将导致很多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
    这本书看似一本数据集，其实际意义远不至此。
这里讨论的典型外型是目前世界各国已经研制成功或正在考虑的各种可能外形中具有代表性的外形。
了解这些外形气动性能的优缺点、吸收别国的经验，是将来我们提出自己的气动外形的先决条件。
当然这里提供的只是数据和初步分析，这些数据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这些数据的获取和整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国内多座风洞，在很多空气动力学工作者参加下发扬团队精神完成的。
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已有调试工作的基础上，提供了尽可能可靠的数据。
书中还提供了风洞有关性能，所用传感器，测试系统特点和所用的数据处理方法，这些都作为进一步
分析的依据。
    在多年的工作中我们曾经把风洞分为生产性风洞与研究性风洞，当然其中没有很严格的界限。
一般讲来，生产性风洞所用的型号模型，要能反映型号的一定细节，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似参数的要求
。
所以一般说来生产性风洞的尺寸比研究性风洞尺寸要大，生产性风洞就是需要生产数据，直接为型号
所用。
由于型号尺寸愈来愈大，因而为了满足相似性要求，例如雷诺数的要求，建设的生产性风洞尺寸也越
来越大。
事实上一切研究工作要用到型号上也要经过生产性风洞的检验，所以生产性风洞的精确度实在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要把航空航天的技术发展好，这是一个非抓好不行的基础。
    这本“数据集”是广大空气动力工作者的集体贡献，但它反映了专题组的专家们从立题之初指导思
路明确、制定选题原则适当，按系统工程组织在全过程中实施，直到后期坚持完成分析与整理工作等
方面所表现的创新性工作是有价值的，因此得到863—702专家组的继续支持，使得这本书能够顺利出
版。
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促进提高风洞生产数据的水平，为数值模拟方法提供认证工具，并能更
多启发航空航天型号设计师的灵感，从而尽快结束跟踪阶段，为世界的新型航空航天飞行器，做出中
国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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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绪论　　第1章 概论　　李素循　　1.1 引言　　目前人类已经研制并成功飞行的天地往返
运输系统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次性使用的载人或载货宇宙飞船，另一种则是带翼具有可重复使
用能力的航天飞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成功地设计制造了“水星号”、“双子星”号、“阿波罗”号、苏联建造
的“东方I号”、“联盟”号等飞船类轨道器。
它们均具有大钝头轴对称体的特点，不带翼，依靠喷气反作用力控制飞行姿态。
气动外形比较简单，较多考虑防热特性要求，在气动特性方面保持低升阻比，因此机动能力较差。
以后美国率先研制的STS系列航天飞机和前苏联研制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具有类似的外形，采用了飞
机机身与双三角翼融合、带有立尾的类飞机外形，这类航天飞机的升阻比明显提高了，既要求气动外
形合理，又要考虑可重复使用的防热方案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欧洲各国及日本又相继提出新的气动布局，总体方案中包括动力配
置、阶段飞行、气动外形、起飞着陆等方面；根据发射与返回着陆方案不同，可分为垂直发射、多级
人轨、单级人轨、垂直起降、水平起降；气动外形可分为有主翼、无尾翼或无翼面等。
如法国的HERMES和日本的HOPE轨道器外形，则选择了无立尾机身与三角翼尖端侧仰组成的气动布
局。
以上各种努力主要为了满足降低成本的可重复使用空间飞行器设计要求，与此同时还发展了一些旨在
进行飞行试验的演示机。
90年代初公布的欧洲空天研究计划中曾考虑进行系统的典型的地面实验作为理论分析与数值计算的认
证依据。
　　因此在选定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之初，空气动力（热）的有关专题应先行启动。
这些专题包括与总体性能有关的地面实验与数值模拟和必要的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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