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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编写《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一书的宗旨是进一步将航空与航天飞行器结构的设计技术融为一体
，更好地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的需求，并希望它能成为一部既可作为飞行器
设计学科教学的主要教材，又可作为航空和航天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以部件分析与设计为主线，尽可能将同一类部件的相关内容和知识组织在一
起，进一步归纳、总结，提炼各种飞行器的共同点，阐述它们在结构分析与设计原理、方法等方面的
共性，将各种飞行器结构设计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在前一部件中用
到并已介绍过的技术与知识，在后述部件中只对其特点作简要介绍。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近五年来已有许多新成果。
《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力求将最新的飞行器结构设计技术编写在相关章节中。
改版后的教材力求内容精练，重点突出。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叙述飞行器的分类、组成和设计的一般过程。
第2章介绍飞行器结构设计思想演变和发展，重点介绍飞行器结构设计的思想与技术。
第3章介绍飞行器的外载荷和设计情况。
第4章和第5章介绍飞行器机体结构的特点、结构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原理、准则与方法。
第6章介绍飞行器起落装置的形式及其结构特点，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
鉴于复合材料结构的特点，其结构形式和设计原理、方法与金属结构有很多不同之处，故于第7章中
专题进行介绍。
参加本次再版修订工作的有郦正能（第3、5章部分）、程小全（第7章，第4章部分），方卫国（第1
、2章，第4章部分）、贾玉红（第6章）、张玉珠（第3、5章部分）、张纪奎（第5章部分）。
郦正能任主编，程小全、方卫国任副主编。
《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以原版内容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的最新文献资料，在此，对原版书的
作者深表感谢。
《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的再版修订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
位的资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在再版修订过程中，我们力求阐述既系统准确，又通俗易懂。
但由于《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内容涉及面广，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对《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存在的不足之处，至诚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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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空航天飞行器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标志和综合国力的体现。
航空航天技术是20世纪以来发展最迅速的技术领域之一。
《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立足于迅速发展的环境，以飞行器结构的分析和设计为中心内容，首次
将航空飞行器与航天飞行器结构分析和设计融为一体，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
全书阐述各种飞行器的典型结构组成和特点，结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概念，设计原理、准则和方法。
总结分析了结构设计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方向，重点介绍飞机综合设计技术、新的结构设计方法和研制
模式。
同时设专门章节介绍先进复合材料典型结构，并较系统地介绍了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特点、原理和方法
；对航空飞行器和航天飞行器的特殊结构设计和特点也进行专门的介绍。
　　《飞行器结构学（第2版）》为高等院校航空和宇航工程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飞行器设计
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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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结构制造技术3977.2.1 复合材料结构制造工艺特点3977.2.2 复合材料制造工艺方法3987.2.3 复合材
料结构质量控制4027.3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选材与设计许用值确定4047.3.1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选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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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4047.3.2 原材料性能及其选择4047.3.3 飞行器复合材料结构设计选材分析4077.3.4 设计许用值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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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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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并行产品定义并行产品定义（CPD）是一种并行工程方法，它包括产品各部分的同时设计和
综合，以及对设计、制造和支持过程的协调。
这一方法使开发人员一开始就能考虑到产品全寿命周期里的所有环节，包括从项目规划到产品交付的
有关质量、成本、周期和用户要求等。
CPD的应用可以带来如下效益：在早期产品设计中，由于工程更改单的激剧减少，设计质量将会得到
提高；由于把产品设计和制造的顺序方式改变成并行方式，将减少产品开发时间；通过使多种功能和
学科集成到产品设计过程中，将降低制造成本；通过产品和设计过程的优化处理，可大大减少废品和
返工现象。
产品数据管理（PDM）系统为实现CFD提供了平台和支持框架。
PDM起源于CAD的文件管理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图纸管理、文件的审批和发放。
PDM将所有与产品相关的信息和过程集成在一起。
产品相关信息包括任何属于产品的数据，如CAD／CAPP／CAM文件、材料清单（BOM）、产品配置
、产品订单、电子表格、生产成本、供应商状态等等；产品相关过程包括加工工序、加工指南和有关
批准、使用权、安全、工作的标准和方法、工作流程、机构关系等所有过程处理的程序，包括产品生
命周期的所有文档。
PDM为产品开发创造一个虚拟的工作环境，使整个企业产品开发的全过程在统一的产品数字化模型上
进行工作。
国内的数字设计技术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品数字化定义、虚拟装配、产品数据管理、数字
化样机、设计与制造信息集成、并行工程等技术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计算机辅助三维设计／制造软件得到广泛应用，如CATIA。
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研制中的几个重点型号工程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项技
术，这项技术的应用在缩短研制周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2.3.4  多学科设计优化结构系统只是整个飞行器设计的一个子系统，虽然单独的结构优化可以提高结构
系统的设计质量，但在整个飞行器系统中不一定能产生理想的效果，甚至可能产生不利于其他子系统
的作用。
因而在结构设计时，必须考虑其参数对整个飞行器系统性能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对其他子系统设计参
数的影响，还应考虑总体设计中各物理现象的相互作用。
考虑多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能够更好地提高飞行器整体系统的性能，这就是多学科设计优化
（MDO）。
1.MDO基本思想传统的飞行器设计在实践中各个学科之间基本上是分离设计的。
例如，在气动设计时仅通过质量控制来考虑对结构的影响，在结构设计时气动外形是固定的，这两个
学科的设计领域被顺序执行。
然后再对气动和结构组合后的系统进行分析以确定它在某个范围内的性能，通过这种分析来得到为补
救问题所需要采取的设计修改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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