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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飞行器设计专业本科生编写的教材，也可作为航空飞行器设计单位、工厂和部队从事飞行力
学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飞行动力学是应用力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飞行器在大气层内运动规律的学科，是以空气动力学、刚
体力学、结构力学、控制理论和计算数学等作为主要理论基础，对飞行器动力学特性进行综合的学科
。
它是直接为飞行器设计和使用服务的。
由于涉及的研究对象不同，所研究的飞行动力学问题性质也不完全相同，因而有飞机飞行动力学、直
升机飞行动力学和导弹飞行动力学等研究学科。
这里考虑飞机和有翼导弹运动原理是基本相同的；目前航空技术的发展，飞机自动化飞行程度的提高
，面对称导弹机动能力的发展，使这类飞行器特点更趋接近，故合在一起编写，书名取为《航空飞行
器飞行动力学》。
当然对于两者相异的一些特点，则另立章节单独予以介绍。
根据教材编写宗旨，对于本科生教材，仍然本着“少而精”的原则，以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为主，结
合工程实践，突出重点。
同时，增加因采用新气动布局、先进的飞控技术给飞行器动力学特性带来新变化、新特点的内容，以
扩充知识面，适应航空事业发展需要。
其中有一小部分内容，是为实施因材施教，满足不同学生要求而编入的，可不作为必读内容。
全书分两大部分。
前5章为第一部分，着重分析在已知外力作用下飞行器质心的运动规律，即确定飞行器的性能和轨迹
特性。
这类问题常将飞行器作为一可操纵质点处理。
其中第1章介绍作用在飞行器上的外力特性和飞行操纵原理；建立飞行器质心运动数学模型。
第2章确定飞机的飞行性能，包括基本飞行性能、续航性能和起落性能等，并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
第3章研究飞机的非定常运动飞行性能，讨论飞机的机动性及其综合评价指标，介绍飞机的敏捷性及
其评价尺度。
第4章和第5章分别叙述方案飞行导弹和导引导弹的弹道特性，以及相应的弹道设计方法。
后7章为本书的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在外界扰动和操纵作用下飞行器的动力学特性，即飞行器保持和
改变飞行状态的能力，常称之为飞行器的稳定性和操纵性。
这类问题必须考虑飞行器绕质心的转动运动，需将飞行器作质点系——刚体或弹性体来处理。
其中第6章建立刚性飞行器运动数学模型，是研究后面章节内容的基础。
第7章和第8章分别介绍作用在飞行器上纵向、横侧向的外力矩，讨论飞行器定常飞行平衡特性、静稳
定性和静操纵性。
第9章和第10章则分别讨论飞机固有的纵、横向模态特性，飞控系统的功能和效果，纵、横向飞行品质
指标等。
第11章介绍飞机空间运动中各类非线性耦合因素，典型非线性运动机理、稳定判据及相应的飞控系统
。
第12章探讨导弹的动态特性，包括导弹的固有特性，倾斜、俯仰稳定回路特性，导弹控制回路特性和
命中准确度分析等。
全书由三位作者共同编写，第1～3章和6～8章由方振平执笔；第4，5，12章由陈万春执笔；第9～11章
由张曙光执笔。
最后统稿由方振平完成。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出现的不妥和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使本书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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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航空飞行器（飞机、有翼导弹）的飞行动力学特性，内容结合工程实际，反映现
代飞行动力学的一些新现象、新特点。
全书分两大部分。
前5章着重分析飞行器质心运动规律，确定飞机的基本飞行性能、机动性能、敏捷性和导弹的轨迹特
性。
后7章着重分析刚性飞行器的运动特性，讨论飞行器的平衡、静稳定性和静操纵性、动稳定性和动操
纵性；飞行器+自动器系统动力学特性；飞机飞行品质和导弹命中准确度分析等。

　　本书可作为飞行器设计专业大学本科生的教材，对于飞行器设计和使用部分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有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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