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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飞控系统的风洞虚拟飞行试验系统与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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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向开展具体的风洞虚拟飞行试验技术提供引导，针对应用于飞控系统评估的风洞虚拟飞行试
验系统及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基于传统意义上的飞控系统评估方法的不足，分析风洞虚拟飞行试验应用

于飞控系统评估的优势；按飞控系统常用的姿态控制回路及制导控制回路的组成形式，介绍风洞虚拟飞行试

验系统方案与工作原理，详细分析它与半实物仿真系统的差异；分析风洞虚拟飞行试验应用于飞控系统评估

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风洞虚拟飞行试验评估方法、飞行器模型设计技术、飞控系统改进技术及模型

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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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有许多方法用于评估飞控系统，包
括纯数学仿真、软件在回路仿真、硬件在回路仿真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ＬＳ，又称半实
物仿真）、人在回路仿真及飞行试验［１－２］。这几

种试验的真实性和技术复杂性各不相同，分处于

飞控系统研制的不同阶段。

纯数学仿真置信度较低，其飞行器气动、运动

与控制系统均采用仿真模型，用于飞控系统研发

早期，对飞行控制律与制导律进行初步评估。当

飞控系统软件开发出来后，可开展软件在回路仿

真，评估加入软件后的飞控系统性能。当飞控系

统硬件（如控制器、伺服机构或传感器）开发出来

后，可开展硬件在回路仿真，以评估加入硬件后的

飞控系统性能。人在回路仿真用于有人驾驶飞行

器，需要在仿真回路基础上附加飞行模拟器，以评

估驾驶员操纵效果，该仿真回路既可以是纯数学

仿真回路，也可以是软件或硬件在回路仿真回路。

飞行试验在飞控系统研发的最后阶段进行，是在

真实条件下考核飞控系统，飞控系统只有经过飞

行试验验证合格后才可投入使用。

表１给出了上述飞控系统评估方法的对比。
从表中可看出，ＨＩＬＳ在传统地面评估方法中逼真
度最高，但其飞行器的舵面负载／气动／运动各子
系统仍然必须建立仿真模型。飞行试验尽管最为

真实，但有明显不足，即风险高、成本高和周期长。

如２００９年，高超声速飞行器 ＨＴＶ－２首次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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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ｍｉｎ后失去联系，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给出
的原因是飞行迎角超出控制能力，造成坠毁［３］。

飞行试验一旦失败，飞行器无法回收，会造成巨大

损失，且需要返回修改设计，重新进行飞行试验，

必然大幅增加研制成本，拉长研制周期。

由于飞行试验风险高、成本高，因此希望不断

提高试飞前飞控系统的可靠性和技术成熟度。提

高飞控系统可靠性的有效途径是在地面上采用更

加逼真的试验手段评估飞控系统，试图暴露出更

多飞控系统设计中的问题。因此，为使地面试验

手段更加逼真，应试图减少 ＨＩＬＳ的建模环节，可
行的方式是直接将模型置于风洞的气流环境中，

令飞行器真实承载，代替 ＨＩＬＳ中的舵面负载／气
动／运动模型。而传统的动态风洞试验如模型有
约束试验、风洞单自由度试验及风洞自由飞试验

等［４］尚不能有效地模拟飞行器的姿态运动过程。

表１　传统飞控系统评估方法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ｆ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纯数学仿真 软件在回路仿真 ＨＩＬＳ 人在回路仿真 飞行试验

软件 模型 真实 真实 模型或真实 真实

硬件 模型 模型或真实 真实 模型或真实 真实

舵面负载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真实

气动力与力矩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真实

姿态运动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真实

质心运动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真实

　　针对飞行试验对更逼真地面试验的需求、
ＨＩＬＳ需要对飞行器舵面负载／气动／运动进行仿
真建模及传统动态风洞试验缺乏模拟真实姿态运

动过程的试验方式的问题，在 ＨＩＬＳ之后和飞行
试验之前，利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提出的风洞
虚拟飞行试验（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Ｂａｓｅ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Ｆｌ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ＷＴＢＶＦＴ）对飞控系统进行评估，以弥补
ＨＩＬＳ和飞行试验的差距。

图１　导弹风洞虚拟飞行试验原理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ｂａｓｅ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ｆｌｉｇｈｔｔｅｓｔｆｏｒ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ＷＴＢＶＦＴ的基本思想［５］为：一个完全尺度或

缩尺的大气飞行器模型（如导弹）置于风洞中，采

用最小约束的支撑机构将模型质心固定在风洞试

验段某一位置，确保模型的三轴自由转动，采用真

实或模拟的飞行控制系统实时控制模型运动。

图１给出的是某导弹风洞虚拟飞行试验原理图。
由于在风洞中无法实现平移运动，可结合计算机

仿真的飞行器平移运动实现真实飞行的六自由度

模拟。

目前，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均已

开展了ＷＴＢＶＦＴ技术的研究工作，相关部门已将
其用于辨识动导数［６－１１］、研究非线性气动／运动
耦合特性［１２－１４］、评估尾旋改出策略［１５－１６］及飞行

控制律［１７－１９］。美国阿诺德工程发展中心（Ａｒｎｏｌ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ＡＥＤＣ）及物理科
学公司正在积极探索用于评估导弹制导控制系统

的 ＷＴＢＶＦＴ技术，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在
０６Ｍａ下开展了闭环控制风洞虚拟飞行验证性试
验［２０－２２］，但仍有许多技术问题亟待解决，离应用

还有一段距离。另外，国内外 ＷＴＢＶＦＴ已发展到
跨声速（０９Ｍａ）［１４］，有待向超声速及高超声速发
展。从已有的成果可以预见到，ＷＴＢＶＦＴ在飞控
系统评估中的应用十分有利于飞控系统的研发，

将提高飞行器控制系统的技术成熟度与可靠

度，降低试飞风险与飞控系统返回修改设计次

数及相应的试飞次数，最终降低飞行试验成本

和缩短研制周期。

１　应用于飞控系统评估的ＷＴＢＶＦＴ系统
方案

１．１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方案
以某导弹为例，一个较为完整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

统可由风洞设施（包括内含传感器、自动驾驶仪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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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舵机的导弹模型及模型支撑装置等）、暗室（包

括目标模拟器、二轴目标转台、内含导引头的导弹

模型及三轴转台）、导弹质心运动与目标特性仿

真计算机及实时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等组成，如

图２所示。
其中，导弹模型置于专门的支撑装置上，通过

直接或间接响应舵面作动进行自由俯仰、自由滚

转、自由偏航或执行其他机动动作（如拉起等）。

所谓间接响应，是指在舵面偏转后，模型并不直接

进行姿态响应，而是通过天平实时测量气动力矩，

以预测出姿态响应，由支撑装置带动模型偏转，提

供等效的自由姿态运动，如图２中的自由偏航。
传感器可包括惯组、测力天平与舵偏角码器，分别

用于测量姿态响应、气动载荷及舵偏信号；自动驾

驶仪接收惯组信号与导引头信号生成舵偏指令，

发送给舵机；舵机进而控制舵面偏转，驱动模型姿

态运动。导弹质心运动与目标特性仿真计算机、

目标模拟器及转台分别用于仿真计算飞行器质心

运动轨迹与目标特性、对目标特性的物理模拟、对

导弹与目标运动的物理模拟，目标模拟器置于暗

室的导弹模型正前方。实时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用于实时采集（接收）、处理、发送、显示及记录试

验数据，如传感器信号、控制指令信号等，并实时

控制试验设备（如风洞设备、支撑装置、转台等）

及试验进程等，确保整个系统的实时运行。

利用上述系统组成，可分别构成姿态控制回

路及制导控制回路。基于姿态控制回路，可开展

姿态稳定性与控制试验，用于评估姿态控制系统

性能。当系统中附加了导弹质心运动与目标特性

的仿真时，可以模拟导弹的六自由度运动，从而可

开展制导与导航试验，用于评估制导系统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介绍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实际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的搭建应根
据应用需求，适当裁剪和增加系统组成。

图２　完整的导弹ＷＴＢＶＦＴ系统方案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ｉｓｓｉｌｅＷＴＢＶＦ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２　与ＨＩＬＳ系统的差异分析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和ＨＩＬＳ系统的外部制导部分
相同，主要区别体现在姿态控制回路，下面给出

ＨＩＬＳ系统的姿态控制回路，如图 ３所示。
对比图 ２及图 ３，可知它们的差异具体表

现为：

１）控制回路形式的差异。ＷＴＢＶＦＴ的姿态
控制系统回路形式和真实飞行时的基本一致，如

图４所示，而ＨＩＬＳ需要对一些环节进行数学模拟
与物理模拟，其形式如图５所示。因而，从形式上
看，ＨＩＬＳ不如ＷＴＢＶＦＴ真实。
２）信号传递的差异。ＷＴＢＶＦＴ的飞控系统

硬件可以按照真实飞行时的控制系统布局布置，

如图 ６所示，信号均为模拟信号，和真实情况基
本一致。而ＨＩＬＳ中，由于附加了仿真设备，为确
保整个仿真系统的实时运行，加入了许多接口。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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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半实物仿真系统姿态控制回路
Ｆｉｇ．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ｏｏｐｏｆＨＩＬＳｓｙｓｔｅｍ

图４　虚拟飞行试验姿态控制回路形式

Ｆｉｇ．４　ＦｏｒｍｏｆＷＴＢＶＦ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ｏｏｐ

图５　半实物仿真姿态控制回路形式

Ｆｉｇ．５　ＦｏｒｍｏｆＨＩＬ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ｏｏｐ

图６　虚拟飞行试验的飞控系统硬件布局

Ｆｉｇ．６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ＷＴＢＶＦＴ

理想情况下，要求这些接口无损失、零延迟，但实

际上是做不到的，因此必然会给飞控系统硬件之

间的信号传递引入一定误差。另外，实时仿真技

术也不可能做到真实硬件和仿真设备信号传递的

绝对同步。因此，ＨＩＬＳ的信号传递不及 ＷＴＢＶＦＴ
真实。

３）姿态响应差异。在ＷＴＢＶＦＴ中，飞行器真
实地响应舵面偏转，而 ＨＩＬＳ中，必须通过姿态动
力学方程模拟上述响应过程。ＨＩＬＳ的这种近似

等效的响应方式相比 ＷＴＢＶＦＴ有两点不足：一是
ＨＩＬＳ采用方程代替真实的飞行器物理过程，其响
应形式不如ＷＴＢＶＦＴ真实；二是实际的响应模型
是高阶非线性的，而一般仿真采用的姿态动力学

方程通常经过一定的降阶或线性化处理，其可以

近似描述真实的物理响应过程，但不能完全描述，

将导致姿态运动不及ＷＴＢＶＦＴ真实。
４）气动力差异。在上述响应过程中，

ＷＴＢＶＦＴ将飞行器直接置于风洞中，承受真实的
气动载荷，在真实的气动载荷作用下，飞行器发生

转动。而ＨＩＬＳ必须先通过风洞试验或计算流体
动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计算
获取气动数据库，根据该数据库获取到当前飞行

状态的气动力数值，再输入到姿态动力学方程，计

算得到新的姿态。实际的气动力是高阶非线性

的，而ＨＩＬＳ将非线性的气动力简化为线性叠加
的形式，并忽略了高阶项，因此不如 ＷＴＢＶＦＴ的
气动力真实，特别是在气动力非线性比较明显的

情形下，如大振幅运动、高超声速吸气式飞行、级

间分离等，这种差距会更大。另外，ＨＩＬＳ的每个
飞行状态的气动力需要根据数据库通过插值或拟

合方式得到，这种近似处理会进一步引入误差。

总的来说，ＨＩＬＳ对气动力的近似处理不及
ＷＴＢＶＦＴ中飞行器的真实承载真实。
５）传感器敏感环境差异。ＷＴＢＶＦＴ的传感

器置于飞行器内部，真实敏感飞行器姿态变化。

而ＨＩＬＳ必须通过一个三轴转台等效复现飞行器
姿态运动，传感器（如惯组）置于转台上来敏感姿

态运动。转台能否准确复现姿态运动，一方面取

决于仿真计算得到的姿态信息的准确性，另一方

面取决于转台控制系统的控制能力，纵然转台控

制系统可以达到很高精度，但并不能控制转台运

动和真实的飞行器运动完全一致，必然存有一定

误差。这样一来，ＨＩＬＳ的传感器敏感环境不如
ＷＴＢＶＦＴ的真实。
６）舵面承载差异。ＷＴＢＶＦＴ的飞行器舵面

直接暴露于气流中，真实承载气动载荷，而 ＨＩＬＳ
不能直接提供飞行器飞行时的气流条件，通常是

利用静态风洞试验获得铰链力矩，建立舵面负载

模型，由舵面负载模拟器给舵面加载。这种等效

加载的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舵面负载和前述

气动力的获取类似，和真实的非线性负载有一定

差异；二是在铰链力矩加载过程中，由于负载台机

械加载铰链力矩的延迟，与舵面偏转不能保持时

刻同步，或多或少会引入一些多余力误差［２３］。因

此，ＨＩＬＳ难以保证舵面承受着和 ＷＴＢＶＦＴ舵面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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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真实的气动载荷。

综上分析，飞控系统置于 ＷＴＢＶＦＴ环境中运
行将比ＨＩＬＳ环境更加真实，体现在飞控系统整
体回路及其各个环节。同时 ＨＩＬＳ需要对响应过
程进行数学模拟、对飞行器运动及舵面负载进行

物理模拟，系统较为复杂，而通过 ＷＴＢＶＦＴ，则可
以省去ＨＩＬＳ中许多仿真模拟的环节，避免了准
确模拟上述环节的困难。

２　应用于飞控系统评估的ＷＴＢＶＦＴ关键
技术分析

　　ＷＴＢＶＦＴ用于评估飞控系统可分为三大步进
行：①明确评估内容，即所要评估的飞控系统性能
指标，针对评估内容，研究其评估方法；②基于该
评估方法，确立用于评估飞控系统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
统总体方案，指导试验系统的建设；③在试验系统
建设完成后，基于评估方法，制定试验方案，以评

估飞控系统性能。因此，为实现该应用，需要解决

两大关键问题———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法的技术问题
和ＷＴＢＶＦＴ系统的技术问题，而ＷＴＢＶＦＴ系统的
技术问题主要包括飞行器模型设计、飞控系统改

进及模型支撑。

２．１　飞控系统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法

在明确了飞控系统性能指标后（如文献［２４］
列出的飞行品质指标那样），就需要回答如何用

ＷＴＢＶＦＴ对它们进行评估，即确定飞控系统性能
的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法。按照 ＷＴＢＶＦＴ评估飞控
系统性能的顺序，可将 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法分为：
ＷＴＢＶＦＴ方法、ＷＴＢＶＦＴ数据处理方法及飞控系
统性能评定方法。它们的内涵如下：

１）ＷＴＢＶＦＴ方法，即如何设计试验来获取性
能指标评价所需要的原始数据。试验方法应制订

出试验程序，即如何合理而充分地安排试验项目；

对单个项目，应采取怎样的试验操作步骤，从而有

效地收集到试验原始数据。就单个试验项目而

言，应说明如何激发运动模态、如何施加控制、如

何施加干扰等。运动模态的激发是指，通过一些

怎样的操作能有效复现评估指标对应的运动模

态，譬如纵向短周期运动模态、尾旋运动模态等。

２）ＷＴＢＶＦＴ数据处理方法，即在得到原始数
据后，采用怎样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得

到性能指标对应的数据类型。

３）飞控系统性能评定方法，即在得到性能指
标数据后，采用怎样的评价准则对测得指标进行

评价，给出性能等级。

２．２　飞行器模型设计技术

原型飞行器要想置于风洞中测试，必须做出

一定改动。尽管有些风洞尺寸足够大，可以容纳

全尺寸飞行器，如 ＣＡＲＤＣ高速所采用的导弹［１４］

及美国物理科学公司采用的空对空 ＢＯＡ导弹［２０］

都是原型弹，避免了缩尺的问题，但由于模型要与

支撑装置相连，改变了模型气动布局，因此需要对

模型进行改型设计。文献［１４］采用工程估算、
ＣＦＤ计算和风洞验证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对支撑
处的弹翼进行了改型设计。另外，飞行器质量分

布也会受到影响，需要确保改型后的飞行器模型

质量与转动惯量和原型相似。

当原型飞行器尺寸较大时，通常需要缩尺，如

布里斯托尔大学设计的 １／１６缩尺的 Ｈａｗｋ模
型［１２］。需要确保缩尺后的飞行器模型周围的流

场与运动和原型飞行器的相似，文献［２５］详细地
介绍了它们的相似准则。

另外，飞行器模型需要考虑如何安装一些嵌

入装置，如传感器（角传感器和天平等）、伺服机

构等。

总的来说，如何设计和制造能够满足质量和

惯性相似需求并能与模型嵌入装置和模型支撑装

置协调一致的动态缩尺模型是 ＷＴＢＶＦＴ的一大
关键问题。

２．３　飞控系统改进技术

ＷＴＢＶＦＴ不能完全模拟飞行试验环境，主要
差异表现为：风洞空间有限、飞行器模型的线位移

和速度变化受到限制［２５］。鉴于此，原型飞控系统

硬件不能直接置于风洞中，必须对飞控系统做一

些改进，力求确保 ＷＴＢＶＦＴ与飞行试验的一致
性。另外，根据飞控系统评估的特定需求，对飞控

系统的要求会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１）执行机构缩比技术。如果飞行器模型需
要缩尺，飞控系统伺服机构，如舵机，同样需要缩

尺，因此，需要研究缩尺后的舵机与原始舵机的相

似性，以确保飞控系统性能预测的可靠性。目前，

在公开文献中尚未见到这部分的研究。

２）测量技术。飞控系统传感器与真实的有
所不同。由于风洞中模型平移运动的限制，线加

速度传感器需要由一个气动力天平来代替，以测

量模型所受到的轴向力、法向力和侧向力，通过结

合飞行器的其他受力，如推力，以提供一个等效的

线性加速度。至于姿态信息的测量，不仅可以采

用飞行器固有的姿态传感器，如陀螺仪，还可以附

加一些新的角敏感器，如光学编码器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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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快速控制原型技术。不同的飞控系统评
估阶段，对控制器的要求有所不同。在飞行控制

律代码开发阶段，控制器产品开发出来之前，为测

试不同飞行控制思路（方法）的优劣，需要一个控

制律载体，该载体通常采用计算机形式，称为飞控

计算机。在确定了飞行控制律代码后，就可以开

发控制器产品，代替前面的飞控计算机，该阶段飞

控系统评估所采用的控制器为实际控制器硬件。

这里，把这两个评估阶段分别称为快速控制原型

ＷＴＢＶＦＴ及控制器在回路ＷＴＢＶＦＴ。
快速控制原型 ＷＴＢＶＦＴ采用了快速控制原

型（Ｒａ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ＲＣＰ）［２６］的思想，快
速控制原型方法非常适合于控制器产品开发出来

之前的控制系统评估，它可以快速地建立控制器

模型，对整个系统进行多次测试来验证控制方案

的可行性。采用这种方法构建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
有：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基于 ｄＳＰＡＣＥ的 ＷＴＢＶＦＴ
系统［１２］、ＣＡＲＤＣ低速所的基于 ＶｘＷｏｒｋｓ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２７］。控制器在回路风洞虚拟飞行

试验用于对实际控制器在回路的飞控系统进行评

估，特别是在试飞前需要对硬件综合的飞控系统

进行评估时，则要采用这种试验形式，如美国

ＡＥＤＣ及物理科学公司构建的ＷＴＢＶＦＴ系统采用
的就是原型弹的自动驾驶仪［２０－２２］。

４）飞控系统硬件的通用性要求。如果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要求适用于不同飞行器型号的评
估，飞控系统的组件应具有通用性。换言之，需要

专门设计和选型飞控计算机、传感器或舵机，以满

足不同型号飞行器的测试需求，确保姿态传感器

的量程足够大、覆盖多种飞行器的运动范围。

５）飞控系统运行的实时性要求。为保证飞
控系统各节点间数据传输的实时性，仿真设备的

使用应同其他实际硬件保持时间的同步。因此，

要求有实时系统来实时采集数据和控制仿真设

备，即图 ２中的实时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２．４　模型支撑技术

模型支撑技术是 ＷＴＢＶＦＴ中的核心技术。
在设计模型支撑装置时，需考虑如下因素：

１）模型自由运动对支撑装置的要求。模型
支撑装置应确保模型绕质心自由转动，包括自由

俯仰、自由滚转及自由偏航，甚至一些其他的机动

动作，如俯冲或摇摆等。这些自由运动可由带轴

承的腹部支架或吊架装置、带轴承的张线悬挂装

置，甚至潜在的绳牵引并联机构［２８］及磁悬浮装

置［２９－３０］等来保证。若在某个自由度上不适合安

装轴承等来保证模型在该自由度上直接响应控制

面，则可采用强迫运动的方式来提供一个等效的

自由运动，如图２中通过间接响应实现的等效自
由偏航运动。

２）支撑装置对模型的气动干扰要求。由于
支撑装置或多或少会对模型的气动布局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模型的气动特性，因此，一方面要求

支撑装置对模型的气动干扰应尽量少，以降低它

对性能评估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应寻求有效的

支撑气动干扰量化手段，以测量和了解气动干扰

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由于张线悬挂装置相对支架

装置有更低的气动干扰，许多研究单位，如美国

ＡＥＤＣ及物理科学公司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院均
采用张线悬挂作为模型的支撑形式。在支撑装置

的设计过程中，可采用结构优化手段不断对其优

化和改进，以降低气动干扰，如物理科学公司一开

始拟采用全轴承装置确保模型的三通道自由响

应，后来去掉偏航轴承，采用液压模块拉伸或放松

钢索来提供一个等效的自由偏航运动，以避免偏

航轴承模块对模型气动布局的干扰。目前，公开

文献中鲜有关于 ＷＴＢＶＦＴ中支撑气动干扰的量
化方法的研究。

３）轴承转动摩擦力矩对模型动力学特性影
响的要求。当采用轴承时，就需要在轴承设计过

程中考虑轴承的转动摩擦力矩对模型转动动力学

特性的影响程度。为降低轴承摩擦的影响，可以

增加飞行器转动动力学方程的气动刚度和阻尼

项，如模型尺寸或测试速度，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文

献［３１］。
４）轴承的承载、角运动范围要求。在设计轴

承时，应初步估计特定风速下气流对模型可能产

生的最大轴向力、法向力和侧向力，对轴承提出最

大承载要求，并根据飞行器转动程度，对轴承允许

的角运动范围提出要求。

５）支撑装置的强度、刚度要求。在气动载荷
作用下，支撑装置应有足够的强度及安全系数，确

保模型支撑足够稳固，从而使试验设备免遭破坏，

保证试验的安全。支撑装置的刚度与支撑的弹性

运动有关，刚度越大，支撑的弹性运动幅值越大，

而支撑的弹性运动又将影响模型的运动。因此，

为保证支撑弹性运动对模型运动的影响足够小，

就要确保支撑装置有足够大的刚度。

模型支撑装置的设计复杂，难度大，以上列出

的是一些主要的性能要求，详细的技术要求应在

评估内容与方法明确后给出。模型支撑装置在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近十
年来ＷＴＢＶＦＴ技术发展历程来看，ＷＴＢＶＦＴ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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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可以看作是一个支撑装置不断改进的过程。目

前，ＷＴＢＶＦＴ仍限于低速或亚跨声速，而模型支撑
技术是 ＷＴＢＶＦＴ往超声速甚至高超声速领域发
展的主要技术难题之一，该项技术的突破将极大

推动ＷＴＢＶＦＴ技术的发展。

３　结论

综合上述对ＷＴＢＶＦＴ优势、试验系统方案及
关键技术问题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ＷＴＢＶＦＴ在接近于实际的飞行环境下验
证飞行控制系统，能避免 ＨＩＬＳ对飞行器气动、姿
态运动及舵面负载仿真建模的不准确与建模困

难。相比ＨＩＬＳ，其对飞控系统的考核更加真实可
靠。通过ＷＴＢＶＦＴ诊断一体化的飞行系统故障，
将一些在空中飞行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地面上予以

解决，可以降低飞行试验风险、缩短研发周期，并

可通过减少试验次数和试验设备的耗费量来降低

试验经费。

２）以导弹为例，介绍了完整的 ＷＴＢＶＦＴ系统
方案，将该系统分为内回路（即姿态控制回路）及

外回路（即制导控制回路），并介绍了其工作原

理。比较了ＷＴＢＶＦＴ系统与ＨＩＬＳ系统在姿态控
制回路的差异，包括控制回路形式差异、信号传递

差异、姿态响应差异、气动力差异、传感器敏感环

境差异及舵面承载差异，进一步明确了 ＷＴＢＶＦＴ
相比ＨＩＬＳ的优势。
３）提炼并分析了用于评估飞控系统的

ＷＴＢＶＦＴ关键技术问题，包括 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
法、飞行器模型设计技术、飞控系统改进技术及模

型支撑技术。其中，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法是研究后
几种试验系统相关技术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而

模型支撑技术是试验系统技术中的核心问题。为

发展超声速及高超声速飞行器控制系统的

ＷＴＢＶＦＴ技术，迫切需要研究 ＷＴＢＶＦＴ评估方法
及模型的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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