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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飞行器间隙非线性机翼颤振的非线性能量阱抑制

钮耀斌!，王中伟，黄　伟
（国防科技大学 空天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针对间隙非线性机翼颤振系统的亚临界问题，引入了非线性能量阱（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ＮＥＳ）
技术来提高系统发生极限环振荡的临界速度。建立了具有 ＮＥＳ控制的间隙非线性机翼颤振系统动力学模
型，并分析了质量比、频率比、阻尼比、相对位置等ＮＥＳ参数对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效果，以及 ＮＥＳ参
数对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阻尼比越大，可以在越小的自振频率比情况下使

系统进入稳定区，但需要更苛刻的ＮＥＳ位置要求，即越靠近机翼前缘；而阻尼比越小，则使颤振系统极限环振
荡响应进入稳定区所需的ＮＥＳ质量越小。在ＮＥＳ位置靠近机翼前缘时，增大自振频率比会使极限环振荡抑
制效果有明显的提升，而增大质量比可以显著提高极限环振荡的抑制效果和临界速度。此外，ＮＥＳ的阻尼比
越小，其颤振系统的极限环振荡抑制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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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翼颤振是飞行器设计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直接关系到飞行器的飞行安全性。间隙配合常存

在于空气舵与舵机等活动部件的连接结构中，会

使连接支撑存在一段零刚度区域，导致机翼的支

撑刚度呈现间隙非线性，改变机翼颤振的发生

条件［１－３］。

机翼的间隙非线性颤振问题最早是在１９８０
年由Ｌａｕｒｅｎｓｏｎ等［４］展开研究，其分析了亚音速

情况下导弹控制面的间隙非线性颤振特性。随

后，研究者们逐步开始重视间隙非线性颤振问题，

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５－１０］。Ｔａｎｇ等［１１－１２］针对

间隙非线性机翼颤振系统，研究了其极限环振荡

（ｌｉｍｉｔｃｙｃｌ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ＬＣＯ）特性。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
等［１３－１４］针对三自由度机翼的间隙非线性颤振问

题展开研究，分析了间隙大小对非线性极限环的

影响。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极限环振荡

的临界速度与颤振临界速度的定量关系。

２００５年，Ｍａｒｓｄｅｎ等［１５］对间隙非线性机翼的颤振

响应进行研究，发现飞行速度大于线性颤振速度

的 ８０％ 时，极限环振荡幅值会迅速增大。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６卷

２０１６年，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等［１６］研究发现，具有间隙非

线性的操纵面出现非线性极限环的临界速度为颤

振临界速度的０９倍；Ａｓｊｅｓ等［１７］对间隙非线性

的二维机翼颤振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出现极限环

振荡的临界速度仅为线性颤振速度的 ０６９倍。
２０１９年，Ｃｈｅｎ等［１８］研究发现非线性极限环颤振

速度为线性颤振速度的０８２倍。可以看出，具有
间隙非线性刚度的机翼颤振系统会呈现亚临界状

态，即在小于颤振临界速度的情况下就会发生极

限环振荡的不稳定现象，降低颤振系统的稳定性，

从而影响飞行器的安全性。因此，如何减小间隙

非线性对颤振系统的影响，提升间隙非线性颤振

系统的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成为事关飞行器安全

的重要问题。

非线性能量阱（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ＮＥＳ）技
术是采用一类具有强非线性刚度的特殊吸振器，

将振动能从主动结构单向传递给耗能元件，从而

降低或抑制振动［１９－２３］。采用 ＮＥＳ的振动控制技
术，相比于传统的振动被动控制技术，其减振频带

宽、鲁棒性好，现已广泛应用于各个工程领

域［２４－２８］，并开始逐渐应用到飞行器机翼颤振抑制

中。２００７年，ＬＥＥ等［２９］首先采用 ＮＥＳ对范德堡
尔自激振荡进行抑制研究，发现对自激振荡系统

失稳的抑制具有可行性；接着又将 ＮＥＳ引入机翼
的颤振系统，采用立方非线性弹簧将 ＮＥＳ耦合到
机翼的沉浮自由度上，对气动弹性系统的非线性

振荡进行抑制，发现ＮＥＳ对极限环振荡有一定的
削弱作用，机翼颤振临界速度也有一定的提

高［３０］。在这之后，ＮＥＳ被逐步应用于各类壁板及
机翼的颤振抑制研究中。Ｐａｃｈｅｃｏ［３１］和 Ｚｈｏｕ［３２］

等将ＮＥＳ技术用于壁板的非线性颤振抑制。Ｔｉａｎ
等［３３］针对高超声速气流中悬臂梯形板结构，采用

ＮＥＳ对其非线性颤振的抑制进行了研究。Ｚｈｏｕ
等［３４］针对ＮＥＳ对超声速流中复合材料层板颤振
的抑制效果展开了研究。张文帆等［３５］采用 ＮＥＳ
研究了二维机翼的颤振不稳定性的抑制。陈

恒［３６］和Ｇｕｏ［３７］等研究了ＮＥＳ对带控制面三元机
翼的颤振抑制。

本文将ＮＥＳ技术应用于高速飞行器间隙非
线性机翼的颤振抑制中，开展 ＮＥＳ对非线性颤振
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研究，旨在提高其非线性

极限环振荡的临界速度，减小间隙非线性对颤振

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首先，建立具有 ＮＥＳ的
机翼间隙非线性颤振系统动力学模型，考虑沉浮

和俯仰方向刚度均具有间隙非线性特性。其次，

分析ＮＥＳ对极限环振荡幅值的抑制效果，研究

ＮＥＳ参数对特定飞行速度时颤振系统的极限环
振荡抑制影响规律。最后，研究 ＮＥＳ参数对颤振
系统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的抑制效果及影响

规律。

１　模型与动力学方程

１．１　简化模型

选取单位展长的二元机翼，其力学模型如

图１所示。２个自由度分别为：沉浮方向自由度
ｈ，向下为正；俯仰自由度 α，机翼前缘抬头为正。
ｂ为半弦长，弹性轴到重心的距离为 ｘａｂ，弹性轴
到机翼中点的距离为ａｂ，自由来流速度为Ｕ∞。

图１　采用ＮＥＳ控制的二元机翼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２Ｄｗ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ＮＥＳ

采用ＮＥＳ对机翼颤振系统进行非线性颤振
抑制，ＮＥＳ与机翼弹性轴距离为 ｄｂ（其中 ｄ为
ＮＥＳ与机翼弹性轴的相对距离），运动自由度为
β，向下为正。

１．２　动力学方程

由拉格朗日方程得到带有立方非线性刚度

ＮＥＳ的二元机翼的颤振动力学方程为：

ｍｈ̈＋Ｓαα̈＋ｃｈｈ
·
＋ＫｈＦ（ｈ）＋ｃｓ（ｈ

·
＋ｂｄα－β

·
）＋

ｋｓ（ｈ＋ｂｄα－β）
３＝－Ｌ

Ｓαｈ̈＋Ｉαα̈＋ｃαα＋ＫαＧ（α）＋ｂｄｃｓ（ｈ
·
＋ｂｄα－β

·
）＋

ｂｄｋｓ（ｈ＋ｂｄα－β）
３＝Ｍ

ｍｓβ̈＋ｃｓ（β
·
－ｈ
·
－ｂｄα）＋ｋｓ（β－ｈ－ｂｄα）

３















＝０

（１）
其中：ｍ为单位展长机翼的质量；Ｓα＝ｍｘａｂ为机
翼对弹性轴的质量静矩；Ｉα＝ｍ（ｒａｂ）

２为机翼对

弹性轴的质量惯矩，ｒａ为机翼对弹性轴的无量
纲回转半径；ｃｈ、ｃα为结构的阻尼系数；Ｋｈ、Ｋα为
结构刚度系数；ｍｓ、ｃｓ、ｋｓ分别为 ＮＥＳ的质量、阻
尼系数和刚度系数；Ｆ（ｈ）和 Ｇ（α）分别为沉浮
和俯仰两个自由度的间隙非线性函数，可表

示为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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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ｈ）＝

ｈ－ｈｆ ｈ＜ｈｆ
０ ｈｆ≤ｈ≤ｈｆ＋δ１
ｈ－ｈｆ－δ１ ｈ＞ｈｆ＋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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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Ｇ（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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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αｆ≤α≤αｆ＋δ２
α－αｆ－δ２ α＞αｆ＋δ

{
２

（３）

其中，ｈｆ、αｆ分别为沉浮、俯仰两个方向间隙的起
始点，δ１、δ２分别为两个方向间隙的大小。

Ｌ、Ｍ为作用在机翼上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矩，
可以采用活塞理论进行计算：

Ｌ＝
－４ρＵ∞ｂ（ｈ

·
－ａｂα＋Ｕ∞α）
Ｍａ

Ｍ＝
４ρＵ∞ｂ

２

Ｍａ
１
３ｂ＋ａ

２( )ｂα－ａｈ·－ａＵ∞[ ]{ α

（４）
其中，ρ为来流空气密度，Ｍａ为马赫数。

令 ξ＝ｈ／ｂ，τ＝Ｕ∞ｔ／ｂ，ωｈ＝ Ｋｈ槡 ／ｍ，ωα＝

Ｋα／Ｉ槡 α，珚ω＝ωｈ／ωα，μ＝ｍ／（４ρ∞ｂ
２），Ｖ＝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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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ωｓ＝ ｋｓ／ｍ槡 ｓ，ξｓ＝β／ｂ，ζｓ＝ｃｓ／ ｍｓｋ槡 ｓ，ωｐ＝ωｓ／
ωα，则机翼的无量纲动力学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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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其中，ωｐ、μｓ、ζｓ分别为 ＮＥＳ的自振频率比、质量
比和阻尼比。

２　数值仿真与结果分析

２．１　颤振响应分析

采用 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方法对间隙非线性机翼的
颤振动力学响应进行分析，其中 μ＝５００００，ｘａ＝
０２５，ｒａ＝０５，ａ＝－０２，ζｈ＝０１，ζα＝０１，Ｍａ＝
５０，珚ω＝０５，ζｓ＝０１，ωｐ＝５０，μｓ＝００５，ｄ＝
－０７，仿真结果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以看出，机翼非线性颤振系统在无

量纲飞行速度为１３０时已经处于持续振荡的极限

环状态，沉浮方向振动的无量纲幅值为００２５７，
俯仰方向振动幅值为００９８８。在采用 ＮＥＳ进行
振动抑制后，颤振系统的振动响应迅速收敛并趋

于稳定，沉浮方向振动幅值为９０３７４×１０－５，俯
仰方向振动幅值为３６８４７×１０－４，说明特定参数
下ＮＥＳ对颤振极限环振荡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ａ）沉浮方向
（ａ）Ｐｌｕｎｇ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ｂ）俯仰方向
（ｂ）Ｐｉｔ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２　速度为１３０时颤振系统响应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ｌｕｔ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ｓｐｅｅｄ１３０

２．２　ＮＥＳ参数对极限环振荡抑制的影响

ＮＥＳ参数的选取会对颤振极限环振荡的抑制
有一定影响，本小节分析飞行速度为１３０的情况
下，ＮＥＳ自振频率比ωｐ、质量比μｓ、与弹性轴之间
相对距离ｄ等参数对极限环振荡抑制效果的影响。

分析了不同阻尼比和自振频率比情况下ＮＥＳ
对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效果，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以看出，ＮＥＳ对极限环振荡的抑制效果
可以分为４个区，其中Ⅰ区和Ⅲ区为部分稳定区、
Ⅱ区为振荡区、Ⅳ区为稳定区。在稳定区，极限环
振荡被完全抑制，颤振系统为稳定状态。在振荡

区，ＮＥＳ对极限环振荡没有产生抑制效果，颤振
系统在速度为１３０时依然为极限环振荡。在部分
稳定区，ＮＥＳ对极限环振荡的抑制在部分参数下
有作用，系统稳定，而在部分参数下没有作用，系

统仍为极限环振荡。

在相同的阻尼比情况下，随着自振频率的增

大，颤振系统分别经历部分稳定区Ⅰ、振荡区Ⅱ、
部分稳定区Ⅲ，当自振频率比达到一定值时，极限
环振荡被完全抑制，系统进入稳定区 ＩＶ。当阻尼
比在００２和００４时，自振频率大于４５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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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稳定，ＮＥＳ起到颤振极限环振荡的抑制作
用；当阻尼比为 ００６～０１时，自振频率比大于
３９即可以起到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作
用；当阻尼比为 １２～１６时，自振频率比大于
３７即可以起到极限环振荡的抑制作用；而当阻
尼比为０２时，自振频率比在大于３３时可以起
到极限环振荡的抑制作用。因此，阻尼比越大，可

以在越小的自振频率比情况下使系统进入稳

定区。

图３　不同阻尼比和自振频率比时的极限环振荡抑制情况
Ｆｉｇ．３　ＬＣ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ｍｐ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ｓ

图４给出了不同阻尼比和质量比情况下ＮＥＳ
对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效果。由图４可以
看出，当质量比较小时，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处于

图４　不同阻尼比和质量比时的极限环振荡抑制情况
Ｆｉｇ．４　ＬＣ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ｓ

部分稳定区Ⅰ；而随着质量比的增大，系统逐渐过
渡到稳定区Ⅱ，极限环振荡得到有效的抑制。同
时，在不同阻尼比下，使系统进入稳定区Ⅱ所需要
的ＮＥＳ质量有所不同。当阻尼比在００２时，质
量比大于００２即可使系统极限环得到有效控制；
当阻尼比为００４和００６时，质量比大于００９后

系统可以稳定；而当阻尼比为０１８和０２时，需
要质量比大于０１３才能使系统进入稳定区。可
以看出，阻尼比越小，使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进入

稳定区所需的ＮＥＳ质量越小，系统极限环振荡越
容易被有效抑制。

分析了ＮＥＳ位置和阻尼比对颤振系统极限
环振荡的抑制效果，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以看
出，在ＮＥＳ位置比较靠近机翼前缘时，颤振系统
处于极限环稳定区Ⅰ，即此时 ＮＥＳ具有比较好的
抑制效果。当ＮＥＳ的位置逐渐往翼后缘处移动，
即相对位置ｄ逐渐增大时，颤振系统逐渐由稳定
区过渡至部分稳定区Ⅱ、振荡区Ⅲ和部分稳定区
Ⅳ。因此，ＮＥＳ位置越靠近机翼前缘越容易使系
统稳定。同时，不同阻尼比情况下，ＮＥＳ位置对
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作用不同：当阻尼比小于

００６时，相对位置ｄ小于－００１即可以使系统稳
定；而当阻尼比在０１～０１６时，相对位置ｄ小于
－００５才能使系统稳定。说明阻尼比越大，对于
ＮＥＳ的位置要求更苛刻，越需要其位置靠近机翼
前缘。

图５　不同阻尼比和相对位置时的极限环振荡抑制情况
Ｆｉｇ．５　ＬＣ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ｍｐ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２．３　ＮＥＳ参数对极限环振荡临界点的影响

本小节研究不同飞行速度情况下，ＮＥＳ对颤
振系统极限环振荡的抑制效果，分析 ＮＥＳ对颤振
系统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的抑制作用。

图６为颤振系统俯仰方向振动幅值随飞行无
量纲速度的变化情况。由图６可以看出，在无量
纲速度小于１３０时，无控颤振系统的振动响应均
接近于零，当速度达到１３０时，系统的振动响应幅
值突升至００９９，系统开始出现不稳定振荡，随着
速度的继续增加，系统振动响应幅值逐渐增大，因

此颤振系统的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为１３０。当采
用了 ＮＥＳ（ωｐ＝５０，ｄ＝－０９，μｓ＝００５，ζ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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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对颤振系统进行控制后，系统在无量纲速度
达到１３８时才产生极限环振荡，振幅为０１１，因
此此时极限环振荡的临界速度为１３８，相比于原
系统提高了约６２％。

图６　颤振系统振荡幅值随速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

ｆｌｕｔ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７　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ＮＥＳ自振频率比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ＬＣＯ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ＥＳ

分析了颤振系统的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

ＮＥＳ自振频率比的变化情况，如图 ７所示。由
图７可以看出，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着 ＮＥＳ自
振频率比会有一定的变化，且随其位置变化规律

有所不同。当ＮＥＳ位于机翼前缘时（ｄ＝－１１），
其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着自振频率逐渐增大：

当ＮＥＳ自振频率比由５０增大至８０，其极限环
振荡临界速度由１６１０增大到１７８６，相对于无
控系统其临界速度提升幅度逐渐提高，由提升

２３８％增大至提升３７４％，极限环振荡抑制效果
明显增强。当 ｄ＝－０９时，随着自振频率比由
５０增大至８０，其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由１４１６
增大到１５１８，临界速度由提升８９％增大至提升
１６８％。而当 ＮＥＳ位于 ｄ＝－０７和 ｄ＝－０５

时，颤振临近速度随着自振频率比的变化并不大。

因此，在ＮＥＳ位置靠近机翼前缘（ｄ＝－１１）时，
增大自振频率会使颤振抑制效果有明显的提升，

而在ＮＥＳ位置离机翼前缘较远时，改变自振频率
比并不能有效提升其抑制效果。

图８给出了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 ＮＥＳ质
量比的变化趋势。由图８可以看出，随着质量比
的增加，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之增大，ＮＥＳ的
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质量比由００３逐渐增大至
０２时，在相对位置 ｄ＝－０５时，极限环振荡临
界速度由１２８８增大至１４８０，临界速度提高了
１９２；在相对位置ｄ＝－０７时，极限环振荡临界
速度由１３０提升至１７３２，提升了３３２％；而当相
对位置ｄ＝－０９时，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由
１３２３提升至２０８２，相对于无控系统其临界速度
由提升 １８％增大至 ６０２％；当相对位置 ｄ＝
－１１时，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由 １３３３提升至
２２４２，相对于无控系统其临界速度由提升２５％
增大至提升７２５％。因此，质量比的增大，可以
明显提高颤振抑制的效果，提升颤振系统极限环

振荡的临界速度。

图８　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ＮＥＳ质量比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ＬＣＯｗｉｔｈ

ＮＥＳ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分析了不同阻尼比情况下颤振系统极限环振

荡临界速度的变化情况，如图９所示。由图９可
以看出，随着阻尼比的增大，非线性颤振临界速度

逐渐减小。阻尼比由００６增大至０２时，当相对
位置ｄ＝－０５时，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由１３７６
下降至１３２１，具有 ＮＥＳ控制的颤振临界速度提
升比例由５８％下降至１６％；当ｄ＝－０７时，临
界速度由１４４２下降至１３４３，临界速度提升比
例由１０９％下降至３３％；当相对位置 ｄ＝－０９
时，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由１６０２下降至１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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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比例由 ２３２％下降至 ９２％；当相对位置
ｄ＝－１１时，临界速度由１９８７下降至１６０５，
提升比例由 ５２８％下降至 ２３５％。因此，ＮＥＳ
的阻尼比越小，其颤振系统的极限环振荡抑制

效果越好。

图９　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随ＮＥＳ阻尼比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ＬＣＯｗｉｔｈ

ＮＥＳｄａｍｐ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３　结论

本文将非线性能量阱技术应用于间隙非线性

机翼颤振系统的极限环振荡抑制中，研究了 ＮＥＳ
参数对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的提升效果及影响规

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特定参数情况下，ＮＥＳ对极限环振荡
有很好的抑制效果，可以将原本产生极限环振

荡的不稳定系统变为稳定，使其振动响应迅速

收敛。

２）在不同的ＮＥＳ参数情况下，颤振系统的振
动响应会呈现稳定区、部分稳定区和振荡区三种

情况。阻尼比越大，可以在越小的自振频率比情

况下使系统进入稳定区，但对于 ＮＥＳ的位置要求
更苛刻，越需要其位置靠近机翼前缘。而阻尼比

越小，使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进入稳定区所需的

ＮＥＳ质量越小。
３）ＮＥＳ参数对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有较大

影响。在ＮＥＳ位置靠近机翼前缘时，增大自振频
率可以使颤振系统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有明显提

升。而增大ＮＥＳ质量比以及减小阻尼比，均可以
提高极限环振荡临界速度，提高颤振系统稳定

裕度。

非线性能量阱技术在间隙非线性机翼颤振抑

制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为机翼的结构设计以及

颤振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超音速飞行器、高超

声速飞行器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后续研

究可瞄准非线性能量阱在高速机翼颤振抑制时的

具体形式和具体结构，开展一定的试验验证，为其

最终应用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ＭＡ，ＤＯＷＥＬＬＥＨ．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ｄｕｅｔｏ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ａｎｄｆｌｉｇｈｔｌｏａｄｓ［Ｊ］．
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１，５９（７）：２７９３－２７９９．

［２］　 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Ｍ Ａ，ＤＯＷＥＬＬＥ Ｈ．Ｇｕ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ｕｓ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ｉｎｐｕ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５８（７）：
２８９９－２９０８．

［３］　 ＨＥＨＮ，ＴＡＮＧＨ，ＹＵＫＰ，ｅｔ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ｌｄｉｎｇｆｉｎｗｉｔｈ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２０，
３３（９）：２３５７－２３７１．

［４］　 ＬＡＵＲＥＮＳＯＮＲＭ，ＴＲＮＲＭ．Ｆｌｕｔ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ｓｓｉ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ｉｅｓ［Ｊ］．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０，１８（１０）：１２４５－１２５１．

［５］　 ＴＡＮＧＤＭ，ＤＯＷＥＬＬＥ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ａ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
ｂｌａｄｅ［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３，３１（６）：１１３３－１１４２．

［６］　 ＫＯＵＳＥＮＫＡ，ＢＥＮＤＩＫＳＥＮＯＯ．Ｌｉｍｉｔｃｙｃｌ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ｃ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１９９４，３１（６）：１２５７－１２６３．

［７］　 ＬＥＥＩ，ＫＩＭＳＨ．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１９９５，３２（４）：８６８－８７４．

［８］　 ＡＬＩＧＨＡＮＢＡＲＩＨ，ＰＲＩＣＥＳＪ．ＴｈｅｐｏｓｔＨｏｐｆ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ａ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ｉｎ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ｗ［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１９９６，１０：３８１－４００．

［９］　 ＫＩＭＳＨ，ＬＥＥＩ．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ｗｉｔｈ
ａ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１９３（４）：８２３－８４６．

［１０］　ＬＥＥＢＨＫ，ＰＲＩＣＥＳＪ，ＷＯＮＧＹ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ｏ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９，３５（３）：２０５－３３４．

［１１］　ＴＡＮＧ Ｄ Ｍ， ＤＯＷＥＬＬ Ｅ Ｈ． Ｆｌｕｔｔｅｒ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ｃｙｃｌ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ｗｉｎｇｓｔｏｒ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２００６，４３（２）：４８７－５０３．

［１２］　ＴＡＮＧＤＭ，ＤＯＷＥＬＬＥＨ．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ｐａｒｔ１：ｔｈｅｏｒｙ［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４９（１１）：
２５３２－２５４２．

［１３］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Ｒ，ＡＢＤＥＬＫＥＦＩＡ，ＨＡＪＪＭ Ｒ，ｅｔ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 ｆｒｅｅｐｌａ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１９（５）：１６１１－１６２５．

［１４］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Ｒ，ＡＢＤＥＬＫＥＦＩＡ，ＭＡＲＱＵＥＳＦＤ，ｅｔ
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ｆｒｅｅｐｌａ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２，３１：
７９－９１．

［１５］　ＭＡＲＳＤＥＮＣＣ，ＰＲＩＣＥＳＪ．Ｔｈｅ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ａ
ｗ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ｅｐｌａ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５，２１（３）：２５７－２７６．

［１６］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ＲＭ，ＡＢＤＥＬＫＥＦＩＡ，ＨＡＪＪＭＲ，ｅｔａｌ．
Ａｉｒｆｏｉ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２２（６）：１６３３－１６４４．

·４８·



　第２期 钮耀斌，等：高速飞行器间隙非线性机翼颤振的非线性能量阱抑制

［１７］　ＡＳＪＥＳＤ，ＤＩＷＡＤＫＡＲＡ，ＶＡＩＤＹＡＵ，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ｅｐｌａ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２０１６，５３（３）：
８６０－８６５．

［１８］　ＣＨＥＮＹＭ，ＣＨＥＮＤＨ，ＬＩＵＪＫ．Ｓｕ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ｍｉｔｃｙｃｌｅｉｎ
ａｉｒｆｏｉｌ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ｅｐｌａ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 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９， ５７（１０）：
４４８２－４４８９．

［１９］　ＤＩＮＧＨ，ＣＨＥＮＬＱ．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ｓ［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００：
３０６１－３１０７．

［２０］　ＷＡＮＧＪＪ，ＷＡＮＧＢ，ＷＩＥＲＳＣＨＥＭＮＥ，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ｃ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４９（９）：８６３－８８３．

［２１］　ＨＡＢＩＢＧ，ＲＯＭＥＯ 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ｍｏｄ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ｖｉａｈｉｇ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０３：３１８７－３２０８．

［２２］　ＡＬＳＨＵＤＥＩＦＡＴＭＡ，ＳＡＥＥＤＡ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ｎｅｒｇｙｐｌｏｔ
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ｕｐｌｅｄｂｉｓｔａｂｌ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ｗｉｔｈ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０５：２８７７－２８９８．

［２３］　ＴＳＩＡＴＡＳＧＣ，ＫＡＲＡＴＺＩＡＤＡ．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ｈｙｓｔｅｒｅｔｉｃ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ｉｎｋ ｉｎ ｓｈｏｃ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２６（２３／２４）：２２６１－２２７３．

［２４］　ＹＡＮＧＹ，ＬＩＹＹ，ＺＨＡＮＧ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
ｄｕａｌｒｏｔｏ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ｓｉｎ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３５（６）：２３０３－２３１２．

［２５］　ＳＨＡＯＪＷ，ＹＡＮＧＪＭ，ＷＵＸ，ｅｔ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ｎｏｉ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ｓｉｄ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ｃａ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Ｎｏｉｓ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１，４０（３）：１４５３－１４７２．

［２６］　ＭＯＳＬＥＭＩＡ，ＫＨＡＤＥＭ ＳＥ，ＫＨＡＺＡＥＥ Ｍ，ｅｔａｌ．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ｘｉａｌｌｙ
ｍｏｖｉｎｇｂｅａｍｗｉｔｈ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０４：１９５５－１９７２．

［２７］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Ａ，ＢＥＲＧＭＡＮＬＡ，ＶＡＫＡＫＩＳＡＦ．Ｖｏｒｔｅｘ
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ｉｎｅａｒｌｙｓｐｒｕ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ｉｎ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Ｊ］．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９９：５９３－６０９．

［２８］　ＪＩＮＹ，ＨＯＵＳ，ＹＡＮＧＴＺ．Ｃａｓｃａｄｅ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Ｊ］．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０３：１４２７－１４３８．

［２９］　ＬＥＥＹ Ｓ，ＶＡＫＡＫＩＳＡ Ｆ，ＢＥＲＧＭＡＮ Ｌ Ａ，ｅｔ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ｐａｒｔ１：ｔｈｅｏｒｙ［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７，４５（３）：６９３－７１１．

［３０］　ＬＥＥＹ Ｓ，ＫＥＲＳＣＨＥＮ Ｇ，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Ｄ Ｍ，ｅｔ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ｐａｒｔ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Ａ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４５（１０）：２３９１－２４００．

［３１］　ＰＡＣＨＥＣＯＤＲＱ，ＭＡＲＱＵＥＳＦＤ，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ＡＪＭ．
Ｐａｎｅｌｆｌｕｔｔｅ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ｓｉｎｋ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４．

［３２］　ＺＨＯＵＪ，ＸＵＭＬ，ＸＩＡＷ．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ｅｌ
ｆｌｕｔ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８８９６７４４．

［３３］　ＴＩＡＮＷ，ＬＩＹＭ，ＹＡＮＧ ＺＣ，ｅｔａｌ．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ｆｏｒａ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ｅｄ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ａｌ
ｐｌａｔｅｉｎ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ａｉｒｆｌｏｗ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０，１７２：１０５４１７．

［３４］　ＺＨＯＵＪ，ＸＵＭＬ，ＹＡＮＧＺＣ，ｅｔａｌ．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ａｎｅｌｓ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ａｉｒｆｌｏｗｓ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２１，３４（２）：３７６－３８５．

［３５］　张文帆，张家忠，曹盛力．ＮＥＳ对二维机翼气弹不稳定性
的抑制作用［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３２４９－３２６２．
ＺＨＡＮＧＷ Ｆ，ＺＨＡＮＧＪＺ，ＣＡＯＳＬ．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２Ｄ ｗｉｎｇｂ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ｓｉｎｋｓ［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
３７（１１）：３２４９－３２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陈恒，王扬渝，金江明．带控制截面机翼结构基于非线性
能量阱的颤振抑制［Ｊ］．动力学与控制学报，２０１７，
１５（５）：４５９－４６６．
ＣＨＥＮＨ，ＷＡＮＧＹＹ，ＪＩＮＪＭ．Ｆｌｕｔｔｅ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ａ
ｒｉｇｉｄａｉｒｆｏｉｌ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ｅｎｅｒｇｙ
ｓｉｎ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１５（５）：
４５９－４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ＧＵＯＨ Ｌ，ＣＡＯ ＳＱ，ＹＡＮＧ ＴＺ，ｅｔａｌ．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ｉｒｆｏｉｌ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ｓｉｎｇ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ｓｉｎｋ［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９４（２）：８５７－
８７２．　

（编辑：熊立桃，杨琴）

·５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