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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型飞机机动载荷谱的编制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中心 黄舜琪

一
、

前
、 ‘

目

为了编制 7 型飞机载荷谱和强度规范
,

先后在 个机场89 架飞机上得到  :6 个起落
、

9 :; 小时的, < = 三参数时间历程记录
,

加上

调查获得的实际使用资料
,

按飞
一
续一飞的编

谱方法
,

编制了该型飞机的机动载荷谱
。 >

序表
。

?

为 了取得必要的原始资料
,

我们曾多次

到有关单位调查
,

抄录了大量的原始记录
,

在综合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

征求有关部门的

意见
,

儿经修改
,

编制出 55 种典 型 任 务 剖

面
,

其 中包括基本训练任务 种
,

作战训练

厂
≅

二
、

仪 器

Α Α

气已褪巴翅

川肛肛吐
咖::<::,::8Β−

。

Χ:::伽

乏
 ‘
巴翻嚼

采用! ∀ # 记录器可以同时记录飞 机 在

飞行过程 中的高度 #
、

速度 ! 和重心处法 向

加速度
∃ , 。

该仪器安装在飞机重心附近
,

通

过 改装使得仪器在起飞时接通线 路 开 始 记

录
,

在飞机着地后断开停止记录
。

通过实验

室对仪器进行校准
,

作出校准曲线
,

即可判

读所记录的数据
。

三
、

典型任务剖面的确定

%目盆&酬翎 ∋
(

典型任务剖面

飞机的使用寿命取决于它是 如何 使 用

的
,

即取决于所执行 的任务类型和每一任务

类型的比例
,

以及各种任务类型 的 组 合 情

况
。

每一类型任务又包括各种典 型 任 务 剖

面
,

它们是一些任务段和性能参数组成的顺

待待机机

‘‘、 ,, ‘ 、(
,

) , (((

时 间《肠 ∗

特技训练任务的各参数值

∋+ , −年 + 月 . 日收 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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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种
。

在编制典型任务剖面时
,

按下述

原则把所有飞行科 目加以归并分类
Ε

Φ
Γ
Η

一

匕行速度
、

时间相近
,

/

飞行动作基
/

本相同
?

ΦΙΗ 把动作相近但较缓的科目归并到受

载较大的科目中
。

例如
,

编队飞行就往类似

单机飞行科 目上合并
。

8
/

任务段

任务段是构成典型任务剖面 的 基 本 单

位
, ’

臼们有相应的飞行参数
,

其中高度
、

速

度和时间参数是按实际记录确定的平均值
,

总 重是按燃油消耗情况估算的
,

同时考虑了

外挂情况
。

图 5 给出的就是特技训练任务剖面各任

务段的相应参数值
?
表 . 则以表的形式给出

特技 亚的各任务段参数值
。

四
、

数据处理

对每一飞行记录作可靠性判断之后
,

首

先划分任务段
, ,

以 。 ,

时间历程依次读出各任

务段的峰谷值和相应的高度
、

速度值和任务

段时间
。

然后按各典型任务剖面的任务段分

组
,

应用雨流计数法计算程序
,

完成数据计

算
,

按任务段给出结果
。

表 5 任务段 飞行参数
.

引ϑ
.40

典型任

剖面

飞行时间 占 5: : :飞 Η

行小时的比例

Φ呱 Η

任务段占任务的飞

行时间比例

Φ肠Η

任务段飞行时间 Κ 平 均 飞 行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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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载荷谱的编制

把计算得到的各典型任务剖面每一任务

段的各级过载平均频数 ≅门
、 ,

折算为 ∋ ; ; ; 飞

行小时的累积频数
,

即可得任务段谱
。

用公

式表示就是

Α , 、

是第 Β种典型任务剖面第 Χ任 务 段 的

累计飞行时间Δ
。

将 Ε 、 , Φ

与该任务段的使用 比例
0 , Φ

相乘

后相加
,

即得各典型任务音」面的任务谱

Ε “ 一 艺 Ε ‘ ,
、 Γ 。 , Φ

这里
,

Ε ‘、

是第花种典型任务剖面第

∋; ;; 飞行小时的累积频数
。

8 ∗

诬级过载

凡 矛一

针“;;; 7 ∗

式中
,

≅ Η , ‘ 、

Ε ‘ , ‘

分别为第 Β种典型任务 剖

面第Ι任务段第玄级过载的平均频数和 ∋; ; ;飞

行小时的累积频数
Η

进一步
,

把上述得到的 ∋ ∋种典型任务剖

面的任务谱Ε ‘ Φ

与每种任务的使用比例刀
‘

相

乘后相加
,

即得机动谱

Ε ‘一艺厂
’

“
·

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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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Μ ?
是第诬级过载的累积频数

。

六
、

结果分析

图 8 以曲线形式给出了7 型飞机的机动

载荷谱
,

为便于比较
,

还给出了Ν型和 Ο 型

飞机的机动载荷谱
。

从此图可 以看出
,

7 型

飞机的机动载荷谱介于 Ν型和 Ο型 飞机 机 动

载荷谱之间
,

这正好反映了7 型飞机的基本

性能和使用情况
?
另一方面

,

从与国外类似

重
,

而与Μ
一
工: 〔“〕接近

。

这说明7 型机的 机

动性能优于早期三角翼飞机和Μ
一 + ∀

,

使 川

情况也要复杂
。

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7 型 飞

机的使用趋势
。

此外
,

与按美国规范〔
9〕数据

,

用参考文

献以〕所述方法编制的谱比较起来 Φ见图 9 Η
,

后者要严重得多
,

所以在应用规范数据编制

新机的设计使用载荷谱时
,

必须考虑到这种

情况
,

参照现有飞机实际数据作出必要的修

正
。

厂
≅

一 七
、

结束语

5:: 。小时累积预数

图? 7 型 飞机与Ν型和 Ο型飞机机动载何谱的比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按本文介绍的

方法编制的7 型飞机机动载荷谱
,

反映了该

型机的实际使用情况
,

可以作为基准载荷谱

使用
,

而这种以任务段谱为基础的编谱方法

也是可行的
。

参加本课题工作的还有严 建 军 同 志
。

?
叶渐叶输

飞机比较来看 Φ见图 9
、

Η
,

7 型飞机机动载

荷谱比早期三角翼飞机〔
, 〕和 Μ

一 +∀ 〔8〕的谱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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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复合材料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征文

第七届复合材料国际学术会议
‘

Φ简 称

∗# #五仁珊 Η 由中国科协
、

中国航空学会
、

中

国力学学会和 中国宇航学会联合发起
,

由中

国航空学会与中
、

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主办
, ,

将于 5 6 6年 月 8 、86 日在北京召开
。

5
/

征文范围 复合材料有关各方面内

容
,

如纤维
、

基体
、

混杂
、

性能与测试
,

检

测与质量控制
、

环境影响
、

损伤
、

寿命
、

设

计
、

制造与应用等
。

8
/

征文要求

Φ.Η 论文应 以最近的研究成果为主
,

并

未曾在国外学术会
一

议
,

刊物或国内一级刊物

上发表过
。

Φ8 Η 论文概念清晰
、

论点明确
、

分析严

谨
,

数据可靠
、

作图准确
、

资料完备
。

Φ9 Η 全文包括
Ε

摘要
、

引言
、

正文
、

结

论
、

主要参考文献等部分
,

中文 稿 不 超 过

: : :字 Φ包括图表 Η
。

英文稿不超过 页
。

9
/

征文程序和期限

Φ5 Η 应征论文须经作者所在单位保密部

门审查认可
,

·

并加盖公章后寄 ∗# #Ζ 一姐秘书

处
。

信封需注明
’‘∗# # Ζ一姐征文

, ’

宇样
。 ·

Φ8 Η 应征论文需寄交中文
、

英文稿各一

式两份
,

征文截止 日期为 5 : 年 !月 5 日 Φ以

寄出邮戳为准Η
、

Φ9 Η 应征论文录用通知和论文打印要求

将由∗# #Ζ一 ,.∗ 秘书处于 5 6 年6
/

Η5 5 日发出
。

Φ; Η 应征被录用的论文须按打印要求打

印
,

并于 5 6 年 5 5月 5 : 日前 寄 回 ∗# # Ζ一,∗∗

秘书处 Φ以寄出邮戳为准 Η
。

Φ Η 不符合打印要求或英文稿文字不通

者均不予录用
。

Φ Η 应征论文均不退稿
,

请 自留底稿
。

;
/

∗# # Ζ一 ,∗∗ 秘书处联系 办法 Φ收 办

国内征文 Η

Φ.Η 通讯地址
Ε

北京航空学院学会办公室

Φ约收件人
Ε

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杨乃宾

Φ李铁柏 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