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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平尾偏转对大迎角动态气动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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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AILPLANE TURN ON THE UNSTEADY AERODYNAMIC OF

THE AIRCRAFT PITCHING IN VERY LARGE AMPLITUDE

HUANG Da, LI Zhi-qiang, WU Gen-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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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给出了 BJ-1背景机有不同平尾偏角时静态和大振幅俯仰振荡情况下的气动特性。根据风洞实验结果,

采用基于三角剖分数据库建模的方法,计算了任意平尾偏角和任意振动频率时的背景机动态气动特性, 与实验

结果比较表明, 提出的有平尾偏角的建模方法能提供任意舵偏时的全机气动特性。在非定常建模的基础上,采

用动导数仿真,分析了不同平尾偏角时的动导数, 结果表明,水平尾翼偏角主要对零动态阻尼所对应迎角有较

大影响, 随着舵偏角的增大,该迎角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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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 eady and unsteady wind t unnel test w as car ried out about BJ-1 air cr aft and t he aerodynamic

character istic w as analy zed. According to the r esults of the tests, the unsteady aer odynamic w as calculated at

arbitra ry angles of the tailplane and pitching fr equency using the method of a dat a base model. On the basis o f

the mathemat ical model, the dynam ic der iv ativ e of the air craft at the different angles of the tailplane w as ana-

ly zed using the t echnique of dynamic derivative simulation. It show ed t ha t the ang le o f the tailplane affected

the angles of at tack co rr esponding to t he zer o damping sever 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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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来, 飞行器的发展向空气动力学提出

了新的挑战, 快速俯仰产生的巨大非定常增升效

果,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参与该项目的研究。但是绝

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机翼的原理研究

上[ 1～ 4] ,很少用全机模型作大振幅动态试验,文献

[ 5]给出了 F18 模型的大振幅动态试验结果。从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看, 还未发现研究飞机舵

面偏转对全机大振幅动态气动特性影响的完整的

报告,而实际上, 在飞机作大机动飞行时, 如苏-27

的眼镜蛇机动, 平尾要偏转 25°之多。本文采用

BJ-1背景机全机模型,改变平尾偏角, 在低速风

洞中测量模型作大振幅快速俯仰运动时的气动特

性,来分析平尾偏角对全机大振幅非定常气动特

性的影响。然后根据风洞试验结果,采用数据库建

模的方法,计算全机在任意平尾偏角、任意俯仰振

动频率时的气动特性, 结果表明,采用这种方法计

算的非定常气动力与实验结果符合很好。本文还

在准确的非定常气动力建模的基础上,采用动导

数仿真技术, 计算了全机在不同平尾偏角时的纵

向阻尼导数,结果表明,平尾偏角对全机纵向阻尼

导数影响不大, 只影响全机零阻尼所对应攻角位

置。

1　大振幅动态俯仰振荡实验

1. 1　模型及实验设备

实验采用的模型为 BJ-1背景机模型, 该飞机

模型为带边条翼, 全动平尾, 双立尾构形, 展长

0. 5164m。机翼面积为 0. 0888m 2, 平均气动弦长

为 0. 2036m。

模型采用尾撑方法支撑在非定常动态实验机

构上[ 6]。该机构安装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NH-2

低速风洞中, 采用液压传动方式驱使模型支撑系

统产生有规律的振动, 从而带动模型绕模型重心

作俯仰振动。该机构可使模型产生俯仰振动的角

度范围为 0～120°, 使模型产生俯仰振荡的最大

角速度为 280°/ s。由于支撑机构运动的规律由计

算机通过液压传动机构来控制, 因此,其运动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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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任意规律变化。数据采集通过一杆式六分

量内式应变天平来实现,由于大迎角时气流分离,

模型运动时振动等因素, 动态大振幅实验的数据

离散性较大。除了数据采集时采用低通滤波器外,

另又设计了数字滤波软件, 以去除数据背景噪声,

消除数据的摆动现象[ 7]。

1.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次实验模型的平尾偏转角分别为- 20°, -

5°, 0°, 5°, 10°, 20°, 23°,在各自的平尾偏角时,模型

在 0～90°范围内作俯仰运动,其运动规律为 =

45°- 45°co s( 2 f t ) , 其中 f 分别取 0, 0. 1, 0. 2,

0. 25, 0. 3, 0. 35, 0. 4, 0. 5, 0. 6Hz。

( 1)平尾偏角对全机静态气动特性的影响　

图 1、图 2分别给出了全机攻角在 0～90°范围内

变化时的不同舵偏角时纵向静态气动特性, 图中

的气动系数按模型机体轴给出。从图1的 Cn- 曲

线可见, 平尾偏角由小增大时,由于平尾升力增

加,使全机法向力增大。图 2的 mz - 曲线明确地

显示了平尾效率, 从图中可见, 当 < 25°时, 有偏

转角的平尾效率十分明显, 表现为正平尾偏角时

出现低头力矩,负平尾偏角时出现抬头力矩,随

图 2　静态俯仰力矩系数随攻角变化

F ig . 2　 The effects of tailplane ang le chang ing on

static pit ching mom ent coefficient

图 1　静态法向力系数随攻角变化

F ig . 1　 The effects of tailplane ang le chang ing on

static no rmal for ce coefficient

着攻角的增加,平尾逐渐失速,平尾效率也随之降

低。另外,从 m z- 曲线还可看到, 在小迎角范围

内,舵偏角对纵向静稳定导数影响较大, 而当 >

25°以后,这种影响减小。

( 2) 平尾偏角对全机动态气动特性的影响　

图 3、图 4分别给出了模型作俯仰振动时的动态

图 4　动态俯仰力矩系数随攻角变化

F ig . 4　The effects of tailplane angle changing on dy-

nam ic pitching moment coefficient

图 3　动态法向力系数随攻角变化

F ig . 3　The effects of tailplane angle changing on dy-

nam ic no rm al fo rce coefficient

气动特性,其模型振动频率为 0. 2Hz,对应的缩减

频率为 0. 0084, 风速为30m/ s。从总体看,动态气

动特性的平均值与静态特性是一致的,只是动态

气动特性曲线在模型上仰与下俯过程中形成了

“8”字环。对于 Cn- 曲线, 从图中可见,随着平尾

偏角的增加, “8”字环交点对应的攻角也由大变

小,小攻角范围内, 环的运动方向为逆时针, 大攻

角范围内,环的运动方向为顺时针,说明平尾偏角

的增大,飞机的俯仰振荡运动对全机法向力增大

起阻尼作用的攻角范围变小。而从图 4的力矩曲

线可以看到,在平尾偏角为 0°时,飞机上仰与下

俯阶段的 mz 在 = 30°～52°基本重合, 在 < 28°

时,力矩曲线环呈逆时针走向, 当 > 52°时, 力矩

曲线环呈顺时针走向。说明在小攻角范围内,飞机

的纵向力矩呈现阻尼特性, 而到大攻角时,其纵向

力矩特性呈现发散特性, 在 = 30°～52°时, 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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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似的临界状态,表明其气动阻尼很小。当平尾

上偏或下偏时,力矩特性曲线的“8”字环交点均向

小攻角方向移动, 其交点对应攻角位置为 30°左

右,在小攻角范围内, 力矩环走向呈现逆时针方

向;在大攻角范围内内, 力矩环走向呈顺时针方

向,而且 2个环在交点前后分界明确,说明在这种

模型状态下, 力矩特性起阻尼和发散的攻角区域

分明,并无较大的临界区。

2　带平尾偏角的气动力建模

在通常的建模方法,如阶跃响应函数法
[ 8]
、傅

立叶变换法 [ 9]、状态空间法 [ 10]等, 都基于一个模

型状态不变的基础上, 而飞机模型风洞试验时, 通

常伴有大量的舵面偏转, 其动态气动特性不仅是

模型角度、振动角速度及其衍生高次项的函数, 而

且是舵面偏转角的函数,如升降舵偏角、襟、副翼

偏角等,因此其关系式应为

F = f (  , , , ) ( 1)

式中:  代表某一舵面偏角。
本文采用基于三角剖分为基础的数据库建模

的方法,以有限次的风洞结果作为样本数据,来计

算任意平尾偏角、任意俯仰运动规律时的气动特

性值, 结果如图 5、图 6所示, 本文讨论建模方法

以 mz 为例。

图 5　平尾偏角为 5°时计算结果与实验值比较

F ig . 5　Comparison o f t he dynamic pitching moment

for mathemat ical model w it h that of the test

result ( = 5°)

具体方法为,将同一平尾偏角的几组实验数

据组成一个连续的不规则球面,在该球面上计算

符合所求运动规律的在同一平尾偏角下的 mz , 然

后将各自平尾偏角的 mz 组成一个多层次的球

体,再在这个球体内计算所求平尾偏角下的 m z。

从计算结果看, 这种方法无论在小平尾偏角和大

平尾偏角时, 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

图 6　平尾偏角为 20°时计算结果与实验值比较

F ig . 6　Comparison o f t he dynamic pitching moment

for mathemat ical model w it h that of the test

result ( = 20°)

3　动导数据仿真

采用已发展的动导数仿真技术 [ 11] , 对带有平

尾偏角后的全机阻尼导数作了研究,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不同平尾偏角时动态阻尼导数随攻角变化

F ig . 7　 The effects of tailplane ang le changing on

damp dynamic der ivat ive

从图中可见, 无论平尾偏角的大小如何,其阻

尼导数在整个模型攻角范围内量级基本一致, 其

值从- 10～12。但是随着平尾偏角的变化,阻尼导

数为 0的攻角位置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平尾偏角

较小时,临界点对应的攻角较大,而平尾偏角较大

时,临界点对应攻角较小。这一点与非定常力矩特

性测定结果是一致的。

另外,对于平尾偏角为 0°和- 5°时,阻尼导数

在较大攻角范围内( 30°< < 48°)基本不变, 其值

接近于 0,说明有一个较长的临界区, 这一点与 0°

时的力矩特性完全一致。

4　结束语

通过风洞试验,测量了 BJ-1背景机在不同平

尾偏角时的大振幅动态气动特性,从气动特性看,

随着平尾偏角的改变, 气动曲线的“8”字环交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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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攻角有较大变化, 特别是对于 mz - 曲线, 在

平尾偏角较小时, 零阻尼对应迎角较大,当平尾偏

角增大以后, 该零阻尼对应迎角反而减小。根据实

验结果,本文采用数据库建模的方法,求出了任意

平尾偏角、任意运动规律的全机气动特性, 计算结

果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说明该方法简明实用。从

后面的动导数仿真结果看, 其反映本质与实验结

果反映的气动特性是一致的,这种动导数仿真对

于带平尾偏角的模型状态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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