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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通道自动协调加载系统上实现

飞行顺序随机的飞
一
续

一飞

试验载荷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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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引进的多通道自动协调加载系统
,

主要用于做全机多通道结构疲劳试验
。

但它

的数据库软件 只能建立给定顺序的试验载荷谱
,

不能生成随机数序列
,

因而也就不能生成

飞行顺序随机的飞
一
续

一飞试验载荷谱
。

利用系统中配置的P D P l l / 7 3型电子计算机的随机函数 R N D 产生的 ( 0
,

l) 区间上的

随机数
,

并令

% = I N T ( R N D * k + 1 ) ( l )

其中
, k 为任意正整数

; I N T ( Y ) 函数表示取不大于 Y 的整数
,

易见 % 取〔1
,

的区 间上的

整数
。

当R N D不断地产生随机数
,

则 k 可随机地取〔1 ,

幻上的整数
,

这就生
,

成 了一个〔1 ,

幻

上的随机整数序列枷
,

}
。

那么{% 。

}是否独立和均匀分布呢 ?

令 睿
:

= 劣: + 劣2 ,
睿

2
= x 3 + % 。, ”

一右
二

= 旋
。 一 : + 旋

。

然后用护 (卡方 ) 检验
,

看右
, ,
睿2 , ”

一氛是否符合三角分布
。

对 ( 1 ) 式
,

连续产生 20 0个

〔1 ,
王。〕区间整数

,

则 {犷
。

}取值范围为〔2 , 2 0〕上的整数
,

且取各数 k 的概率 P 为

p “””一

{
k 一 1 ( 2镇 k 镇1 0 )

2 1 一 k ( 1 1毛 k ( 2 0 )

共做 10 次卡方检验
,

每次都取 20 0个数
,

但取不 同的初始参数
,

检验结果如下表

次次 数数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000

结结 果 (刀))) 1 4
一

6 444 17 一

2 777 2 1
。

2 444 9
。

6 999 1 1
。

2 555 1 1
。

9 999 1 5
。

0 555 9 。

1 111 2 4
。

2 444 17
。

1555

由 x , ( 1 8 ) 表中得
, 歹5 。= 1 7

.

5 4 , 不s 。= 2 2
.

5 6 。

可见
,

在 1 0 次检验中
,

有 8 次检验
,t

{‘}

为独立和均匀分布
”

的置信度大于 50 %
,

其中有 4 次检验的置信度大于 80 %
。

从 而 证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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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
,

}序列基本上是独立并且均匀分布的
。

再来考证 {劣
。

}的周期是否满足编谱要求
。

在编制飞
一
续一飞谱中

,

一次试验所用的飞行

数量一般为 1 0 “量级
,

而每个飞行的重复次数一般也为 1护 量级
,

因而一次试验中所 有飞

行重复次数的总和最大为 1 0 心量级
。

R N D每产生一个数
,

就有一个 劣 与之对 应
,

因而 {‘}

的周期就是R N D 的周期
; 而咬N D 的周期远大于 1 0 ‘量级

。

所以 由 ( 1 ) 式产生的 {凡}序列

在 1少范围内
,

不会出现从某项起的各项随机数与前面各项循环重复的 现 象
。

因 而 {‘}的

周期能够满足编制飞
一
续

一飞试验谱的要求
。

按照 ( 1 ) 式
,

对建库软件进行修改
,

使其不但保留了原来人为确定飞 行顺 序 的功

能
,

还可以 自动生成随机飞行序列
。

且在编辑和修改库时
,

能使库中现存的飞行生成新的

随机序列
。

从而使该系统实现了生成飞行顺序随机的飞
一
续

一飞试验载荷谱
,

扩充了该软件

的使用功能
。

目前
,

国产某型歼击教练机的全机疲劳试验已经按这种谱投人试验
。

国际会议

简 讯
国际飞机和直升机诊断会议

又十
.

+
.

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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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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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波兰机械工程师协会发起和组织
,

于 1 9 8 9年 5 月21 日 ~ 24 日在波兰举行
,

计有

波兰
、

苏联
、

捷克
、

匈牙利
、

东德
、

西德
、

法国
、

荷兰
、

瑞士
、

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

参加
。

论文的主要内容为
:

推进系统
、

机体
、

航空电子
、

机组保护和救援设备的诊断等 ;

机载和地面诊断系统
;
诊断水平和标准

;
诊断算法 ; 状态监控

,

趋势分析和预报 ; 诊断方

法和设备 ; 诊断系统的设计及诊断系统在飞机发展中的任务和地位 ; 诊断学与飞行安全 ;

计算机辅助诊断学 ; 诊断学的经济方面问题
。

会议上受到与会国专家学者重视的问题如下
:

( 1 ) 实时诊断压气机喘振的方法
,

它是根据测量的发动机转速
、

压气机出口压力和

排气温度的变化率来判断是否将发生喘振
。

如有发生喘振 的征兆
,

则 在座 舱给出 警告信

息
。

( 2 ) 新一代飞机将采用机载高速微处理机和高密度存储器
,

以便提供足够高的计算

能力和存储容量
,

进行机载实时数据处理
,

诊断故障
,

降低直接维修成本
,

减少非计划拆

装的平均时间
。

( 3 ) 发展先进的飞机和发动机状态监控系统
。

如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在波 音7 47 一4 00

飞机上装有飞机状态监控系统A CM S和 中央维修系统 (c M S)
,

后者用来 监视 飞机 性能
。

同时采用了D at al in h 通讯系统将机载监测数据通过无线 电通讯系统发往基地
,

以便实时诊

断和处理飞行中的间题及事故
,

增加飞行安全
。

需维修时可在飞机到达前做好一切准备
,

以减少飞机在地面的停留时间
,

提高飞机利用率
。

( 4 ) 振动监控与测量
。

会上有不少文章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

如改进的 D P M 法用计

算机辅助测量压气机叶片振动
;
机载振动监控系统A V M及其在发动 机机 械故 障诊断中的

应用
,

介绍了法航
、

英航
、

瑞航
、

波航
、

汉莎等航空公司应用此系统的情况及对提高飞行

安全
,

降低成本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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