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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音速飞行器及其关键技术简论
‘

杨亚 政 啥 李松年
‘ 杨嘉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固体力学研究所
,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简要评述了高超音速飞行器及其关键技术
,

包括 高超音速飞行的定义
、

高超音速流动的特征
、

高超 断了

覆盖范围
、

高超飞行器蒙皮温度
、

以及高超飞行设计特点 高超飞行器的背景 高超飞行器研制的发展简史
,

及经

验与思考 吸气式高超飞行器典型设计过程
、

发展战略
、

技术规划
、

和关键技术领域

关键词 高超音速流动
,

吸气式高超飞行器
,

涡轮发动机 冲压喻气发动机
,

涡轮基组合循环
,

火箭基组合循环
,

热防护系统

引 言

高超音速的定义 ‘、

根据经典高超音速高温气体动力学教科书 和

美国国家研究会议对美国空军高超音速规划的评估

报告
,

高超音速定义 一般认为大于 倍音速的速

度称为高超音速 飞行器越细长
,

发生明显高超效应

的 数就越高 在发动机内部
, ‘

高超
’

这一术语指的

是在驻点处
,

温度高到化学反应变得很重要
,

气体行

为不能再用简单模型代表 这个定义只是一个经

验性的规则 ‘ ,

当一个流动从 变到 一

时
,

不能认为流动从超音速马上就变成高超音速了

科学地讲
,

高超音速流动最好定义为一个范围
,

在这

个范围内
,

当 数增加时
,

某类物理现象逐渐变得

越来越重要 在有些情况下
,

一个或几个物理现象在

时可能变得重要
,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

直

到 或更高时才变得重要 所以了解高超音速流

动
,

首先就需要了解伴随高超音速流动所发生的一些

特殊现象

伴随高超流动的一些特殊物理现象 特征

薄激波层 , ,‘ 火 是高超 音速流动的

一个基本特征 根据激波动力学理论
,

激波与物体之

收稿日期 冬
,

修
‘

期
一〔,

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工程力学共建项 一资助 〔 〔‘

”
,

间的流场定义为激波层 对高超 音速

流
,

激波层非常薄
,

也就是说激波与壁而的距离很接

近于边界层的尺度 由此产生了激波与附面层相 耳干

扰的
‘

勃性相干
’

现象 另外 一个

典型现象是墒层 它是指高超气流经

过头部激波发生很强的墒梯度 这个
‘

墒层
’

流向下

游
,

基本上覆盖了离开头部很远的大部分 坛行器表

面
,

由于这个墒层区也是一个很强的旋涡区
,

它与在

其内沿物体表面增长的附面层相 互影响
, ,“ ’ ’

旋度

相干 高超 音速气流经过物体

由于勃性摩擦在物体表面上产生附面层
,

附 ’层的

特性受其内部的温度特性主 导 高超 音速流动的

个特点就是其附面层厚度增加得比低速度流动中附

面层厚度增加得要快得多
,

根本原因就是高超 音速

附面层 内的温度增加得快 高超流动 , ,这种厚附面

层会对附面层外边界的非勃性流动产牛比较大的影

响
,

这属于前面提到的勃性相干 赫性打 对于高超

音速飞行器表面的压力
、

升力
、

阻力
、

稳定性有很大

影响 另外飞行器表面的摩擦和热传递也因这种相干

而增加 在预测气动加热的温度和加热率时
,

必须考

虑这种相干作用 高温流动 且

像高速气体流经物体时形成强激波的后面会产生很

高的温度
,

这时会发生化学反应 当温度增加高到一



定程度就足以激励气体分子内的振动能 再增加温

度
,

就引起气体的解离 如氧分子 氧原子
,

氮分子 氮原子 再增加温度就会引起电离

如一氧化氮 什 一氧化氮离子 十 电子 一 ,

氧原子 氧离子 电子 一 这个解离和电离

的程度和过程是随气体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比如当

气体温度达到 时
,

气体氧分子就开始解离

而在 时
,

氮分子开始解离 当在 时

会出现电离 这种现象因不同飞行器的飞行轨迹而

异 ’ 如果高超音速飞行器表面为烧蚀材料防护
,

那么烧蚀的产物也会存在于附面层内
,

从而引起复杂

的碳化氢化学反应 从这两方面考虑
,

我们都可以认

为高超音速飞行器表面是为化学反应附面层所覆盖

的 不仅如此
,

对高超音速流动来讲
,

不只是附面层

是化学反应的
,

而且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整个激波层也

可能是为化学反应流所控制的 因此在飞行 数达

到一定程度
,

特别是再入情况
,

预测气动加热时就必

须考虑气流的化学反应模型 一般流体力学
,

高超音

速空气动力学属于连续介质范畴
,

它适用于从海平面

到一定高度范围 当高度非常高时
,

空气非常稀薄
,

气体密度很小
,

这时连续假设就不成立了
,

因而也就

不能再用一般的空气动力学理论
,

需要采用分子动力

学理论来解决高超流动问题
,

这时的空气动力学称之

为低密度流体力学
,

或稀薄空气动力学 实际应用中

需要考虑低密度效应的有 种情况 发动机喷管流

动
、

尾流
、

以及高空高超流动 飞行器机翼前缘部位

商超飞行祖盖的范围

在速度高度图中
,

高超音速飞行覆盖了广阔的

区域 包括速度从零到轨道速度甚至更高
,

高度从

海平面到大气层上部再到近地球轨道
, ,

再到月球 ⋯ 在文献 中
,

将高超

飞行任务分为 个系统 再入系统
,

如速度 。

的
、

乘员探险飞行器
, 、

火星和大行星探测器
、

大卫星 如
。 的空间运输系统

, ,

水星探测器 上升系统
,

如

的空天飞机
, ,

和 的先进运输系统
,

像吸气式二级入轨 ,

和单级入轨
一 ,

这

样一些执行进入空间任务的先进重复使用飞行器
,

既包含上升系统
,

又包括再入
、

下降
、

和着陆 ,
, ,

系统 巡航

系统
, ,

如打击和全球到达飞行器

高超飞行器表面温度估计

为了给设计者和分析人员在概念设计阶段对高

超音速飞行器所经受的
‘

高
,

温有一个具体的数量级

概念
,

我们在表 中给出高超飞行器表面温度估计

值
,

相信这些是会有帮助的 当然真实的表面温度

数值是需要根据气动加热方法和工具预测
,

并还需要

进行地面风洞试验和飞行试验加以确认

表 表面沮度估计

飞行器

格
一

一

一

丫

闪

勺

曰

说明
一

实验飞机在 二 时
,

表 中数据不适用 航天飞机大气层再入时
,

为 太空舱

和洲际弹道导弹
,

大气层再入时
,

温度高达

高超音速飞行器设计中的特点

高超音速飞行器经受了比常规 亚 超音速 飞

行器更严峻的环境条件
,

和更严格的要求 任务
、

运

行
、

技术
、

成本 气动加热 加热率和热载 和高温

及高温度梯度 成为高超飞行器设计中最基本的特

点 对于空间飞行器
,

它所经受的环境远比大气层内

超音速飞行器要严峻得多
,

特点是气动加热温度高
、

动压力强
、

声振频率高 对于在近地空间 如近地球

轨道 飞行和深层空间运行的飞行器
,

还要承受

更严峻的银河系宇宙射线和太阳粒子的电磁辐射
、

轨

道碎片高超冲击
、

原子氧化等恶劣环境作用 表 给

出了火箭式高超飞行器 场 、 ,

与吸气式高超飞行器 坤
,

在设计上的一些不同特征 一



表 火箭式高超飞行器 与吸气式高超飞行器 的比较 “一川

火箭式高超飞行器

飞行方式

作常快地获得高度 上升段时间短
,

从而降低
一

载

菏和产毛动加热
· 当前运行的系统对高超飞行相当不敏感
上升段高超飞行不是飞行器设计的推动力

,

因为 觉

计结构的气动载菏是由跨音速段决定的 在上升段
,

气动加热不严重
,

影响不大
,

实际的气动加热情祝

复杂山再入飞行段决定

不喜欢大气层

只在大气层内加速

很快飞出大气层

倾向垂直发射
比冲 低

阳
· 八

一

上升段阴力不是问题
,

希望在 下降段减速

钝头体

重量是关键

质量分数 一占总起飞重量
一 一 ,

的
要求是对重量敏感的

发动机在机体后面
重量来自聚集在发动机附近的部件
尾部重

重心很堆前移

承大压缩载简的结构

热防护系统
,

卜降段是推动力
短的 匕升时间肆致了低热载

,

前缘
山

一

于希望得到降低阻力
,

导致了钝头体

低热流

箱体

筒形对重量敏感
,

对体积不敏感

结构

机翼受载小
· 推进 机体不是高度一体化

吸 ‘ 毛式高超飞行器

飞行方式
· 必须在低高度 、 做长时问 贬

,

以保持

较高动压
,

保证获得最大的发动机性能
。 上升段的高超飞行是 设计的 要内容
。 山于长时间的高动压

,

所以
’

毛动性能和批个表面的
’

仁

动加热是飞行器设计的 毅要推动
。 机体 推进 热气动力一体化是 八

’

洲卜文出的

问题

喜欢大气层

在大气层内加速和巡航

在大气层内长时间巡航

倾向水平发射
比冲 尸 高

阻力

优化阻力
· 薄细长体

,

厚度弦长比 小

体积是关键
· 质量分数 —占 的

· 要求是对体积敏感的
,

体积推动阴 力

发动机在机体中部

很容易得到稳定性

容易控制重心
一 为控制重心将液氧箱 。 ,

分

起落架

山空载 卜降段决定尺 寸

受载小

重量轻

上升段是推动力

长的上升时间导致了高热载
,

前缘
· 阻力低和厚度 弦长比小

,

导致 了尖锐形前缘

高热流

箱体
· 由于体积和阻 力是关键

,

所以泞致保形

结构

机翼受载大 一些

推进 机体高度一体化

由于薄横截面和高热流 热载泞致
‘

热机翼和拧制

起落架

由满载上升段决定尺 寸

受载大

重量大

为什么要研究高超飞行器

军事背景

、 ‘

新世纪的军事形势

世纪 年代海湾战争和 巴尔干冲突中
,

美国

空军攻击和侦察能力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
,

促使人们

将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高空
、

高速和全球迅速反应
、

侦察
、

精确打击能力 回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 , , ,

人名 发表了 山 的进入空间研究的

总结报告 同时
,

空间作战受到了高度重视

年
,

美国空军空问司令部 价 ’ ℃ 丫

现在己经改为空间战 之 ,刁令部 已经 环始

启动了军事空 司飞机计划 。
,

哟
·

。· , 、,
、 、、

·

、

, ‘ ’ 年发表的关囚空
‘

尹 、 ‘ 愿娥规

划 全球警戒
、

范围
、

和力量 ’“ 报 、讨出比 关卜空

军的任务是
“

通过空天 力帚保 关 川及其利益
” ,

少手

提出了美国空军到 年的高超 吃行器发展的规划

建议 年成立了以前国防部 长拉姆斯费尔德

为首的空间战委员会
,

专门研究空间战

问题
,

发表了报告 “‘ 年 一 美 总统

布什发表了
“

复兴 美国探索精神 关卜空问探险的总



统意见 或愿景 政策讲话
,

指出 美国国家空间

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健壮的空间探险规划
,

提升美

国的科学
、

安全
、

和经济利益 年 月布什总

统签署了新的国家空间政策
“

为了国家和本土的安

全
、

民事
、

科学
、

和商业 目的
,

要保证国家进入空间

和利用空间的能力 , ” ”

年美国战略司令部司

令 将军在向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提

出了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八项空间战的任务 全球

威慑 从天基的军事行动进行全球支持 全球情报
、

监视
、

和侦察 全球打击 全球信息和网络运行 全

球指挥和控制 全球一体化的导弹防御协调 全球大

规模杀伤战斗武器
,

也就是说要做到具有
“

控制和保

护空间
”

的能力

研制高超飞行器的军事意义 , ‘

从军事和安全角度讲
,

首先
,

高超音速飞行器和

导弹应具有在几十分钟内就能对地球上任何一点做

出迅速反应的能力 同时
,

高超飞行器还具有诸如突

防能力强 高超音速飞行器本身就不容易防御
,

如果

再加上隐身
,

那就更不容易防御了 生存性高 独

立性强 如对像加油机
、

电子干扰机
、

护航机
、

和机

载控制等这样一些支持飞机和设备的依赖性低 等优

点 其次
,

在导弹防御系统
,

中
,

高超音速导弹能在几分钟内击落入侵的对

方导弹 具有在空间和高空
、

远距离的情报
、

监视
、

和侦察 罗
, , ,

能力
·

技术背景 —
要求和推动力

自 世纪末以来
,

美
、

俄
、

欧
、

日等国在制定

冲 的目标要求和技术

推动力方面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

所有这些对

研制 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高超飞行器的研制历史

·

离超飞行器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 , ,

‘
, ‘ 、

本节以表格形式 表 给出高超飞行器发展过

程中的重大事件

表 飞行器发展中的 , 大事件

序号 时间 内容

年 马克思法梯尔 建议附加一个火箭发动机可使飞机变成有人飞船
,

从而开始了

空间年代

年 德国人桑格尔 和布雷特 设计了他们称之为火箭的空间飞机
,

用雪挽发射

速度为
,

再用火箭发动机将其助推进入空间 但是二战迫使他们从空间运输方向转为

全球火箭轰炸机

年 、 世纪

年代初期

贝尔 公司的罗贝特
·

沃尔夫 在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
,

会上 年 月 日 提出建造近音

速飞机 春克
·

叶格尔 鳍 试飞 年 月 日 贝尔 的 ,
,

首次突破音障
,

创造了
, 二 的记录

,

成为世界第 个超

音速飞机 贝尔系列飞机继续探索超音速和高超音速飞行领域
,

直到 世纪 年代

二战后 德国人完成了高达特
,

的火箭
,

并进行了首次飞行 最后
,

他们完成了一系列

火箭
,

迅速研制出 是单级
,

无力达到地球轨道 在 年 月 日
,

达到
,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首次高超音速飞行记录

世纪 年代初期 第 批超音速军用飞机 前苏联
一 , 一

美国
一 , 一

系列 英国法雷德尔

塔 型 法国布雷硅特 型和达索米拉基

型

年 月 在 世纪 年代初和 年代初苏
、

美两国科学家先后发展了多级火箭使洲际弹道导弹

武器和制导技术完善
,

并发射了第 颗轨道人造卫星

、 年 是一架由火箭推进
,

空中发射的高超飞行器 它在 到 年间
,

共进行了

次飞行试验 它创造的记录是 材 二 , 二 它是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

最重要的 系列实验机 虽然它不如贝尔
一

有名
,

但是它创建了 世纪 年代初期无

数的速度和高度记录
,

达到了空间的边缘
,

并带回很多对高超飞机和飞船设计有价值的数据

由于电子系统故障和飞行控制系统以及驾驶员心理的综合原因
,

于 年发生了事故

年 前苏联首次将宇航员加加林 送入地球轨道

上述两个事件 人造卫星和将加加林送入地球轨道 导致了美苏两国在 世纪 年代到 年代进行历史性的空间竟赛
,

看谁

首先将人送到月球



表 飞行器发展中的 大事件 续

、 年 在 年
,

美国开始着手通过升力体外形的戴那
一

索尔 二 或
一

规划探索

高超助推滑翔飞行能力
,

进行了一些模型的超音速试验
,

但是没有实际飞行硬件 最后
,

由

于军事任务不明确
,

技术问题不够重视
,

这项规划于 年被美国空军取消 但是它是最

接近实际飞行的
,

在高超飞行技术方面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为了继续高超的研究
,

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专门的亚尺寸高超再入形状验证机的飞行试验
,

如 下

、 年

年

年

年

麦克唐纳 公司的气动热力学结构系统环境试验
七 ,

模型是一个具有辐射冷却再入三角形机冀形

状
,

并具有锥筒物体平底部的滑翔机 专门研究气动加热环境
,

取得一批试验数据

,

公司的含机动再入的精确回收
,

,

这是一个烧蚀的升力体外形
,

首次机动再入试验完成于 年

助推滑翔再入飞行器
一 ,

是一个先进的细长锥体的外形

再入试验飞行器
,

它于 年在美国西部试验靶场
,

成功地验证了机动再入

桑地亚哥实验室的 叮
,

规划

上面提到的这些试验对建立其后高超飞行器和导弹设计所需的数据库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 年

、 年

美国进行了一系列亚尺寸有人驾驶的低速 升力体验证飞机的飞行试验
,

如
一

系列
, 一

等 它们证明了升力体外形能在低速条件下安全飞行和着陆
一

对航天

飞机的主要贡献 验证了高超升力体外形的航天飞机在无动力条件下
,

能安全进场并且能在

跑道上着陆
,

无需用着陆发动机 这就对航夭飞机的进场和着陆的方式做出了主要贡献

载人首次登月成功并胜利返回地球 有 次飞行 的
, , , , ,

和

实现 预定目标
,

其中 发射于 年 月 日
,

月 日登 成
,

月 日返回地球 次成功登月和返回带回了丰富的科学数据和近 的月球样品

进行了多学科实验 阿姆斯特朗 登月成功是人类历史上迈出的一大步

年 月 哥伦比亚 号航天飞机于 年 月首次成功发射和返回
,

这是第 个有人

驾驶控制的有翼升力体型高超飞行器从空间成功地返回地球的历史性飞行
,

同时它也首次记

明了可重复使用的空间后勤飞行器

世纪 年代初中 美国空军
,

跨大气层飞行器
, ,

期、 八 年 一
一

是一个以吸气式高超冲压推进系统为动力的单级入轨 飞行器 它是美

国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最雄心勃勃的工程 它透彻地研究了 的各个方面 在近 十年期 、习

美国投入了大量人财物
,

在高超系统要求
、

设计方法和工具
、

结构和材料技术等方面取得了

巨大进步 但是它的 常规进入空间的整体目标要求定得太高未能满足
,

速度未达到

入轨要求 差 加之冷战结束
,

经费大减
,

最终规划被取消 但是随

后它引起一系列亚尺寸试验概念和规划 如
一 一 一 一 一 ,

及
一

继续

推动高超向前发展

、 年
一

是火箭式高超 验证机
,

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

年时间花了 亿美兀
,

取

得很大进展 和推进系统
,

最后因液氢储箱 过重
,

发动机喷口重心后移
,

以及决

策方面的原因而下马 年 但空军和 公司仍很感兴趣

、至今 美国 的高超音速
一

规划
一 一

两次飞行试验成功
一 一 ,

飞

行 材 今
一 , ,

完成 美国高超两个主要规划
一 ,

卜一代发射

技术 盯
,

这是世界第 个超音速冲压动 的飞

机
,

也是世界最快的喷气动力飞机 它是吸气式高超走向实际应用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

自己宜称
,

目前这个由其负责的高超工程己经引领美国走向
“

安全
、

可负担得起
、

飞机型

飞船的最后目标
”

羞丰
目

承受得起的
、

小货物
、

响应进入 轨道 发射
,

一 ,

而 一

、 ,

和

凯 规划
,

研制可迅速到达全球的可重复使用高超巡航飞机 二 此规划由美国 习防

愿景研究计划局 吃
,

和美国空军研究实

验室 今 负责
,

目前它 与
一

都是对美国高超发展

起着重要领导作用工程

、 二 现名
,

原名为
,

规划与 现名
,

,

规划群是美国目前空间探索计划中的两个关键规划

在 发布的 年战略计划中
,

还包含了航空基础高超规划

原名为

与此相配套的
,



经验与教训
,

观察与思考
,‘ ,‘ ,‘ , , ,

高超飞行器与战争的经典原则相一致
,‘

高超飞行器的基本特点就是
‘

快
” ,

正符合两千

年前中国军事家孙子写到的
“

迅速就是战争的本质
”

这一原则 对高超的需要隐含在美国空军的战略计

划框架
“ ”

中
,

此计划强调空军的范围是

从地球表面达到空间外边缘
的

“

无缝隙的运作区域 ,,
,

未来的服务也必须在几

分钟内就能够
“

发现
、

锁定
、

评定
、

追踪任何地点的

目标
,

并且采取具有军事意义的行动
”

高超问题是一个焕发青春的老领域 川

高超音速飞行器概念既包含 又包括
,

它们研究发展都已经有 年左右
,

所以高超不是一

个新领域 那为什么 目前又提出这个问题 原因是

投入实际运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几乎都是 如

洲际弹道导弹
、

发射飞行器 即运载火

箭
、

和再入飞行器 类高超音速飞行器
,

而

属于可抛弃的发射器 却
,

,

及改进 增强型的 即
,

可以满足

作为高超飞行器 的要求
,

但是作为发射飞

行器来讲
,

它实现不了
“

像日常旅行一样
,

自由进

入空间
、

控制空间
”

这一长远 目标 基于吸气式冲

压 的各种组合循环推进系统 如涡轮基组合循环
一 一 ,

火箭基组合

循环
一 一 ,

的重复

使用的高超运载火箭
,

在不远 的将来就可以实现上述 目

标 详见下表

表 美国空军 对空天战的愿景
、

当时的现实
,

及解决方案 ‘

年 对空天的愿景 年 年 的实际能力

当需要时控制空间

二
今天空军 还没有进入

、

运行
、

和主导穿越大气层的能力

利用空间的好处

二
除去 , 外

,

不能在几分钟内
,

交战

在任何地点从事有重大军事意义的任意行动

二
利用 的空间出勤率成本很高

在几分钟内
,

而不是几个小时内采取行动 利用高超导弹改进离岸能力

从任意选择的航程内获得所希望的效果

一 从美国本土
,

进行打击

改善离岸能力

总之
,

在 年美空军的实际能力满足不了空军 年愿景的要求
一

可以满足美国空军
,

和工业界的长期 年 要求

一些选择方案
,

吸气式第 级
, 、 吸气式第 级

,

吸气式第 级

优点 成本足够低
,

响应足够快
,

能满足未来空军发射的需要 比如空间机动飞行器
, 、

天基雷达
, 、

天基激光
, ,

且能创造商业市场

优点 容许人类在空间安全运行
,

并具有足够的健壮性和可靠性

· ·

的优点
,

‘
, , ‘

最根本的内在优点是 它能吸取大气层内的氧

气
,

而不需自身携带
,

所以比冲高
,

效率高 另外它

还有一些好处 安全性高 任务灵活性强 健壮性

可靠性强 成本低 循环寿命长

当前高速推进系统的能力及一些经验

有 类推进系统 ,
, ‘ , , 涉及到吸气式高超推

进系统 第 类 涡轮基
‘

低速
’

推进系统 包括涡轮喷

气
、

涡轮风扇
、

涡轮螺浆发动机
、

及它们的派生物 大部

分都能用于 、 的飞行范围 这类推进系统虽然

属于
‘

低速
’,

但它是高超推进系统的必需组成部分 第

类 冲压喷气发动机
,

飞行 、 左右
,

目前广泛

用于超音速导弹 第 类 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
,

飞行 当飞行在 二 或以上范围
,

就必须

采取多模式推进系统 对碳氢燃料
,

对氢燃

料
, 、 ,

这类发动机可以用在多种情况 多项

选择的进入空间
、

飞机 远程打击或侦察
、

地面 空

中发射导弹
、

高超穿透弹
、

高超截击弹

组合循环是一个重要概念 为了保证发动机在广

阔的飞行条件范围内 包括速度从零到轨道速度
,

高

度从海平面到大气层上部 都能够正常运行 有效

可靠地吸取大气层内的氧气以供燃料燃烧
,

就需要

将几个发动机循环从低速到高速进行一体化
,

使每

个循环在整个运行范围内都能有效地工作
,

同时还

要保证气动性能好 这就是组合循环概念 目前有实



用价值的是 和 【
, ‘ , , ‘ 是比

更灵活的方法
,

用它代替 的 方

案
,

即以吸气式推进一个像飞机大小尺寸的飞行器作

为一级发射平台
,

而以火箭为动力的作为第 级 或

为可抛弃的
,

或为可重复使用的 这样一来
,

就克服

了
‘

一步到位
’

要求过高的缺点

典型设计过程
、

技术发展和验证
、

规划和关键技术

进入空间
、

全球打击和侦察一直是高超飞行器

的核心任务
, ,

如果将它们与有人无人
,

以及像定向能
,

这样的先进武器概念联系起

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应用机会 的应用有 个方

面 武器 导弹
,

包括 关键时间运动目标
、

坚固的深埋藏目标
、

抑制敌人防空系统
。

娜
, 、

防空
、

弹道导

弹防御
,

和战区弹道

导弹防御
,

飞机
,

包括 全球打击 侦察
、

可存活的定向

能武器 空载激光
一

平台
、

迅速再补充 空间运

行
,

包括 日常发射
、

替换和维修关键卫星
、

保护本

国和联盟国家的卫星 比如反反卫星
一 一

、

拒绝敌人 非战斗使用空间 叮
一

如反卫星
一 ,

和捕

获卫星 使其丧失能力 即

的典型设计过程

图 是 目前
一

用于吸气式高超飞行器 的典型一体化设计

和分析过程 图中所显示的每个学科对于设计

都是关键的 有些没有明显表示的学科 如材料
、

外

形
、

和控制 其实在叠代循环中也必然涉及到 然而

有些学科是更经典的
,

因为在其它速度范 的分析

中也会遇到它们 但是有 个学科在 设计和

分析中是独特的
,

它们是 推进
、

热管理
、

和结构分

析 这个图形只是描述 的典型一体化设计和分

析过程 还不能完全反映 中各个学科问的复杂

祸合关系

发展
一

即
一

时
,

采取的 场

行器 推进一体化设计过程为 任务要求 井 设计

研究 井 流道初始选择 井 流道发展试验
、

详细分析

冷 最后流道线路 玲 流道验证试验 玲 体化的推进

飞行器飞行试验的整个过程 要实现高超 飞行器系

统
,

并将其投入实用阶段
,

就必须对 整个过程各

个阶段中所涉及到的多种学科进行正确的一体化研

究

高超与
、

隐身
、

动能武器
、

和定向能

武器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高超飞行器
,

为了能利用其速度快的优

点
,

要求具有高性能的
, ,

, , ,

,

系统
,

而在相当长时间

内
,

这种高性能的 系统是不存在的 现在强

调信息战
,

发展
,

无疑是对的
,

但是也要认识

到
,

发展了高超
,

那么 的作用就会大增
,

因为

高超飞行器本身可以是一个武器
,

也可以是一个平

台 隐身是一种防护手段
,

具有生存性高的优点
,

如果加上高超
,

不仅提高了生存性
,

而且会大大增

加进攻性 目前美国已经从生存力的角度对隐身和

速度的相 互影响进行研究
,

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

但

是研究还在进行 阳 对于某些深埋藏的坚固 目标
,

只是依靠动能武器是不成的
,

还需要高超武器的帮

助 对于定向能武器来讲
,

虽然可以从地面发射
,

但是对功率的要求就 大多了
,

如果空中发射
,

利用

磁流体 , 、 ,

原理
,

可以从

高超推进系统的喷流中提取部分功率用于激光束所

需的能源

飞飞行器几何
,

推进系统设计
,,

结结构设计
,

包装装

推推进系统统统 计算流体体体 气动载荷荷荷荷荷荷荷荷
从从头到尾尾尾 力学应用用用 及气动热热热 子 系统及及

的的分析析析析析 载荷分析析析 装配估算算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管理理理 结构分析析轨轨道分析析析析析析

综综合与确确

定定尺寸寸

图 典型吸气式高超飞行器系统的设计 分析过程 ‘



高超技术发展和验证的一般概念

这里介绍最早德国提出的高超技术发展和验证

的一般概念
, ,

图
,

图 美国的

规划的发展思路基本与它相同
,

即从参考概念出

发
,

然后采用三位一体发展方法论 地面模拟
、

计算

模拟
、

飞行模拟
,

并且进行叠代循环
,

直到满足设计

要求为止

研究

参考概念

要求

关健技术

地面设备模拟日 计算模拟 飞行模拟

高超发展和技

术验证概念

要求 令
实验飞行器

研究

图 德国高超技术发展和验证概念示意图

计计算流体力学学学学学学 飞行试验验

、、

人入入
乙乙乙乙乙乙乙 入入

可用的技术

图 高超技术发展和验证
—相互补充使用

,

和 的战略

商超技术规划 场
,

欧洲高超技术规划 阁

欧洲的 德国 启动于 年
,

其总体发展

逻辑见图

总 目标 确定空间运输系统的参考概念
,

这是所有工作的焦点 进行详细的概念研究和折衷

研究 识别所选定关键领域的可能关键技术和基础发

展 准备试验装置 论证和验证所选定的关键技术

协调德国企业
、

研究院
、

大学
、

以及国外研究机构的

工作 国际合作

包括 个阶段 图 阶段 的任务是进

行概念研究与基础技术准备
,

其中包含 个子阶段

阶段 、 年
,

阶段 、 年
,

阶

段 、 年 阶段 和阶段 跟随其后 总

的任务可分为 个阶段 概念研究和基础技术 部件

地面试验 部件一体化地面试验和一体化机体 推

进系统飞行试验
,

见图 图 给出了阶段

年底 在 个关键技术领域内完成的大量工作 在吸

气式推进方面有 建立冲压燃烧试验装置
、

在 条件下论证液氢冲压燃烧室
、

高速进气道模

型试验
、

液氢主动冷却二维喷管试验
、

一体化的冲压

燃烧室 一 喷管试验 在结构和材料方面有 制成了高

温碳 碳化硅 复合材料的进气道斜面
、

准

备制造基于钦合金的机翼和三维机体的金属热结构

饭件 在气动热力学方面有 发展近似预测方法和验

证 对内外流进行数值模拟和实验模拟 级分离的数

值模拟和实验模拟 飞行控制和系统有 研制高速空

气数据获取系统
、

和热制动器 用于控制进气道斜面

和喷管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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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 、 年年 、 年年 、 年年 年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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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超技术规划 德国 整个规划的逻辑

吸吸气式推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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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致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算流体力学学

空空气数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动热力学方法法

多多壁热防护系统统统 热机身饭件件件 低沮燃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箱技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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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稳定结构构构 斜面饭件进气道道道 热盒式机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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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和试验验

结结构和材料

图 德国高超技术规划 第 阶段完成的任务 同

美国的高超发展阶梯

从 年公开发表的文献看出
,

美国高超工程

发展分两大块 武器和进入空间
,

个阶梯 近期

发展高超导弹
,

中期发展全球打击和侦察
,

这两个阶

梯属于武器部分 进入空间属于长期目标
,

它既有商

用和科学研究意义
、

也有军事意义
,

如图 所示 脚

这样的分法依本文作者看法
,

主要是根据高超飞行系

统的要求以及 目前的技术准备就绪程度来定的



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负担得起
,

及时入空间

远期

高超巡航器

全球侦察 打击
离超导弹

关健时间目标

近期

中期

图 美国发展高超的 个阶梯

美国的高超发展规划示意图 ‘

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于 年组织一批专

家 包括科学界
、

实际操作界
、

政府部门
、

企业
、

研

究院所
,

对吸气式高超系统 运行的有效性进

行评估 最后写出了 《美国空军高超研究的目的和

去向》的报告
,

描述了高超系统的运行要求
,

提出了

规划 目标是在 年得到可运行的高超系统 此

报告代表了小组的一致意见
,

虽然不是官方的最后文

件
,

但是美国空军领导机构决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

考依据 这里我们转述这个高超系统发展规划的示意

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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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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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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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设设设设计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造造试验验验验验验验

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完成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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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行工程制造研发

图 美国空军 与科学顾问部 建议的规划示意图 【,



关键技术领域和 ’题
, , ‘ , ,

‘, ,

欧洲对关键技术的识别 年代中期
经过多年努力

,

德国的戴姆勒
·

奔驰宇航公司
一 ,

对基于

的 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

识别出 大关键
技术领域 气动热动力学

、

推进
、

推进一体化
、

结构和

材料
、

系统和子系统 气动热动力学领域包括 气动
设计

、

气动物理
、

数值模拟技术 在推进领域强调 低
速推进

,

冲压推进
,

大于和低于 二 的超音速冲压

推进
,

火箭推进
,

和有关推进的系统方面 推进一体
化方面特别强调 推进系统和飞行器一体化

,

整体设
计影响

,

飞行推力估算 结构和材料领域包括 材料
发展

,

结构工程和结构验证 系统和子系统设计集中
在 热防护系统

,

飞行控制系统
,

辅助推进系统
,

仪器及其它 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各国对于关键技术领
域及其所含的关键技术的识别也不完全相同

‘

识别关键技术的角度

从公开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
,

识别高超关键技术

的角度主要有下面几种

从科学与技术
,

角度 年代中后期 识别出 的 个基本

的关键技术领域 推进 推进一体化 气动热力学

材料和结构 系统和子系统

工程制造发展
·

、

,

角度 年 ‘” 来识别 如对

高超空
一

地武器系统有 个关键技术领域 推进系
统 机体

一

发动机的热结构系统 飞行器一体化 稳

定
、

制导
、

领航通讯系统 末端引导和传感器 仔细选
配的武器装备 又如

一 ‘ 见表
,

关键技术领

域有 个 飞行器系统 推进系统性能 推进系统

结构体系 热防护系统 机械子系统 电子和电源子系
统 每个领域各有自己的子问题 根据总的飞行器系统

要求 要使整个飞行器系统达到成熟
,

所有各项都必须
满足技术成熟度 , ,

的条件 按 法与按 法识别出的

关键技术基本一样
,

但是更实际
、

更具体
、

更细化

从基础学科角度来看
,

高超工程可以分为

大系统 再入系统
、

上升系统
、

和巡航系统 它们

各 自的关健技术及其优先权也不相同 为了统一协

调地发展
,

目前美国高超工程已经围绕经过选择的两

类任务 高可靠性重复使用发射系统
,

和先进的大规模火



星再入系统 叮
,

来发展关键技术和方法 在后面第 节我们给出

对于 的 系统的关键

技术

美国 的
一

的关键技术

本节给出 在 年公开发表的
,

已经

成功进行飞行试验的美国 的
一

即
一

的关键技术 表 阵
,

这些内容都是围绕

型号的
,

所以比前面讲的更近期
、

更实际
、

更先

进 值得注意的是
,

目前美国 采用工作细目

结构表
,

和技术成

熟度 来表示关键技术的内容和管理 美国国

防部对武器系统的关键技术也采用此管理模式

的 系统的关键

技术

对发展当前高超基础研究起决定性的

系统 分级 三 的关键技术为

机体结构和材料

,
长寿命高温结构和材料

, 卜

一

热防护系统
一

前缘
一

操纵 控制 面
一

高温密封

可重复使用低温油箱

气动
一

推进一体化 盯

·
模式转换 指从涡轮

一

冲压

喷气
一

超音速冲压喷气的转换

气动
一

推进性能

推进

先进涡轮喷气
·
冲压喷气

· 双模式超音速冲压喷气
一

, 火箭基组合循环

一体化系统 罗

·
分级 鳍

热管理

健康管理

功率和执行器

智能和 自主控制 , 。

结束语

高超发展核心任务与空间战的方向是协调一致

的 一
,

高超飞行器有极强的军事背景
,

并有重大的民用

价值和科学意义 高超的核心任务有 高超导弹
、

全

球打击 侦察
、

和进入空间 其中
‘

进入空间
’

对于强

调
‘

空间战
,

的当前世界来讲特别重要 美国空军在

年提出的美国空军战略框架计划 的目标

要求是 要优化空间系统的最大潜力
,

控制和利用全

部的空天领域 无缝隙的
,

当需要时能确保和利用空

间的所有优点
,

也就是要
‘

制空天权
,

解决
‘

进入空

间
’

问题
,

需要改善进入空间的能力 未来的进入空

间的高超系统必须具备负担得起 经济
、

可靠 安

全
、

响应 及时
、

可操作 像飞机那样
、

重复进入

空间的能力

是高超飞行器发展的方向 , ‘ , , , ,

目前建立在火箭基础之上的 及 实

现不了上述
‘

制空天权
,

的目标 只有重复使用发射

飞行器
,

才能满足实现

上述 目标的需要 有两类 以火箭为动力的重

复使用发射飞行器
,

,

与吸气式重复使用发射飞行器
,

具有可 以利用大气

层内空气中氧气
,

结构简单
、

重量轻和可以重复使

用优点的 必将增强空军的核心竟争力 制

空天权
、

制信息权
、

全球打击
、

精确交战
、

迅速全

球移动
、

机敏战斗支持 比如
,

通过两级
、

多作用
、

可以完成低成本
、

响应进入空

间
,

以便用于 空间机动飞行器
、

天基激

光
、

天基雷达
,

及 任务 实现完全

可重复使用的空间运输系统
, ,

是高超飞行领域内追求的

最高目标 它既包括载人系统
,

又包括发射系统

目前高超研制的推动力是
,

不是

和各种组合循环 和

是进入空间的切实可行方法 , ”, ‘”一 ‘ ,

先进强大的高超推进系统是实现高超飞行的前

提 和各种组合循环 和 是进

入空间的切实可行方法
,

技术要求较低
、

风险较小
、

易

于达到 在文献 」中提出了 种不同的两级

的选项 自 世纪 年代起欧美各国就对多级入

轨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 要重视很多新的推进系统的

研制 , ‘”, ,

即使在大气层内的高超飞行也需要开展

一些新的推进系统研制
,

如 脉冲爆轰推进
,

等离子

体技术



离超飞行的理论基础是高超气动热力学

美国自 世纪 年代起就已经开展高超

气动热力学的研究
,

特别是 自 世纪 年代

中期以来
,

在执行
, 一 , 一

等规划过

程中发展了高超热气动力学
,

和很多计算软件
,

如

,

, 一

一

,

,

二

,

,

等 ‘一 , , ‘ , ,

这些软件成为美国研制高超飞行器的最基本的设计

手段 但是高超音速气动热力学方面还存在一些关

键问题有待解决 如各种相干作用
,

层流与湍流之间

的转披
,

试验技术
,

大规模的数值模拟等

不断修订
,

我们要密切注意跟踪
,

结合我国情况
,

吸

取有益经验
,

避开不必要的弯路
,

科学地制定我国高

超发展的整体规划
,

争取我国自己的高超飞行器早日

飞上蓝天

感 谢 评阅人对本文进行的认真仔细评审和提出

的很多宝贵意见 十分感谢编辑对文章认真负责的校

核和提出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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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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