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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飞机发动机控制：设计、系统分析和健康监视》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最新出版的航空发动机系
列教材之一，内容包括航空发动机控制和监视系统的基础理论、最新进展和成果，运用发动机控制理
论和工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发动机控制的新概念和新思路，并针对涡扇与涡轴发动机，
介绍了航空发动机控制和监视系统的综合设计方法。
《飞机发动机控制--设计系统分析和健康监视》可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了解航
空发动机控制和监视系统的发展提供参考。
也可供相关专业院校师生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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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5高逼真度发动机仿真 高逼真度发动机仿真，如基于图2—9所示的瞬态循环模型
，是发动机制造商为发动机和控制系统设计而开发的系统。
这种仿真能实现从进气道到排气口的所有发动机部件性能的非线性估计。
不同类型（型号）的发动机有不同的非线性仿真以反映相应的配置和特征。
美国政府的很多实验室也开发了高逼真度发动机仿真。
然而，大多数这类仿真以编程语言的形式执行，需要编译和链接以便在特定的计算机硬件上运行。
此外，由于含有部件性能特性的敏感性质，这些仿真通常也是保密的。
 近年来，用像Mathworks公司的Simulink等图形建模工具对复杂系统进行高逼真度仿真的方法引起了广
泛的兴趣。
这些图形建模工具为建模和分析控制系统性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设计接口。
本节介绍其中的两种基于图形模型的仿真：第一个是美国空军研究室对双轴、低涵道比、带加力的通
用涡扇发动机的仿真；第二个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双轴、高涵道比的通用涡扇发动机
的仿真。
两个通用仿真均在Simulink建模和仿真环境下运行。
 2.5.1美国空军通用涡扇发动机模型 美国空军管理着种类繁多的飞机涡轮发动机模型。
这些涡轮发动机由许多不同的供应商提供，即使对同一型号发动机，发动机模型也存在差异。
虽然对多数的发动机型号都存在高精度仿真模型，但是对于开发这些模型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
 Wright—Patterson空军基地的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与Scientific Monitoring公司签约开发了一个通用
涡扇发动机模型（AFRL模型）。
该模型为发动机部件模型的开发和在系统级进行部件耦合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其目的与Adibhatla和Gastineau，Gastineau，Mink和Behbahani以及数字推进系统仿真（NPSS）中所讨论
的模型一致。
AFRL模型也可以作为发动机控制和健康管理相关研究的工具。
 AFRL模型对发动机的稳态和瞬态行为均能进行模拟。
在通用发动机模型框架中，模型开发和功能扩展是标准化的，并且能按需求在多个组织间共享。
为一台发动机开发的部件模块可以被后续模型重复使用，使获得分析结果所需的时间和费用显著下降
。
 这个通用双轴涡扇发动机模型代表了一台现代的、高涵道比、非加力的涡扇发动机模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飞机发动机控制>>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飞机发动机控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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