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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30年来，元件级电子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增长已达到五个数量级。
然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相应的系统级电子技术的发展却只呈线性增长，与呈指数级增长的元件级电子
技术的发展很不相称。
DickCollinson的书及其修订的第2版都对此做了讲述，并为推动系统级电子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
基础。
对于航空电子领域的入门者而言，拥有一本有助于他们理解现有的和还在不断发展之中的航空电子系
统的工具书是十分重要的。
同样地，对于这个领域的从业者而言，在进行设计时拥有一本阐述该领域成熟方法的概论性手册也是
十分必要的。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致力于航空工业创新事业的一代人宝贵的知识经验积累，有助于读者理解
现有航空电子系统的体系结构和系统性能。
这是一本工程实用性很强的书，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并辅助以严谨的解释，便于工程技术人员理
解和创新应用。
作者对第2版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修订，介绍了自第1版出版以来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技术革新。
特别是，为了提高读者兴趣，把显示和人机交互的内容提到了第2章，并且增添了有关头盔显示器、
固态座舱仪表和语音直接输入的最新发展的内容，并附有现有装备的插图，使第2章更易于理解。
第3章新增了主动控制方面的内容。
第4章介绍电传控制，新增了有关波音777主飞行控制系统更新发展的经验总结的内容。
第5章惯性传感器和姿态测量，新增了现代微型机械陀螺的内容和光纤陀螺的最新发展，并且重点介
绍了捷联系统、斜轴测量。
第6章导航系统，更加深入地讲述了GPS，并增加了差分GPS和卫星增量导航系统。
最后，第9章和第10章分别增加了COTS和无人机的内容。
相信读者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是作者充满热情和灵感的劳动结晶，来自于作者在创造性工作中不断
积累的经验和成就。
DickCollinson致力于航空电子学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个人努力完成了这本紧跟技术前沿的权威
性著作。
本书在航空机载设备与系统结构设计和集成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将产生其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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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飞机飞行综合驾驶系统所涉及的诸多专业知识，使航空机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
驾驶（控制）系统成为一门引人入胜、充满挑战的学科领域。
除飞机飞行控制的原理（包括电传控制、波音777主飞行控制系统更新发展的经验总结的内容）以外，
还涉及到诸多专业学科的技术，如卫星导航、惯性传感器和航向/姿态测量（包括光学陀螺和捷联系统
）、人机交互、语音识别、先进的显示系统、全息光学、智能信息系统、闭环控制系统、高度集成的
故障生存系统、高可靠性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和数据总线系统以及无人机方面的内容。
    本书既可用作各航空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又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与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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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4外部传感器系统此系统包括雷达和红外传感器，能够在各种气象和夜间的条件下进行操
作从而提高了飞机（或直升机）的飞行能力。
下面简要介绍这些系统的基本原理。
雷达系统：在所有的民航客机和许多通用飞机上都安装有气象雷达。
此雷达观测飞机前方气象状况并提供暴风雨、湍流和急剧气象变化的预警，从而可以改变航线以避开
复杂气象干扰。
需要注意的是，在存在强湍流的情况下，垂直阵风（突风）会给机体施加很大的压力和负载。
气象雷达同样可以用于地形匹配和地形回避飞行模式中。
现代战斗机通常既具有基本的对空拦截能力又具有对地攻击能力，因此需装备复杂的多模式雷达以完
成此双重任务。
在空中拦截（Air Interception，AI）模式下，雷达必须要探测到100mile以外的飞机并在扫描多架飞机的
同时跟踪目标（通常至少是12架）。
雷达也必须具有下视功能，以观察飞机下方低空飞行的目标。
在对地攻击或地形匹配模式下，雷达系统能够通过地面返回来的雷达信息生成地图显示信息，从而分
辨出特定的地形特征，以用于定位和目标获取。
红外系统：红外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系统，无需向外发出任何信号。
红外传感器系统将固定的前视红外传感器或带有万向节的红外成像传感器所提供的信号生成一个热成
像的视频图像。
热成像图像可使夜间的物体如同在白昼一般清晰，并标示出飞机发动机等热源，从而把目标从伪装诱
饵中区分开来。
红外系统也可用于搜索和跟踪模式，进行被动侦察以及利用目标发出的红外线进行跟踪，具有很高的
军事价值。
1．1．5任务自动化系统此系统通过自动操作和管理来完成多种任务，从而减少了飞行机组的工作量让
机组人员更多地进行飞行监控工作。
导航管理系统：导航管理包括无线电导航辅助系统的运转以及所有的导航信息源，如GPS和惯导系统
的数据整合，以提供最精确的飞机位置、地速和轨迹信息。
该系统从自动驾驶仪获得飞机操纵指令，使飞机自动地沿计划飞行航线飞行，包括着陆时的四转弯航
路点航向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此功能也可由飞行管理系统（Flight Management System，FMS）实现（如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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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飞行综合驾驶系统导论》：我们要继续投身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继续开展理论和工程实践研究，
努力服务我军航空武器装备建设，为航空装备研制和技术保障尽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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