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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体系结构关键技术研究》对流体系统结构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涉及流处理特
征、流程序设计模式、流水线的组织、核心级和流级硬件结构、特殊执行机制和系统构成等关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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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绪论研究背景和意义流动控制技术和MEMS技术未来高技术战争对航空航天技术创新
发展的需求促进了流动控制技术的发展。
流动控制技术是航空航天领域研究的热点，也是流体力学研究的前沿。
先进的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在航空航天、航海及工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且具有显著提高性能
的潜力，将极可能成为21世纪航空航天和空气动力学的重大突破性技术。
在射流矢量控制方面，射流矢量控制在航空航天及工业领域应用广泛，如控制各种燃烧器内同向燃气
／空气射流偏转，可以缩短其核心区长度，提高燃烧器燃烧效率。
控制射流矢量偏转来实现推力矢量控制，是飞行器多年来一直在研的关键技术，以发动机为例，推力
矢量发动机可以大幅度提高飞行器的性能、机动性以及隐身性；尽管目前机械式推力矢量技术和二次
流推力矢量技术，取得了明显的矢量偏转效果，但却增加了结构重量和系统复杂性。
因此，寻找和探索高效的主动流动控制技术来实现发动机推力矢量控制，意义重大。
在流动分离及气动力控制方面，流动分离在人类生活环境中几乎随处可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飞行器
、在陆地上运行的交通工具、在水下航行的水下潜艇，在涡轮机和扩散器上，甚至人体血管内血液的
流动等都存在流动分离问题。
流动分离现象对人类生活有好有坏，对流动分离进行控制，延迟或促使流动分离发生，使其有利于人
类生产生活，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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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成射流/合成双射流机理及其在射流矢量控制和微泵中的应用研究》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全国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之一，全书分为合成射流激励器基础研究；新一代合成射流激励器——合成双
射流激励器等内容。
《合成射流/合成双射流机理及其在射流矢量控制和微泵中的应用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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