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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总体与综述中国“巨型飞艇”发展前景探讨平流层飞艇囊体体积设计及净浮力变化规律研究新型
空中展开飞艇大载重浮升式运输飞机研究进展俄罗斯浮空器概述飞艇概念设计比例效应分析研究飞艇
总体构形新概念设计国内外高空气球发展简介空间充气结构的展开控制方法平流层飞艇概念设计初探
平流层信息系统定点平台总体估算方法系留气球地面系留设备浅谈一种容积可变平流层飞艇概念及关
键技术一种新型平流层空飘动力气球热力学与气动平流层飞艇热力学模型和上升过程仿真分析充气式
飞艇气弹性特性数值模拟方法浮空器气动弹性计算方法研究高空飞艇的流固耦合数值研究高空系留气
球系留缆绳载荷计算方法研究临近空间平台飞艇热分析、仿真设计和电力系统研究平流层浮空器定点
悬浮过程中的温度变化研究平流层浮空器内部自然对流的数值模拟平流层浮空器热分析与热控制的研
究现状平流层昼夜环境温度变化分析系留气球气动力计算方法研究一种热气冲击射流强化换热的除冰
雪方法结构与强度12000m3系留飞艇破损故障分析研究薄膜结构有限元分析的理论求解充气梁展开仿
真研究飞艇结构动态特性分析飞艇囊体结构分析小议飞艇气囊压力与蒙皮张力的估算浮空器的有限元
建模技术和无风载条件下囊体的张应力分布基于导弹爆炸冲击波和碎片的飞艇易损性研究车载系留气
球锚泊状态动力学分析囊体结构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系留气球金属结构件与球体柔性材料连接强度评估
系留气球静力有限元分析浮空器强度分析边界条件的确定系留气球系留系统运动与仿真低空验证飞艇
建模与仿真常规布局平流层飞艇发射、回收过程分析基于Matlab/Simulink的飞艇全数字仿真系统基
于Matlab和ADAMS的飞艇运动仿真自然形高空气球发放阶段动力学研究平流层飞艇高度方向稳态运动
特性分析平流层飞艇平台附加质量计算方法研究平流层飞艇重力下降速度研究系留气球“迎风低头”
现象分析系留气球锚泊状态动力学建模与分析系留气球时域响应分析系留气球系留点的工程设计方法
研究系留气球纵向运动方程建模与动态仿真测量与控制电子罗盘在系留气球中的应用飞艇动力学方程
飞艇气动力半经验模型及其参数辨识无人飞艇总体布局对配平控制量的影响分析飞艇风机的选型方法
研究高空飞艇高度保持控制器设计基于某低空飞艇的压力控制系统设计方法研究基于无线网络的浮空
器地面集成电测系统具有矢量推进系统的飞艇飞行控制研究与仿真分析平流层飞艇控制技术研究平流
层飞艇运动控制研究无人飞艇任务路径跟踪控制系留气球三维动态仿真及测控系统设计智能浮空飞行
平台与飞控导航系统能源与动力飞艇推力转向技术研究高空长航时飞艇的能源与推进技术平流层飞艇
动力推进系统概述平流层浮空器能源动力系统初步研究平流层气动飞艇概念研究材料与工艺大型柔性
飞艇外囊体裁剪设计分析方法大型系留气球系统氦气保障技术研究飞艇囊体加工工艺研究系留球褶皱
问题浅析系留气球空中系留状态球体漏氦率的工程计算方法系留气球囊体焊接方法探讨系留气球平台
软式结构设计技术研究芳纶缆索端头胶接工艺研究载荷与应用超高空浮空器平台在预警探测领域应用
研究飞艇主气囊压力告警的故障诊断与维修决策浮空飞艇和高高空长航时无人机SINS组合导航系统基
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测控应用近太空浮空器军事应用分析平流层飞艇及综合战术信息系统研究
区域卫星导航系统临近空间应用设想用于无线输能的整流天线的设计与实验预警飞艇作战效能分析高
空无人浮空器军事需求初步分析最适于城市警务任务的绿色航空器——中小型软式飞艇光纤通信在浮
空器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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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 超高空浮空器平台承载能力使预警探测装置搭载成为可能　　平流层飞艇可以作为超高空预警
探测装置的理想承载平台。美国导弹防御局（MDA）在2005年开展的高空飞艇（HAA）项目第三阶段
试验（样机制造和演示验证）中，已将长152m、直径48.7 m、体积达150万立方米的氦气飞艇（各隔舱
并不是全充氦气），释放到20km以上的高度，该飞艇具有2000kg的负载能力，在它上面足以加载1部
探测半径500km以上的远程警戒雷达天线系统、固态发射／接收系统和信息传输系统，而雷达终端系
统则置于地面战役或战术情报中心内，通过无线通信接收、处理、显示飞艇载雷达探测到的目标信息
。下一步研制的生产型样机则负载更大，其承载能力提高到6000kg，升高达到26km以上，可在它上面
加载1部探测半径达1000km以上的远程预警雷达天线系统、固态发射／接收系统和信息传输系统。　
　2.2 超高空浮空器平台能源供应使预警探测装置工作成为可能　　太阳能是超高空浮空器平台能源供
应的首选。由于飞艇表面积很大，用轻质薄膜太阳能电池组铺敷在飞艇脊背表面，白天产生的电力除
供雷达、通信和飞艇控制系统工作外，还存储一部分供夜间使用。美国高空飞艇项目第三阶段试验用
的飞艇可以提供10kW的电能，下一步研制的生产型飞艇则可以提供75kW的电能，而采用先进固态器
件的远程预警雷达整机（不含终端系统）电能消耗通常应在50kW以下。　　2.3 超高空浮空器平台控
制能力使预警探测效能得以充分发挥　　平流层飞艇通常带有驱动装置，可在战区内实施必要的机动
，以便到达对目标的最佳探测位置，充分发挥预警探测设备的效能，更好地为作战行动服务。如：美
国高空飞艇项目第三阶段试验用的飞艇，两侧各装有2台电动螺旋桨推进器，机动速度可达55km/h以
上，下一步研制的生产型飞艇机动速度可高达120km/h以上。此外，平流层飞艇留空时间可达数月甚
至数年，战时可持续实施对空中、地面和海面目标的探测、监视；和平时期即使部署在边界己方一侧
，也能对边界另一侧区域内的陆、海、空活动进行全面监视，必定会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起
到威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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