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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ＴＡＥＭ 段结合迭代校正的轨迹快速生成算法
韩　 鹏，李明涛，高　 东

（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　 要： 重复使用运载器（ＲＬＶ）到达末端能量管理段（ＴＡＥＭ）接口处时，其位置、航迹倾角等初始状态存在大范围摄动的情

况，为了使其在此情况下顺利进入自动着陆窗口，提出了一种结合迭代校正法的轨迹快速生成算法．首先根据高度与速度约束

生成参考动压－高度剖面，通过跟踪此剖面实现纵向制导；通过跟踪由 ３ 个参数定义的轨迹地面投影实现侧向制导，纵向制导

和侧向制导可以保证 ＲＬＶ 的速度、航迹倾角、航迹偏角、侧向位置满足末端约束．提出的迭代校正算法可以快速确定航向校准

柱的位置与最终半径这两个参数用以调整航程，从而保证末端所有状态均满足自动着陆段接口处的边界约束．仿真结果表明：
该算法可以根据 ＲＬＶ 具体的初始状态，自动选择直接或者间接进场策略，并快速生成可行的参考轨迹，轨迹生成时间 ４～ １２ ｓ．
该算法使用的数值方法非常成熟与稳定，易于工程实现；与航天飞机的策略相比，该算法不依赖离线计算并存储的若干参考

轨迹，可根据当时的状态自主生成新的参考轨迹．仿真结果验证了算法的快速性、鲁棒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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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使 用 运 载 器 （ ｒｅｕｓａｂｌ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ＬＶ）的整个再入过程可分为 ３ 个阶段：大气层再入

段、 末 端 能 量 管 理 段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ＥＭ）与自动着陆段．末端能量管理

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它将再入段结束时处于随机状

态下的 ＲＬＶ 引导至自动着陆段的接口处 （ ａｕｔｏ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ＬＩ），并要求满足 ＡＬＩ 处的状态约

束［１－２］ ．航天飞机 ＴＡＥＭ 段通过将 ＲＬＶ 与航向校准

柱（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ｅ， ＨＡＣ）相切并校准航向，



之后沿着跑道中心线平飞直到到达 ＡＬＩ 处［２］ ．尽管

航天飞机的 ＴＡＥＭ 制导策略经验证有效，但是它依

赖于事先离线计算的并储存好的若干参考轨迹，在
初始条件扰动较大时缺乏鲁棒性［３－４］ ．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致力于在线生

成参考轨迹．Ｋｌｕｅｖｅｒ 等［５－７］ 为 ＴＡＥＭ 段设计了一种

轨迹生成算法，利用嵌套迭代循环生成 ３ 个与航向

校准柱相关的轨迹设计参数；Ｃｏｓｔａ［８］ 和 Ｂａｅｋ 等［９］

将 ＴＡＥＭ 段轨迹生成问题转化为轨迹优化问题，利
用非线性规划概念求解出轨迹优化问题的可行解；
Ｈｕｌｌ 等［１０］为 Ｘ⁃３７ 的 ＴＡＥＭ 段和 Ａ＆Ｌ 段设计了一

种轨迹生成算法，将轨迹生成问题转换为最优控制

问题，通过求解最优控制问题得到合适的轨迹参数

来修正控制指令；周敏等［１１］以航向调整段进入点飞

行器航向角偏差最小为目标函数，求解以动压、过载

和速度滚转角限制为约束的非线性规划问题；王鹏

等［１２］首先将轨迹规划转化为优化问题，然后给出能

量走廊之内的能量剖面跟踪策略．然而在目前众多

的方法中，最优控制问题和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

非常复杂，必须采用现成的工具箱才有可能求解成

功．而在实际工程实现时，将这些工具箱移植到机载

计算机中会面临较大的障碍．此外，对最优控制问题

和非线性规划问题求解时对初值的选择非常敏感，
选择不同的初值会严重影响求解时间，甚至于初值

选择不好时，会造成求解失败，而初值的选择往往只

能多次试凑．
以易于工程实现为目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迭代校正技术的轨迹生成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初

始状态，快速生成可行的 ＴＡＥＭ 轨迹，成功到达

Ａ＆Ｌ 段并满足 ＡＬＩ 处的终端约束．该算法最终仅使

用了 Ｈｅｕｎ 数值积分、两个未知数的非线性方程组

的求解、以及迭代校正技术，这些数值计算方法均非

常成熟与稳定，而且不依赖于任何工具箱，非常易于

机载计算机平台的实现．最后选取大量对 ＴＡＥＭ 段

初始位置与航向进行大范围的散布的例子，验证该

算法的快速性、有效性与鲁棒性．

１　 运动方程的建立

在对 ＲＬＶ 进行末端能量管理段进行轨迹设计

时，将总攻角 α 与倾侧角 υ 作为控制变量，取侧滑角

为零．假使地球为平面模型，得到其三自由度质点运

动方程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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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ｍ、ｖ 分别为 ＲＬＶ 的质量与速度；θ、σ 分别为

航迹倾角与航迹方位角；ｈ 为高度；ｘ、ｙ 分别为位置；
ｑ 为动压， 表达式为 ｑ＝ １ ／ ２ρｖ２， 其中 ρ＝ ρ０ｅ

－βｈ；重力

加速度 ｇ 表示为 ｇ＝ｇ０Ｒ２
ｅ ／ （ｈ＋Ｒｅ） ２；ＣＤ、ＣＬ 分别表示

阻力系数与升力系数，通过对 Ｘ⁃３３ 的气动数据进行

拟合得到［１４］：
ＣＬ（α，Ｍ） ＝ － ０．０００ ５２２ ５α２ ＋ ０．０３５ ０６α － ０．０４８ ５７Ｍ ＋

０．１５７ ７，
ＣＤ（α，Ｍ）＝ ０．０００ １４３ ２α２ ＋ ０．００５ ５８α － ０．０１０ ４８Ｍ ＋

０．２２０ ４，
式中，Ｍ＝ｖ ／ ｖｓｏｕｎｄ为马赫数．

２　 轨迹规划算法

本文借鉴航天飞机在 ＴＡＥＭ 阶段的制导策略，将
ＴＡＥＭ 段的地面轨迹分为捕获段、航向校准段、以及

进场前飞行段［１５］，如图 １ 所示．

TAEM终止位置

跑
道

捕获段

TAEM起始位置

进场前飞行段

RHAC

ΔσHAC

V
x

y

RF

航
向
校
准
段

间接进场 直接进场

图 １　 航天飞机 ＴＡＥＭ段的地面轨迹

Ｆｉｇ．１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ＴＡＥＭ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ａｃｋ
在航向校准段，ＲＬＶ 沿着内旋的螺旋线进行航

向修正，航向校准柱的半径定义为

ＲＨＡＣ ＝ ＲＦ ＋ Ｒ２Δσ２
ＨＡＣ ．

式中：ＲＦ 为最终的 ＨＡＣ 半径；Ｒ２ 为二次螺旋系数；
ΔσＨＡＣ为剩余的 ＨＡＣ 螺旋校正角度．图 １ 同样展示了

两种返回进场方式：直接进场与间接进场．
２．１　 侧向制导策略

捕获段位于 ＴＡＥＭ 的起始段，倾侧角指令与航迹

偏差角成正比，如
υ ＝ ＫｖΔσＡＴ ．

式中：ΔσＡＴ为当前与 ＨＡＣ 相切所需的航迹方位角偏

差，Ｋｖ 为比例系数．

·７６·第 １０ 期 韩　 鹏，等：一种 ＴＡＥＭ 段结合迭代校正的轨迹快速生成算法



ＲＬＶ 在沿着 ＨＡＣ 柱飞行的航向校准段，需满足

的关系式为

ｇｔａｎ υ ＝ ｖ２

ＲＨＡＣ ／ ｃｏｓ θ
．

　 　 故参考倾侧角为 υｒｅｆ ＝ ｔａｎ－１（ｖ２ｃｏｓ θ ／ ｇＲＨＡＣ）．倾侧

角的指令设为参考倾侧角的前馈项与反馈项之和：

υ ＝ ｔａｎ －１ ｖ２ｃｏｓ θ
ｇＲＨＡＣ

æ

è
ç

ö

ø
÷ ＋ ＫＲΔＲ ＋ ＫＲＤΔＲ

·
．

式中：ΔＲ 为实际与要求的 ＨＡＣ 半径 ＲＨＡＣ之差；ＫＲ、
ＫＲＤ分别为比例系数．

当 ＲＬＶ 相对于跑道的航迹方位角小于 ５°时，
ＲＬＶ 进入进场前飞行段，倾侧角指令切换为

υ ＝ － Ｋｙｙ － ＫｙＤｙ
·，

式中 ｙ 表示与跑道中心的横向偏差．在整个 ＲＬＶ 的

ＴＡＥＭ 飞行段，倾侧角指令均需满足：
υ ≤ υｍａｘ ．

２．２　 纵向制导策略

在 ＴＡＥＭ 飞行阶段，将飞行高度代替时间作为自

变量，选取跟踪动压－高度剖面．这里用一个三次多项

式来定义需要跟踪的动压－高度剖面：
ｑ－ ｒｅｆ（ｈ） ＝ Ｑ０ ＋ Ｑ１ｈ ＋ Ｑ２ｈ２ ＋ Ｑ３ｈ３ ．

式中：Ｑ０、Ｑ１、Ｑ２、Ｑ３ 分别为多项式 ４ 个的系数，可由

以下 ４ 个条件确定．ＴＡＥＭ 起始点的高度 ｈ０ 与动压

ｑ－ ０； ＡＬＩ 处的高度 ｈＡＬＩ与动压 ｑ－ ＡＬＩ；ＴＡＥＭ 段中点处的

高度 ｈｍｉｄ 与此处的动压 ｑ－ｍｉｄ，本文选取 ｑ－ｍｉｄ ＝ （ ｑ－ ０ ＋

ｑ－ ＡＬＩ） ／ ２．ＡＬＩ 处的动压相对高度的变化率为 ０，即

ｄｑ－ ｒｅｆ（ｈＡＬＩ）
ｄｈ

＝ Ｑ１ ＋ ２Ｑ２ｈＡＬＩ ＋ ３Ｑ３ｈ２
ＡＬＩ ＝ ０，

由以上 ４ 个条件可得

ｑ－ ０ ＝ Ｑ０ ＋ Ｑ１ｈ０ ＋ Ｑ２ｈ２
０ ＋ Ｑ３ｈ３

０，

ｑ－ＡＬＩ ＝ Ｑ０ ＋ Ｑ１ｈＡＬＩ ＋ Ｑ２ｈ２
ＡＬＩ ＋ Ｑ３ｈ３

ＡＬＩ，

ｑ－ｍｉｄ ＝ Ｑ０ ＋ Ｑ１ｈｍｉｄ ＋ Ｑ２ｈ２
ｍｉｄ ＋ Ｑ３ｈ３

ｍｉｄ，

Ｑ１ ＋ ２Ｑ２ｈＡＬＩ ＋ ３Ｑ３ｈ２
ＡＬＩ ＝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根据上式可求解出 ４ 个系数．参考动压－高度剖

面确定以后，需确定跟踪此剖面需要的输入指令 α．
利用链式法则，计算动压相对于高度的导数为

　 　 　 　 ｄｑ－

ｄｈ
＝ ｄｑ－

ｄｔ
ｄｔ
ｄｈ

＝ ｄ
ｄｔ

１
２
ρｖ２æ

è
ç

ö

ø
÷
ｄｔ
ｄｈ

＝

１
２

ｄρ
ｄｈ

ｄｈ
ｄｔ
ｖ２ ＋ ρｖ ｄｖ

ｄｔ
æ

è
ç

ö

ø
÷
ｄｔ
ｄｈ

， （２）

而

ｄρ
ｄｈ

＝ － βρ０ｅ
－βｈ ＝ － βρ． （３）

　 　 将式（３）与式（１）的第 １ 式与第 ４ 式带入到

式（２）中可得

ｄｑ－

ｄｈ
＝ － ｑ－β －

ρｑ－ＳＣＤ

ｍｓｉｎ θ
－ ρｇ． （４）

　 　 由式（１）中的第 ４ 式可得

ｖ ＝ ｈ· ／ ｓｉｎ θ， （５）
将式（５）代入式（１）中的第 ２ 式可得到

θ· ＝ ρｈ·

２ｓｉｎ θ
ＣＬＳｃｏｓ υ

ｍ
－ ｇｃｏｓ θ

ｑ－
æ

è
çç

ö

ø
÷÷ ，

将自变量由时间改为高度，可得

ｄθ
ｄｈ

＝ ρ
２ｓｉｎ θ

ＣＬＳｃｏｓ υ
ｍ

－ ｇｃｏｓ θ
ｑ－

æ

è
çç

ö

ø
÷÷ ， （６）

将式（６）与式（４）联立，可得

ｄθ
ｄｈ

＝ ρ
２ｓｉｎ θ

ＣＬＳｃｏｓ υ
ｍ

－ ｇｃｏｓ θ
ｑ－

æ

è
çç

ö

ø
÷÷ ，

ｄｑ－

ｄｈ
＝ － ｑ－β －

ρｑ－ＳＣＤ

ｍｓｉｎ θ
－ ρｇ ＝ Ｑ１ ＋ ２Ｑ２ｈ ＋ ３Ｑ３ｈ２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７）
　 　 通过求解非线性方程（７）可以得到跟踪动压－
高度剖面所需的控制变量 α 与状态变量 θ．
２．３　 轨迹生成策略

ＲＬＶ 的各状态变量相对于高度的微分方程：
ｄｖ
ｄｈ

＝ －
ＣＤｑＳ

ｍｖｓｉｎ θ
－ ｇ

ｖ
，

ｄθ
ｄｈ

＝
ＣＬｑＳｃｏｓ υ
ｍｖ２ｓｉｎ θ

－ ｇｃｏｓ θ
ｖ２ｓｉｎ θ

，

ｄσ
ｄｈ

＝
ＣＬｑＳｓｉｎ υ

ｍｖ２ｓｉｎ θｃｏｓ θ
，

ｄｘ
ｄｈ

＝ ｃｏｓ θｃｏｓ σ
ｓｉｎ θ

，

ｄｙ
ｄｈ

＝ ｃｏｓ θｓｉｎ σ
ｓｉｎ θ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采用 Ｈｅｕｎ 法，积分步长取 Δｈ＝ －１００ ｍ，对微分

方程从 ｈ０ 到 ｈＡＬＩ进行数值积分．利用横向和纵向的

制导策略，可以保证除了 ｘ 外，其余 ４ 个变量均可满

足 ＴＡＥＭ 末端的终端约束．本文采取迭代校正算法

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校正侧向的地面轨迹来调整航

程，使 ＲＬＶ 到达 ＴＡＥＭ 段的末端时满足 ｘ＝ ｘＡＬＩ ．
２．４　 迭代校正算法

ＴＡＥＭ 段轨迹生成策略的详细流程为：首先确

定合适的进场方式．先测试间接进场方式可不可行．
若在最短航程的间接进场模式下，ＲＬＶ 的最终位置

ｘｆ 超过了 ＡＬＩ 的起点位置 ｘＡＬＩ，则确定为间接进场；
若没有超过则测试直接进场方式．若在最短航程的

直接进场模式下，ＲＬＶ 的最终位置 ｘｆ 超过了 ＡＬＩ 处
的位置 ｘＡＬＩ，则将进场方式确定为直接进场．否则，不
存在可行的 ＴＡＥＭ 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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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运行迭代校正算法，每次的迭代过程中，
ＨＡＣ 的位置 ｘＨＡＣ由下式调整：

ｘｋ＋１
ＨＡＣ ＝ ｘｋ

ＨＡＣ ＋ ｂｓｋｇｏ ． （８）
式中：上标 ｋ 为迭代次数；ｓｋｇｏ ＝ ｘＡＬＩ－ｘｆ，表示 ＴＡＥＭ 段

结束时 ＲＬＶ 到 ＡＬＩ 段起始点的距离误差；系数 ｂ 为

校正因子，最终的 ＨＡＣ 半径由以下方法确定：

Ｒｋ＋１
Ｆ ＝ Ｒｋ

Ｆ － （１ － ｂ） ｓｋｇｏ
Ｒｋ

Ｆ － Ｒｋ－１
Ｆ

ｓｋｇｏ － ｓｋ－１ｇｏ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９）

　 　 根据式（８）、（９）运行迭代校正迭代算法调整

ＨＡＣ 位置 ｘＨＡＣ与最终的 ＨＡＣ 半径 ＲＦ，直到 ｓｇｏ的误

差收敛于 １５０ ｍ 的范围之内．

３　 数值仿真

本文对 ＴＡＥＭ 段初始位置与航迹偏角同时进行一

系列散布，并进行仿真．自动着陆段接口处状态约束分

别为 ｈＡＬＩ ＝３ ０００ ｍ，ｖＡＬＩ ＝１５０ ｍ／ ｓ，ｘＡＬＩ ＝－８ ０００ ｍ，ｙＡＬＩ ＝
０．ＴＡＥＭ 段初始高度、速度与航迹倾角状态变量分别为

ｈ０ ＝２０ ０００ ｍ，ｖ０ ＝２８６ ｍ／ ｓ，θ０ ＝－１０°．
仿真结果见表 １．本文的算法由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２ａ 编

程实现，在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 ６４ 位，ＣＰＵ 为

Ｉｎｔｅｌ ｉ３⁃２３１０ 的计算机上运行得到．结果显示，轨迹

生成时间根据迭代次数在 ４～１２ ｓ 之内．
表 １　 不同的起始位置与航迹方位角情况下的仿真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ｚｉｍｕｔｈ ａｎｇｌｅｓ

算例 （ｘ０，ｙ０） ／ ｍ
σ０ ／

（ °）

ｘｆ ／

ｍ

ｙｆ ／

ｍ

ｖｆ ／

（ｍ∙ｓ－１）

σｆ ／

（ °）

进场

模式

最终

ＲＦ ／ ｍ
最终

ｘＨＡＣ ／ ｍ
迭代

次数

生成

时间 ／ ｓ

１ －２ 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８ ０３７．７２ ４．８５ １５０．０５ ２．０６ 间接 ２ ６５４．５７ －８ ４２８．８０ ２ ３．５７

２ －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２７０ －８ １３１．０５ －４．１５ １５０．０９ １．１５ 间接 ２ ５９２．６４ －８ ３０８．１５ ２ ３．５５

３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２７０ －８ ０１５．４７ ５．１０ １４９．９７ －０．１４ 间接 ２ ８１１．４９ －８ ４７７．６６ ３ ５．１３

４ －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２６０ －８ １２８．２５ ４．１４ １４９．７３ －０．６８ 间接 ２ ８５０．９４ －８ ６４１．２０ ３ ５．３６

５ －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 ２６０ －７ ８９６．３６ ３．２７ １５０．７３ ２．７５ 间接 ２ ４９６．８６ －８ ２１１．５７ ３ ５．３２

６ －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 ２２０ －７ ９７９．９３ －０．５５ １４９．５８ －０．３０ 直接 ２ ９０１．６５ －９ ３４３．３９ ４ ７．１４

７ ０，１０ ０００ ２２０ －７ ９８５．０７ －０．１０ １５０．１６ ０．１２ 直接 ３ １０５．７９ －９ ７６０．０４ ３ ５．３２

８ 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２００ －８ １０１．９７ －０．３２ １５０．２３ ０．１１ 直接 ３ ２０９．３８ －９ ７４１．９０ ３ ５．３９

９ 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２００ －７ ９６０．８９ －０．４４ １５０．１８ －０．０２ 直接 ３ ０８３．３６ －９ ３９１．０８ ４ ７．０１

１０ －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１８０ －７ ９１９．３７ ０．５８ １４９．９１ －０．４３ 直接 ３ ０１６．００ －９ ０３７．５１ ５ ９．００

１１ －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１８０ －７ ８６６．５２ －０．１４ １５０．０２ －０．３１ 直接 ３ １６９．７５ －９ １０８．２０ ５ ８．９４

１２ －６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１８０ －７ ８８９．４６ －０．０１ １５０．５６ ０ 直接 ４ ７９６．９７ －１０ ５６６．８９ ６ １０．３３

１３ －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 ２００ －７ ８９６．１６ －０．１０ １５０．０８ ０．０９ 直接 ３ ９０６．６８ －９ ４５７．９９ ６ １０．９７

１４ －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２００ －７ ９１５．４９ ０ １５０．６０ ０ 直接 ５ ７５０．８７ －１０ ７０３．６５ ７ １１．９８

１５ －１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２５０ －８ ０４９．８１ ０ １５０．３５ ０ 直接 ４ ５６８．２４ －１０ ９０５．２６ ７ １１．９１

１６ －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３２０ －８ ０５４．２７ －０．２３ １５０．３０ ０．１０ 直接 ３ ７２８．４７ －９ ６９８．１１ ７ １１．８９

１７ －１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３２０ －７ ９４１．０８ －０．０２ １５０．４４ －０．０１ 直接 ４ ２０８．５２ －１０ ２２５．４６ ６ １０．４６

１８ －１６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 ３２０ －７ ９０９．８２ ０ １５０．４５ －０．０２ 直接 ４ １０７．４９ －１０ １８７．１５ ４ ６．９７

１９ －１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 ３４０ －７ ８８５．３０ －０．２６ １５０．３１ ０．１０ 直接 ３ ５４５．９１ －９ ４８６．９３ ４ ７．１７

２０ －１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 ３４０ －７ ９１０．２３ －４．６９ １５０．０５ １．３８ 直接 ２ ８１７．３８ －８ ４６５．５９ ４ ７．１３

　 　 图 ２ 为表 １ 中 ２０ 个算例的 ＴＡＥＭ 段的地面轨

迹．可以看出，本文的迭代校正迭代算法可以根据不

同的初始条件自动调整 ＨＡＣ 位置 ｘＨＡＣ 与最终的

ＨＡＣ 半径 ＲＦ，直到最终到达 ＡＬＩ 处．
图 ３、４ 表示在算例 １８ 中由本文算法生成的控

制变量剖面图．图 ５ 为例子 １８ 中的参考动压－高度

曲线与实际动压－高度曲线的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

到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实际动压曲线在跟踪参考动压

曲线时均取得了良好的跟踪效果，从而达到了控制

ＴＡＥＭ 段末端速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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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表 １ 中算例的 ＴＡＥＭ 段地面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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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算例 １８ 的攻角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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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算例 １８ 的倾侧角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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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算例１８的参考动压－高度剖面与实际动压－高度剖面对比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４　 结　 论

１）本文为 ＲＬＶ 在 ＴＡＥＭ 段提出了一种快速的

在线轨迹生成算法．通过迭代校正迭代算法确定

ＨＡＣ 的位置与最终半径，从而调整 ＲＬＶ 的航程，使
其到达末端时各个状态均满足 ＡＬＩ 处的边界约束．

２）仿真表明，本文给出的算法可根据 ＲＬＶ 在

ＴＡＥＭ 初始阶段的状态，自动选择进场策略，并调整

ＨＡＣ 的位置与最终半径，生成可行的 ＴＡＥＭ 可行轨

迹．仿真结果验证了算法的快速性、有效性与鲁棒性．
３）本文提出的方法并不依赖于事先离线计算好

的轨迹，且使用的数值方法成熟且稳定，不使用任何

工具箱，便于工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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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封面图片来自本期论文“隐身反设计下飞翼布局气动与隐身综合设计”，是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

无人机特种技术研究团队研制的大展弦比飞翼布局设计过程及气动与隐身综合特性的示意图．飞翼布

局具有显著的高气动效率和高隐身性能，能够提高突防能力并获取空中优势，逐渐成为各国武器装备发

展的重点之一．如图中所示，传统的翼型前缘设计时，为了在前缘流动加速缓和，逆压梯度更小，保持在

较大迎角范围内都保持附着流动，因而前缘半径一般比较大（钝形前缘），但其在前向会产生较强的镜

面反射，不利于无人机前向隐身．基于双发动机布局下飞翼无人机大鼓包式机身，本文采用隐身反设计

思路，提出了一种减小翼型前缘半径的机身前缘类“鹰嘴”形飞翼布局设计，且该设计主要应用于机身

截面．通过表面极限流线分布及全向 ３６０°ＲＣＳ 对比，综合分析气动与隐身特性，验证了隐身反设计思路

的有效性．

（图文提供：张乐，周洲，许晓平．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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