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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空气动力源致振动响应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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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驾驶舱外形上多处凸起对驾驶舱内若干重要部位的振动响应的影响。方法 首先采用大涡

模拟方法，计算多种飞行工况下分离气流产生的作用于机身前段外表面的非定常脉动压力载荷，然后将所

得载荷作用于前机身详细有限元模型上，获得所关心的驾驶舱内部分站位的加速度响应。结果 通过对加速

度响应结果的分析处理及与试飞测试数据对比，可知驾驶舱外形上多处凸起对驾驶舱内的振动量值影响比

较大，气流分离对驾驶舱舱内振动贡献，峰值位置处达到了 25%左右。结论 相关计算结果可用于驾驶舱工

效性评估和驾驶舱外形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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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Responses of the Cockpit Caused by Aerodynamic Sources 

XIE Wei-jie, YANG Hong-jie 
(AVIC Xian Aircraft Industry (Group) Co., Ltd, Shaanxi, Xian 71008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n the vibrating responses of some interested parts inside the cockpit, 

which is caused by the bumps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cockpit. The pulsating pressures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front fuselage 

under some specific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calculated firstly through large eddy simulation methodology. Then the pulsating 

pressures was applied to the detaile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front fuselage and the responses of acceleration of some sta-

tions in the cockpit were obtained. After analysis of the acceleration response result and comparison of the test flight data,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bumps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cockpit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magnitude of vibration inside the cockpit. 

The contribution of flow separation could reach 25 percent at the peak position. Relevant calculation results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man-machine efficacy and optimize the external form of the cockpit. 

KEY WORDS: large eddy simulation; pulsating pressure; flow separation; CFD; man-machine efficacy 

现代飞机根据需要，会在驾驶舱外围增加凸起结

构（如照明灯，特殊需要天线等）。这些凸起会改变

前机身外形，导致机身表面的局部气流分离，进而作

为振源引起附加的驾驶舱振动。在一些情况下，甚至

造成驾驶舱内振动量级上的改变，严重影响驾驶舱在

整个特定飞行任务期间对空勤组驾驶仪表、显示器和

武器瞄准装置的视觉敏锐度，从而影响人员的操纵效

能和身体健康。因此需要对这种因为流场变化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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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舱振动进行分析和评估[1-3]。 

目前，研究分离流导致的机体动态响应的主要

方式是风洞试验和飞行实测，这两种方式各有一定

的局限性。一般而言，风洞试验只适用于测量机身表

面动压力分布，而且由于模型尺寸和风洞雷诺数的限

制，测量得到的表面脉动压力分布误差较大[4-8]。飞

行试验可以得到实际的驾驶舱内振动数据，但是由

于飞机上的振动源比较多，单纯气动力引起的振动

响应无法分离得到，不利于对飞机外形的影响进行

针对性分析[9-10]。 

借助于目前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文中针对面

临的此种问题，首先根据大涡模拟理论，采用 CFD

软件计算得到了多种飞行工况下分离气流产生的作

用于机身前段表面的非定常脉动压力分布，然后根据

定义 CFD 和 CSD 模型上载荷的对应关系，将所得的

脉动压力作用于前机身详细有限元模型上，从而得到

所关心的驾驶舱内若干部位的加速度响应分析，以用

于后续分析处理[11-15]。 

1  研究方法及过程 

1.1  CFD 非定常气动力计算理论简介 

CFD 计算采用大涡模拟理论[16-23]。大涡模拟理论

认为湍流运动是由不同尺度的漩涡组成，在中大涡模

拟方法中，通过滤波函数，将湍流的瞬时运动信号分

解成大尺度涡运动和小尺度涡运动两部分。其中大尺

度涡拥有较大比例的湍流动能，对雷诺应力产生及湍

流扩散起主要作用，对边界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即

依赖于个别的流动条件，不存在通用模型，但可以通

过控制方程直接进行数值求解；小尺度涡主要起耗散

作用，在高雷诺数下，小涡的运动趋于各向同性，受

边界条件影响较小，可以使用通用模型来模拟。作为

直接数值模拟方法的过渡，利用大涡模拟方法，可以

在目前的计算机水平下得到描述表征湍流主要结构

的速度场，能够较真实和精确地反映湍流的连续运动

和发展。文中将采用方程（1）的亚格子尺度模型[24-25]，

应力可用 Boussinesq 关系[26]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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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格子尺度涡黏性通过式（2）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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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u 是 Faver 平均[27]后的速度；S 为应变量；

l 由式（4）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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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格子湍动能由式（5）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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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生成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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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 Cμ=0.008 54，Ck=0.1，Cζ=0.916，α=0.1，σk=1。 

1.2  计算模型 

1.2.1  CFD 计算模型 

根据真实飞机气动外形，建立 CFD 计算模型。

模型对局部细节进行简化，保留飞机表面主要的外形

特征，同时满足流场计算和分析的要求。流场计算网

格采用六面体结构网格，为了控制附面层网格质量，

采用 O-grid 拓扑构型，如图 1 所示。 
 

  
a 飞机周围网格 

 
b 机身表面结构网格 

 

图 1  流场计算网格 
Fig.1  Computation grids of the flow: a) grids surrounding 

the airplane; b) structural grids on the airplane surface 
 

1.2.2  驾驶舱结构动力学有限元模型 

计算采用的驾驶舱结构动力学有限元模型如图 2

和图 3 所示。由于缺乏独立的驾驶舱 GVT 数据，驾

驶舱结构动力有限元模型的修正和验证很难进行。对

该模型的修正和验证采取的手段是选取全机动特性

分析模型（现有振动及颤振计算模型）前驾驶舱部分，

对其进行固有特性计算，以其前两阶模态对驾驶舱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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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动力有限元模型进行修正和验证。动力学模型的前

两阶整体模态与地面振动试验结果符合性良好，模态

振型如图 4 所示。 
 

 
 

图 2  驾驶舱有限元模型 
Fig.2  FEM of the cockpit 

 

 
 

图 3  驾驶舱有限元网格模型（内部） 
Fig.3  FEM of the cockpit (inside) 

 

 
 

图 4  驾驶舱第一阶整体模态 
Fig.4  The first global mode of the cockpit 

2  结果 

2.1  计算工况 

根据飞机飞行任务选择 5 种工况进行计算，具体

见表 1。 

2.2  CFD 计算结果 

飞机表面的脉动载荷强度与来流的速度有直接

的关系，由气流与物体相互作用产生，可以等效成为 

表 1  飞机飞行任务的 5 种工况 
Tab.1  Five working conditions of aircraft flight mission 

工况 飞行状态 飞行高度/ km 马赫数 

1 正常平飞 5 0.55 

2 正常平飞 4 0.55 

3 正常平飞 3 0.55 

4 起飞状态 0.2 0.2 

5 爬升状态 1 0.3 

 

多个散布的偶极子载荷力，其强度的大小正比于流体

作用力。流体表面的流动脉动压力的强度与流速的 6

次方成正比。通过大涡模拟瞬时流场的计算，可以

得到机身表面上随时间变化的脉动压力。在工况 1

下的脉动压力如图 5 所示，下机身表面摩擦线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知，下表面圆球下游有较大的气流

分离区域。 

 

 
a 上表面 

  
b 下表面 

 

图 5  机身表面的脉动压力 
Fig.5  Impulsive pressure on the fuselage  

surface: a) upside; b) downside 

  

 
 

图 6  机体下表面的摩擦线 
Fig.6  Bottom surface friction lines of the fuse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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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载荷处理 

将 CFD计算出的载荷加载至动力学有限元模型。
载荷处理需要解决 CFD 模型与 FEA 模型之间的载荷
转换，即需要将 CFD 模型分析的输出载荷映射到对
应的 FEA 模型位置处，作为 FEA 模型的输入载荷。
文中载荷转换方法采用最近结点映射的思想，在 CFD
模型中选出载荷显著区域，记录结点及空间坐标信
息，然后利用空间坐标在 FEA 模型中找最近结点，
从而作为对应加载结点。 

2.4  驾驶舱动力学响应分析结果 

驾驶舱结构响应计算方法是基于模态的瞬态响
应计算方法，常用的模态计算方法为 Lanczos 方法。
文中所采用的结构有限元模型规模较大，为提高计算
效率，采用并行计算方法——AMS（Automatic multi- 
level substructuring）方法。 

加载载荷为时域载荷，因此输出结果为加速度-
时间历程，可根据计算任务、关注结构等选取输出点
位置。工况 1 左驾驶员座椅处的动响应分析结果，即
节点处的加速度响应时间历程如图 8 所示，其余工
况、其他输出点计算结果类型与之类似。 

 

 
 

图 8  工况 1 左驾驶员座椅处三个方向加速度 
Fig.8  Accelerations of three directions of left  

pilots seat for working condition 1 
 

2.5  计算结果分析 

对比加速度响应曲线，有如下特点： 
1）每个工况每个输出点的 y 方向（飞机竖直方

向）加速度曲线振动量最大，然后是 z 方向（侧向），
最小是 x 方向（航向）； 

2）受到初始状态的影响，瞬态响应（曲线前 1 s）
响应明显比后续“稳态响应”（曲线后 1 s）量值大。 

将计算结果数据通过傅里叶变换转化为功率谱
密度后，与试飞测试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气流分离
对驾驶舱舱内振动贡献较大，峰值位置处达到了
25%左右。 

3  结论 

文中采用 CFD+CSD松耦合的计算方法分析了驾

驶舱外型上多处凸起对驾驶舱内若干重要部位的振

动响应的影响，发现驾驶舱外形的凸起的影响较大，

峰值位置可达到 25%左右。与风洞试验和飞行实测相

比，文中采用的 CFD+CSD 松耦合的计算方式具有成

本低、影响因素可控等优点。后续可结合风洞试验和

飞行实测对计算结果进行评估和改进。此项工作对于

飞行驾驶舱工效性评估和飞机外形优化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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