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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舰载机机载装备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试验的工程实现方法。方法 从 GJB 150.18A—

2009、MIL-STD-810F/G 及其提供的实测数据出发，分析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载荷特征，对几种常用试

验方法的工程实现进行探讨和比较。结果 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具有瞬态、交变、低频、大位移、高速

度等特征。阻尼正弦波方法的实施路径比较明确，复杂波形再现方法实施路径比较模糊且复杂，超长脉冲

半正弦波方法具有多种局限性，前两种方法的速度、位移都较大。结论 阻尼正弦波方法较复杂波形再现方

法更容易实现，但两者都需要大位移、高速度的专用冲击试验设备和适当的波形处理技术，超长脉冲半正

弦波方法在前面两种标准推荐方法能够实现时，不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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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Test Methods 

MAO Yong-jian, WANG Jue, CHEN Ying, LIU Qing-lin, LI Ming-hai, NIU Bao-liang,  
ZHANG Ping, YAN Xia, ZHENG Min, LI Xiao-lin 

(Institut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Mianyang 62199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for 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tests of materiel mounted in or on carrier-based aircraft. Based on GJB 150.18A—2009, MIL-STD-810F/G and the presented 

measured dat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were analyzed and the present test methods we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The 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loads were transient, alternate, in low-frequency, of 

large displacement and high velocity.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of the damped sine wave method was relatively clear; while 

the complex wave form control method was unclear and complicated. And there were several disadvantages in the su-

per-long-duration half-sine wave method. The velocity and displacement were relatively large in the damped sine wave method 

and the complex wave form control method. The damped sine wave method is more convenient to be implemented than the 

complex wave form control method; and for the both methods, special large-displacement and high-velocity shock machines and 

appropriate waveform processing techniques are necessary; the super-long-duration half-sine wave method should not be rec-

ommended when one of the above two standard-recommended methods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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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固定翼舰载机机上或机内装备（以下简称

机载装备）在承受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时的功能

和结构完好性，无论是 MIL-STD-810F Method 516.5 

Procedure VIII[1]、MIL-STD-810G Method 516.6 Pro-

cedure VIII[2]还是 GJB 150.18A—2009 程序 VIII[3]，

都对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试验提出了要求。这些

标准对试验方法的规定都不够详尽，对实施的指导性

还存在一定差距。 

针对舰载机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相关试验，国

外的报道主要集中在 1970 年代，包括采用试验车的

冲击试验[4-5]、冲击数据实测[6]以及疲劳试验[7-8]等。

近年来，围绕舰载机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动力学仿

真[9-12]和结构可靠性问题[13-14]的研究较多，但针对弹

射起飞和拦阻着陆的冲击试验技术研究较少。孙建勇

等[15]分析了拦阻着陆冲击环境的特征及其环境效应，

讨论了拦阻着陆冲击与正常着陆冲击的区别，并根据

基本设计冲击和拦阻着陆冲击的加速度响应特性，指

出基本设计冲击不能充分覆盖拦阻着陆冲击，最后分

析了机载设备经随机振动试验或基本设计冲击试验

后免去拦阻冲击试验的条件。由于国内对拦阻着陆冲

击研究较少，尚缺少相应的实测数据，现有标准规范

中也没有给出其冲击环境条件，因此，在实施拦阻冲

击试验时，尚存在难以准确确定试验条件的问题，亟

待加以研究解决。史为民等[16]简要讨论了弹射起飞和

拦阻着陆冲击试验方法，并建议加强研究，尽快制定

试验规范，确保舰载机机载产品能够高可靠性地工

作。王虎寅等[17]提出通过对试验件的尺寸缩比，并采

用替代材料，可以对弹射载荷进行缩比，减小试验行 

程，保证能够在水平冲击滑台上对弹射载荷进行模

拟。上述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总的来讲，

这些研究尚不足以指导和规范舰载机机载装备弹射

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试验的工程实施。 

文中从 GJB 150.18A—2009 以及 MIL-STD-810F/G

出发，就舰载机机载装备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试

验的工程实现方法作进一步讨论。 

1  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环境及

其载荷特征分析 

上述标准[1-3]指出：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是

由飞机质量和起落架阻尼特性所确定的较低频率的

近似正弦的瞬态周期振动，这是与其他典型冲击的主

要区别。根据实测数据，典型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

击的加速度时间历程如图 1 所示[1-3]（文中的 x、y、z

向分别对应文献[1-3]中的纵向、垂向、横向；另外，

文献[1-3]中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的纵向，即 x 向的加

速度曲线前后均不在零线上，文中予以了修正）。由

图 1 可见，弹射起飞冲击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个阶

段是瞬态冲击（可以理解为持续时间较短、能量较高、

幅值随时间变化的非平稳振动）；第二个阶段是持续

时间约为 2 s 的瞬态振动（可理解为持续时间较长、

能量较低、幅值随时间变化的非平稳振动）；第三个

阶段是另一个瞬态冲击。拦阻着陆冲击由两个阶段组

成：第一阶段是瞬态冲击过程；第二阶段是持续时间

约为 3 s 的瞬态振动。 
 

 
 

图 1  典型弹射拦阻加速度曲线 
Fig.1  Typical acceleration curves of 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a) x-direction of catapult launch; b) y-direction 

of catapult launch; c) z-direction of catapult launch; d) x-direction of arrested landing; e) y-direction of arrested landing;  
f) z-direction of arrested landing 

 

根据上述介绍并结合图 1，可总结弹射起飞和拦

阻着陆冲击环境的特点。 

1）瞬态特征：载荷曲线具有显著的瞬态变化特

征，尽管曲线中含有稳态分量，但这种稳态分量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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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特征，对试验考核也不重要。 

2）振荡特征：载荷曲线是复杂振荡波形，在忽

略稳态分量的情况下，它表现为交变载荷，而不是单

脉冲（单方向）的经典冲击波形。 

3）低频特征：载荷曲线的频率较低，其特征与

飞机结构的模态相关。 

4）大位移、高速度特征：这些载荷是在弹射和

拦阻过程中测得的，其物理过程本身就具有大位移、

高速度特征。特别是 x 向，弹射行程在 70~90 m，弹

射速度近 300 km/h（83.3 m/s） [18-20]；拦阻初速在

50~60 m/s，拦阻行程在 70~90 m[12]。实测数据表明，

较于其他典型冲击，y、z 向冲击也具有较大的位移和

速度。 

2  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试验方

法讨论 

根据文献[1-3]，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试验方

法，分为有实测数据和无实测数据两种。此外，国内

外在上述两种方法的实施条件不具备时，还采用过标

准外的其他方法。 

2.1  无实测数据——阻尼正弦波方法 

无实测数据时，采用阻尼正弦波模拟，其数学表

达式为： 

m e( ) e sin , 0tA t A t t T  ≤ ≤  (1) 

式中，A 为加速度； mA 为加速度幅值； 为阻尼

比； 为圆频率；t 为时间； eT 为冲击有效持续时间。 

相关参数的取值要求为：波形圆频率 由给定飞

机的结构分析和第一阶模态的频率综合确定；加速度

幅值 mA 由给定飞机的结构分析、第一阶模态的频率

以及装备在第一阶模态振型上所处的位置确定；阻尼

比  取 0.025（即品质因子 20Q  ）；冲击有效持续时

间 eT 取 2 s；冲击次数由特定的应用确定，一般根据

疲劳寿命计算；冲击间隔时间一般为 10 s 及以上。 

由上述要求可见，阻尼正弦波方法中，相关参数

或者其确定方法都是比较明确的。这样在工程实施中

就比较方便，并且能够保证一定的重复性和一致性。 

对于阻尼正弦波方法的允差，文献[1-3]也给出

了明确要求，即按照复杂瞬态脉冲的允差要求：“主

要峰值和谷值定义为超过其最大峰（谷）值 75%的

峰（谷）值，其 90%的主要峰值和谷值的允差应分

别在所要求峰（谷）值的±10%内”。这个要求是比

较明确的，但它只对峰（谷）值进行了约束，对波

形形状没有要求。在具体实施中，笔者认为可将此

作为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可根据冲击试验设备

能力，进一步对波形形状进行约束，以提高试验的

重复性和一致性。 

另外，对阻尼正弦波进行积分，可知其位移和速

度都较大。比如以加速度幅值 12g、频率 5 Hz 为例（如

图 2 所示），其最高速度可达 7.35 m/s 左右，并且位

移不断增大，在 2 s 时可达 7.63 m。因此，对于阻尼

正弦波方法的实施，一是需要较大位移、较高速度的

试验设备，同时还要采用一定的波形处理方法减小速

度和位移。 
 

 
 

图 2  阻尼正弦波加速度及其经积分得到的速度、 

位移曲线 
Fig.2  Acceleration curve of damped sine wave and the  

corresponding velocity and displacement curves calculated 
by integration 

2.2  有实测数据——复杂波形再现方法 

文献[1-3]规定，如果有实测数据，一方面可以在

振动台上进行波形控制（也称波形再现）；另一方面

可以把弹射冲击处理为由一个瞬态振动分隔的两个

冲击过程，将拦阻冲击处理为一个瞬态冲击后跟随一

瞬态振动。上述第一种实现方法是直接的波形再现，

而后一种实现方法是经过中间处理和转化的间接波

形再现。因此，这里将这两种实现方法统称复杂波形

再现方法。 

正如史为民等[16]指出，以实测数据为基础的波形

再现方法，理论上是一种最佳的方法。然而，由于文

献[1-3]规定的含糊性及我国的现实条件，该方法的工

程实施尚存在一定难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测数据的获得。一般而言，航母、舰载机

平台以及机载装备的研发都是系统规划和并行开展

的，因此在机载装备研发期间，一般不存在实测数据，

即使有相似装备的实测数据，也需要论证其代表性。

这个困难导致复杂波形再现方法缺少数据基础。 

2）实测数据的处理。即使存在可以利用的实测

数据，还要进行处理，具体包括统计、滤波等。其中

数据统计可按 GJB 150.18A—2009 附录 B（数据集上

限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但该方法需要在频域范围

内统计，然后转化为时域波形。因此，对于具有多个

样本的实测数据，仍然是采用间接的波形再现方法。

对于数据滤波，文献[1-3]给出的实测数据已经通过

70 Hz 低通滤波，因此滤波的上限可取 70 Hz，但频

率下限的设定就比较麻烦了。文献[1-3]指出，机体纵

向（即 x 向）含有稳态分量，该分量在试验中并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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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以采用高通滤波从时间历程中去掉。同时指出，

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小于最大加速度冲击响应

谱最低频率的 10%。那么，冲击响应谱的最低频率如

何确定，标准并没有明示。机翼、机体一阶振型的频

率通常在几赫兹，如果按照上述方法，即便按 10 Hz

的 10%，即 1 Hz 为截止频率进行高通滤波，获得时

间历程曲线的位移（峰值 0.79~2.20 m/s）和速度（峰

值 0.05~2.71 m）都较大，见图 3 和表 1。如果滤波频 
 

 
 

图 3  经 1~70 Hz FFT 带通滤波的典型弹射拦阻加速度曲线及其积分得到的速度、位移曲线 
Fig.3  Typical acceleration curves of 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by 1~70 Hz FFT bandpass filtering and the 

velocity and displacement curves calculated by integration: a) x-direction of catapult launch; b) y-direction of catapult launch;  
c) z-direction of catapult launch; d) x-direction of arrested landing; e) y-direction of arrested landing;  

f) z-direction of arrested l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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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经 1~70 Hz FFT 带通滤波的典型弹射拦阻 

加速度及速度、位移峰值 
Tab.1  Peaks of acceleration, velocity and displacement of 

typical catapult launch and arrested landing shock by 1~70 Hz 
FFT bandpass filtering 

 加速度峰值/g 速度峰值/(m·s1) 位移峰值/m

弹射 x 向 4.6450 2.1670 0.3585 

弹射 y 向 4.5627 1.3368 0.2004 

弹射 z 向 4.0261 0.7895 0.0528 

拦阻 x 向 4.4365 2.0660 2.7086 

拦阻 y 向 8.1171 2.0164 0.3522 

拦阻 z 向 7.4459 2.2026 1.8609 

 
率降低，速度和位移峰值还要进一步增大。这样的载

荷对于波形再现来说，普通的冲击或振动试验设备存

在较大难度。总的来讲，对工程实施来说，一方面需

要研究如何对波形进行进一步处理，以减小速度和位

移峰值，同时也要研发具有较大位移和速度的专用冲

击试验设备。 

3）实测数据的转化。文献[1-3]提出除采用实测

时间历程曲线经适当处理进行波形再现外，还推荐把

弹射冲击处理为由一个瞬态振动分隔的两个冲击过

程，将拦阻冲击处理为一个冲击后跟随一瞬态振动。

这个“处理”的过程也比较含糊，比如“一个冲击”、“两

个冲击”和“瞬态振动”如何描述和转化，参数如何选

择，都没有明确给出，因此要工程实现仍然存在较大

困难。 

4）允差要求的执行。文献[1-3]规定的允差要求

是要确保试验响应的冲击响应谱满足规定的允差要

求，同时瞬态振动还要确保波峰和波谷在规定的波形

允差范围或在试验规范给出的允差范围内。显然，对

一个试验从频域和时域都给出了允差要求，具体实施

中也存在一定困难。 

根据以上讨论，复杂波形再现方法虽最为真实，

模拟效果最佳，但其工程实现具有较大难度，还需要

开展进一步研究。 

2.3  标准外的其他方法——超长脉冲半正

弦波方法 

在不具备上述两种试验方法的实施条件时，为找

到一种可以实现的途径，俄罗斯曾采用超长脉冲（持

续时间在 100 ms 量级）半正弦波进行试验，我国在

早期装备研制中也继承了这种方法[21]。这种方法具有

如下局限性。 

1）标准符合性不强。无论什么冲击环境，文献

[1-3]不推荐半正弦波方法。 

2）载荷特征吻合性欠佳。从实测数据来看，弹

射拦阻冲击具有振荡特征，它耦合了机体、机翼的振

动，是交变载荷，这个认识在文献[1-3]中也有明显体

现。超长脉冲半正弦波更像是稳态加速度载荷，具有

单向性，而非振荡特征，其正负冲击响应谱差别很大，

而实测数据和阻尼正弦波的正负冲击响应谱则基本

吻合。如果在正负方向分别激励，则又存在将一个物

理过程分为两个过程来模拟的问题，其环境效应必定

会发生一定变化。 

3）试验目的不够清晰。超长脉冲半正弦波更像

是稳态的加速度载荷，而稳态的加速度载荷已经在

GJB 150.15A—2009[22]中考虑，即在普通飞机的加速

度载荷基础上，对舰载机进行了大幅提高。在具体实

施中，我国也曾将－x 向载荷从 2.5 g 增加到了 5 g[16]。

在此情况下，弹射拦阻冲击试验的目的就不再是考核

稳态加速度环境适应性，而是考核在耦合机翼或机体

振动的交变复杂冲击载荷作用下的适应性，采用半正

弦波很难达到这个目的。 

4）试件安装状态不够真实。超长脉冲半正弦波

很难在跌落式冲击机上产生，一般通过安装在轨道上

的水平伺服滑台实现。这样在进行±x、±z 向试验时，

试件安装状态与实际状态是一致的，但对±y 向试验，

需要将产品翻转 90°安装，这个状态相对实际安装状

态具有一定偏离，对某些产品可能会造成影响（比如

装有循环介质的试件等）。 

3  结语 

文中基于相关标准及其提供的实测数据，分析了

弹射起飞和拦阻着陆冲击的载荷特征，针对试验方法

进行了简单讨论，获得了以下初步认识。 

1）从实测数据看，弹射拦阻冲击具有瞬态、交

变、低频、大位移、高速度等特征。 

2）无实测数据时的阻尼正弦波方法是标准推荐

的方法，因要求相对明确，工程实现相对方便。 

3）有实测数据时的复杂波形再现方法，虽对载

荷模拟较为真实，但存在诸多技术细节和参数不明

确，工程实现具有较大难度。 

4）超长脉冲半正弦波方法是在标准推荐方法不

能实现时的折中考虑，在标准符合性、载荷特征吻合

性、试验目的清晰性、试件安装状态一致性等方面都

有一定局限，在上述两种标准推荐方法能够实现时，

不建议使用。 

5）标准推荐的阻尼半正弦波和复杂波形再现两

种方法，都需要大位移、高速度的专用冲击试验设备，

同时需要对波形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方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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