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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 序

航空航天是国家的战略产业,其科技水平直接决定着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近年

来,我国航空航天科技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在若干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建

设航空航天强国的进程中,广大科技人员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航空航天科技的最新成

就。《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是综合反映当今世界范围内航空航天科技发展现状和研

究前沿的一套丛书,具有系统性、学术性、前沿性等特点。该丛书的翻译和出版,为

我国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借鉴世界航空航天科技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

《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英文版由美国 WILEY出版公司和AIAA (美国航空航

天学会)联合出版。全世界34位来自航空航天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丛书顾问团,负责

对丛书进行规划指导,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600多位著名专家参与丛

书撰写。该丛书是当今世界上最为系统和权威的航空航天科技丛书,共有9卷、近

5000页,涵盖航空航天科技的43个领域主题,442个章节。该丛书对航空航天科技所

涉及的重要概念、理论、计算、实验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并配有大量工程实践案例,

主要内容包括:流体动力学与空气热力学、推进与动力、结构技术、材料技术、动力

学与控制、环境影响与制造、飞行器设计、系统工程等。最难能可贵的是,该丛书对

航空航天工程的战略决策、实施路径、技术应用、实践验证和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阐释,对未来二十年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丛书中有些专题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不少内容是国内紧缺的文献资料。

例如,丛书对高超声速稀薄气体动力学、扑翼空气动力学、高超声速气动热弹性、多

运动体协调控制、多种飞行器融合、深空探测、航天系统设计认证等领域的介绍颇有

参考价值。丛书内容不仅适用于国防领域,而且适用于民用领域,对我国航空航天科

技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北京理工大学是我国首批设立火箭、导弹等专业的高校,曾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创

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近年来又在深空探测、制导武器、空间信息处理等领域取得

重要进展。该丛书英文版问世不久,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敏锐地预判到该丛书对我国

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提出翻译这套巨著的设想。北京理工大学航空

航天学科的教授们积极投身于翻译丛书的策划中,他们联合我国高校、研究机构中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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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长期从事航空航天科技工作的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团队,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将

这套巨著译为中文。我帮助他们邀请到丛书英文版顾问、著名航天结构力学家杜善义

院士担任译审委员会主任,邀请到我国航空航天科技领域的多位领军科学家、总设计

师共同负责丛书译审,进而确保中文版的科学性、准确性、权威性。

作为长期从事航空航天科技工作的学者,看到这套丛书即将问世由衷高兴。我认

为,该丛书将为我国航空航天科技工作者提供一套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有利于提升我

国航空航天科技水平,有利于促进我国航空航天科技与世界航空航天科技的有效对接,

有利于推动我国建设航空航天强国。因此,我郑重向航空航天科技界的同行们推荐这

套丛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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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序

航空航天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我国高度重视航空航天技术的

创新发展,将航空航天产业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近年

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如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航

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等)的实施带动了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

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并呈现出跨学科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国内学者需要

一套系统全面的丛书,来巩固现有的知识、了解国际前沿发展动态、紧盯航空航天科

技前沿。《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正是这样的一套技术研究丛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在组织专家对英文版 《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的章节标题及主要内容进行翻译和

评审后,发现该丛书内容翔实、信息丰富、学科体系完整,具有较高的前瞻性、探索

性、系统性和实用性,是一套对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有较强学习与借鉴作用的专著。因

此,出版社决定引进、出版本套丛书的中文版。

英文版 《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由美国 WILEY出版公司和AIAA (美国航空航

天学会)联合出版,主编为RichardBlockley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航天顾问、英

国BAE系统公司前技术总监)和 WeiShyy (原美国密歇根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系教授兼

系主任),历经多年,完成了9卷的出版。各章均由活跃在全球航空航天各专业领域研

究一线的专家执笔,集成了编写团队在航空航天科技领域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和宝贵

的科学试验数据。

《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从力学、动力及推进技术、制导和控制技术、电子仪表

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系统工程、材料科学、加工和制造技术及空间物理学

等多个相互支撑的学科技术领域,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航空航天领域所涉及的知识,综

合体现了目前航空航天技术的国际水平。9卷包括 《流体动力学与空气热力学》《推进

与动力》《结构技术》《材料技术》《动力学与控制》《环境影响与制造》《飞行器设计》

《系统工程》《航空航天专业术语》。丛书中文版配有丰富的原版插图、表格以及大量的

图片资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版书的编写风格。该丛书对于国内的科研和技术人员,

以及承担着未来航空航天技术开发的年轻人和学生来说,都无疑是一套非常好的参考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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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北京航天长征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

等国内从事航空航天技术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了翻译团队和专家译审团队,

对 《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进行翻译。

《航空航天科技出版工程1 流体动力学与空气热力学》包含航空航天工程研究评

述、流体动力学基础、不可压缩流体和空气动力学、可压缩流动———亚声速到超声速、

高超声速稀薄气体动力学、传热和热物理学、计算流体力学、流体动力学和热力学实

验技术8个部分,由吴小胜、雷娟棉、黄晓鹏、刘莉、尹晋涛、张巧、王锁柱、李正

东、龙腾、周思达、卢天宇、刘清扬、彭雪莹、姚冉、牛建平、陈昭岳、马志赛翻译。

特别感谢出版社引进本书,更感谢各位院士学者们对此书出版的大力支持。译、校者

虽在译文、专业内容、名词术语等方面进行了反复斟酌,并向有关专业人员请教,但

限于译、校者的水平与对新知识的理解程度,谬误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翻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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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能够受邀介绍这部航空航天丛书,我们和各自代表的学会都感到非常的荣幸和

愉快。

毫无疑问,这部丛书体现了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和美国航空航天学会最大的期望。

我们这两个学会都在寻求推进航空航天知识体系进步的方法,同时也都认识到航空航

天领域具有动态、多学科和跨国界的特性。

这部丛书是一个独特的工具。它提供了涉及很多方面的快照,包含:全球共享的

知识体系、全球企业共享的观念、共享的技术展望和挑战、共享的发展节奏、新方法

和新视野,尤其是共享的对教育和培训重要性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一个工业

领域和一组学科,是它们塑造了并将继续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这个共享的知识体系超出了国家的、商业的、组织的和技术学科的界限。在这个

界限中我们进行着日复一日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必然引起经常的竞争,但也总是激

发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尝试。因此,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看到了一项完全专业性工

作的开展,它尝试着将这个知识体系的精华以全新的形式整理和出版。

航空航天领域对我们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早期的空气动力学创立者,从George

Cayley爵士到 Wright兄弟,都难以想象航空工业、更不必说太空飞行是如何彻底改变

了我们的文明世界:它使我们的星球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区域、允许瞬时联系全球任何

地方、提供大范围的人和物资运输以及可以从外太空独特的视角来观看我们的星球和

人类自己。航空航天工程师不仅直接为我们收集的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还驱动了广

大的相关领域的进步,从基础的数学、电子学和材料科学到生物学和人因工程。因此,

说这部丛书捕捉到了该领域当下的精华是非常恰当的。

对于内容广泛的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研究领域,提取其关键要素形成一个相互关

联的框架结构,并不具备明显的可能性,更不要说涉及诸多细节。然而这部丛书正是

要雄心勃勃地尝试做到这些,甚至更多。从这点看,这部丛书是一个勇敢的、有远见

的、有胆识的计划。

这部丛书勾画出了我们领域最好和最醒目的专门技术,其成果是对发起者和作者

们最好的回报,这些人值得我们向他们对航空航天行业做出的贡献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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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部丛书的目标是达到相当的深度,但从实用的角度,这部丛书被设计成非

常容易阅读和理解。我们希望读者看到这部丛书并可以广泛地应用,包括作为权威的

参考书目、作为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重要工具,或许可以作为课程作业和技术模块设计

跨国界、跨机构可信赖的测试基准。

正值载人动力飞行第二个百年开始,太空的前景似乎正在不断复苏,这部丛书的

出版是航空航天工程和科学持续发展的里程碑和标志。

我们非常自豪地、共同地将这部丛书推荐给你们。

Dr.MarkJ.Lewis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主席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教授,马里兰州,美国

Dr.MikeSteeden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主席,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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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前言

航空航天工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经哥

白尼、伽利略、达·芬奇、牛顿、伯努利和欧拉到19世纪伟大的机械师纳威、斯托克

顿和雷诺以及许多其他研究者,一直到1903年由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地起飞了一台比

空气重的动力机器。从普朗特、冯·卡门、惠特尔、冯·奥西恩、屈西曼、冯·布劳

恩和科罗廖夫 (这里只给出了少数的名字)等人开创性的成就,仅仅过去一个世纪的

时间,航空器和航天器就以一种让最有远见的现代飞行预见者都震惊的速度得到了发

展。超音速飞行 (具有代表性的协和号客机、SR71黑鸟式侦察机)、人类在月球上行

走以及航天器向太阳系的远端航行,这些都是顽强不屈的技术探索的见证。

几代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使航空航天工程形成一个确定的学科,而且

需要持续对新的商业、环境和安全相关因素、科学技术领域其他学科的进展、之前未

探索的飞行器设计概念、推进、结构与材料、控制、导航和动力学、通信、航空电子、

天基系统与旅行中的技术挑战等做出响应。航空航天工程产品是科学与技术多学科综

合的产物,当航空器和航天器中的系统集成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前所未有的设计

挑战出现了,一个部门就需要借鉴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工程师们不仅需要专

注于专门知识,还需要将他们的知识扩展到更广泛的学科领域。

本套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术界、工业界、研究机构和政府

部门中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随手可得的、涵盖航空航天工程主要学科的专用参考书。

本套书阐述了基本科学概念及其在当前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并将读者引导到更专业的

书籍中。

本套书包含442篇文章,划分为43个领域主题,围绕科学基础和当前的工业实践,

贯穿了航空航天工程的全部。当本套书被确定在同类著作中最先出版时,编辑团队从

支撑航空航天科学、工程与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专家们那里得到了原作稿件的授权。这

些稿件包括力学、推进、导航与控制、电子器件和测量仪表、通信、计算机科学、系

统工程、材料科学、生产与制造以及物理学。此外,考虑到当前围绕航空的担忧,环

境科学、噪声与排放中的一些特定学科也被包含在本套书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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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由热心的、杰出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指导编写,委员会由34名来自学术界、

工业界和研究中心的委员组成。在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一个主要作者团

队,由他们来确定每个主题覆盖的范围,并选择了有能力来贡献他们文章的合适的

作者。

在本套书的引导章节中,包含了系统思想的概念和在可预见的未来航空航天工程

师们将面临的挑战。在顾问委员会和主要作者团队的大力帮助下,我们试图包含有人、

无人航空器和航天器领域中所有的主题,然而我们意识到还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没有涉

及,或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注意到它们,或是由于作者没能赶上最后的出版期限。我

们打算将后续的投稿和最新的进展放在每年的在线更新中。

非常遗憾,我们的一位主题作者PhilipPugh于2009年1月去世了,他为第37部

分的规划和前期实施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我们也非常感谢DavidFaddy继续完成了

这一部分的工作。

RichardBlockley
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航天顾问,克兰菲尔德,英国

BAE系统公司前技术总监,法恩伯勒,英国

WeiShyy
密歇根大学航空航天工程系,安娜堡,密歇根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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