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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飞行力热环境测量的模型飞行试验设计 

康甜，蒋华兵，单继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四川 绵阳 621999） 

摘要：目的 获取钝锥外形飞行器再入飞行力热环境参数，建立更为准确的环境预测模型，开展基于无控火

箭的模型飞行试验设计。方法 根据转捩区、湍流区时间提出了无控惯性飞行弹道的落速约束。根据环境预

测建模需要，确定环境参数类型及测点布局。采用弹道耦合的气动加热计算模型、脉动压力预示的工程算

法、脉动压力与发动机激励下振动响应的相似外推方法等计算分析飞行全程的内外温度、时均压力、脉动

压力和振动环境。结果 得到了温度、压力和振动环境的极值，确定了主要测量技术要求。结论 外部温度

量程范围为 0~400 ℃，可测量的最大温度变化率不低于 20 ℃/s。压阻式传感器量程上限为 25 PSI，压电式

传感器量程上限为 5 PSI，耐高温环境不低于 220 ℃且具有温度补偿功能。振动量程范围为–100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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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Flight Test Design to Measure Re-entry Aero-thermal-dynamic Environments 

KANG Tian, JIANG Hua-bing, SHAN J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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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 collect aero-thermal-dynamic environments of a blunt conical re-entry body and establish the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method, a model flight test based on uncontrolled rocket was designed. The impact velocity was determined by tran-

sition and turbulent lasting time. Th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and sensor locations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nominal 

trajectory, several predicting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get the exterior and interior temperature, static and fluctuate pressure, 

vibration environments during the flight, including trajectory coupled aerothermodynamics computing model, empirical formula 

of fluctuate pressure, vibration extrapolation based on similar vehicle.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vibration were 

computed, and major specifications were defined. The exterior air temperature ranges 0~400 ℃, and the maximum rate is up to 

20 ℃/s. The piezo-resistive pressure sensor ranges up to 25 PSI, and the piezo-electric pressure sensor ranges up to 5 PSI. Pres-

sure sensors work under 220 ℃ with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The vibration acceleration ranges –100g~+100g. 

KEY WORDS: re-entry flight; model flight tes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pressure measurement; vibration measurement 

再入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存在气动热诱发的温

度环境，气动力及脉动压力、发动机推力脉动、喷流

噪声诱发的振动环境等。这些力热环境因素与飞行器

外形、结构以及飞行弹道均有密切关系。飞行试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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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上述环境进行全程测量，可以直接获得环境与

弹道的关联关系，为流动问题研究、环境预示仿真建

模等提供数据支撑。 

2010 年 3 月 20 日，美国 AFRL 和澳大利亚 DSTO

联合开展了 HIFiRE-1 飞行试验，试验模型为锥-柱-

裙组合体， 大飞行马赫数约 7.5，试验目的为研究

边界层转捩和激波/边界层干扰[1]。试验模型中布置了

108 路温度和 52 路压力测量传感器，通过温度与压

力的测量来进行流动问题的研究[2]。201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进行了 MF-1 模型飞行试验[3]。这是我国首次以边

界层转捩和激波/边界层干扰问题研究为目的的模型

飞行试验。试验模型与 HIFiRE-1 类似，为锥-柱-裙组

合体， 大飞行马赫数 5.53。试验模型中布置了 58

路温度和 60 路压力测量传感器。2018 年 5 月，美国

SNL 开展了 HOT SHOT 火箭飞行试验，试验中进行

了特定结构的振动测量，用于开展该结构在自由飞行

状态下的动力学特性和建模研究[4-5]。上述试验侧重

于流动问题研究或者结构动力学建模研究，尚未有模

型飞行试验同时围绕这两方面开展专门的环境测量。 

文中根据试验目的，进行了模型飞行试验的总体

设计，开展了温度、压力和振动环境测量需求分析，

为试验平台和测量系统设计提供前提。 

1  试验总体设计 

1.1  试验目的 

以钝锥外形飞行器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飞行试

验，利用弹载设备对自由飞行状态下的弹道参数、力

热环境参数等进行采集、处理、存储和回收。获取层

流、转捩和湍流等 3 种外部流场状态下，壁面脉动压

力和气流温度的分布、变化特征，以及对应时间内的

弹道参数和内部温度、振动环境变化特征。为开展再

入飞行力热环境动态特性分析、环境因素与弹道的相

关性研究、高马赫数高雷诺脉动压力数值仿真预测模

型验证、宽频域面载荷自由体结构振动响应数值仿真

预测模型验证、弹道耦合的温度响应预测模型验证等

提供数据支撑。 

1.2  弹道要求 

试验模型为钝锥外形，主要模拟再入飞行特征，

拟采用无控火箭作为运载平台，通过大倾角发射、延

迟分离来实现较高的再入速度。飞行弹道设计的关键

是需要使壁面边界层出现层流、转捩、湍流等 3 种状

态，并且维持一定的可测试时间。由于是无控飞行、

惯性再入，现有火箭试验平台主要通过调整射角和弹

头质量来改变弹道。 

根据火箭平台能力，按照极限射角为 80°，弹头

质量为 120 kg 的情况，落地速度马赫数大于 2，再入

过程 大速度马赫数大于 3。如果以特征长度雷诺数

作为判据，转捩雷诺数大约在 20×106 附近。由图 1

可知，转捩点的高度大约为 14 km，再入过程马赫数

大于 3 的时间接近 1 min，转捩点位于超音速区内。

这就意味在马赫数大于 3 的超音速区内，试验模型外

部流场会依次经历层流、转捩、湍流等 3 个状态，并

且超音速的湍流状态持续时间约为 10 s，能够为测试

提供充分的被测环境。只要弹道落地速度一定，超音速

区的流场状态和持续时间就可以得到保证。因此，以落

地速度作为弹道设计约束条件，要求马赫数大于 2。 
 

 

图 1  方案弹道 
Fig.1 Nominal trajectory: A) reynolds-height; B) mach-height 

 

1.3  测点布局 

内部的温度和振动测点根据试验模型结构设计

情况确定。外壁面压力和温度测点布局如图 2 所示。

本次试验希望通过测得的脉动压力数据建立起整个

模型外表面的载荷分布。为了研究锥面的脉动压力分

布，测点主要沿母线分布。考虑到实际飞行过程中既

可能有攻角，还可能有滚转运动，也需要在周向布局。

母线和周向是正交方向，载荷分布可以按照这两个方

向进行分解，分别沿母线、周向建立相应的拟合曲线。

整个钝锥外形在前段不利于传感器的安装，因此外壁

面环境参数测点全部分布在距前端约 1/3 长度之后的

锥面上。在综合考虑了成本、空间限制的情况下，选

择等角度间隔的 8 条母线，每条母线上等间距分布了

5 个脉动压力测点。在距前端约 1/3 长度处布置了时

均压力的测点，可通过该数据校验实际飞行状态与方

案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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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外壁面测点布局 
Fig.2 Exterior sensor location 

 
外壁面温度的测试结果除验证模型外，还将用于

热流密度的反算，并指示转捩的大致位置。因此，主

要考虑在两条相隔 180°的母线上安排了温度的测点，

可以反映有攻角状态下，迎风面、背风面转捩前沿的

差异。同时，在每 2 个脉动压力传感器的中间增加了

1 个温度测点，还在脉动压力传感器逆着流向往前也

布置了温度测点。这样可以获得转捩区域的位置、以

及转捩前沿推进的速度。 

由于要对自然转捩过程进行测试，弹头外壁面的

粗糙度、安装传感器引起的不平整度都需要进行控

制，避免因外壁面不平导致转捩明显提前，从而影响

试验后对转捩雷诺数的判断。根据 HIFiRE-1 的研究，

引发人工转捩的凸起高度要求是大于位移边界层厚

度的 1.2 倍[6]。换言之，不引发人工转捩的凸起高度

就应当小于 1.2 倍位移边界层厚度。位移边界层厚度

采用平板边界层的卡门动量积分公式进行估算[7]，积

分后的计算公式为： 

* =1.74 / Rexx  (1) 

式中：δ*为位移边界层厚度，mm；X 为壁面一点

到前端的距离，mm；Rex 表示该点以 x 为参考长度的

雷诺数。 

自然转捩的单位长度雷诺数按照 20×106 考虑，

安装传感器的 前端位置在 300 mm 左右，可以估计

出位移厚度 小约为 0.117 mm。因此，传感器安装

导致的凸起或者凹陷应不得大于 0.12 mm。 

1.4  防热要求 

大倾角发射的高弹道飞行模式在落地前由于速

度更大，会导致更严重的气动加热，试验模型壳体需

要承受较为恶劣的高温环境。试验模型为了气动外形

保持，外壁面不能够进行烧蚀防热或者刷防热涂层。

如果试验模型金属壳体壁厚仅有几毫米，自身热容

小，传热快，持续的高速飞行会导致壁面温度快速升

高，对需要进行外壁面测量的传感器的耐温要求会非

常高。因此需要采取特殊的防热结构设计，将壁面温

度控制在一般耐高温传感器能够适应的温度范围。 

2  温度测量需求分析 

2.1  分析方法 

测试的传感器仅安装在锥体部分，因此，仅针对

锥体壁面进行计算。采用了弹道耦合的气动加热计算

模型[8]：用斜楔激波代替圆锥激波，计算边界层外缘

流动参数，按照热壁湍流边界层计算外壁面热流密

度；壳体传热采用一维热传导的有限单元法，外壁面

一侧受气动加热，内壁面一侧为绝热边界条件。按照

单元的傅里叶数 Fo≈0.2 沿壳体厚度方向进行等分，

使其满足进入非稳态导热正规状况阶段的条件，也同

时满足显式计算格式中第三类边界的稳定性条件[9]。

分析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温度环境分析流程 
Fig.3 Thermal environment analysis procedures 

 

2.2  分析结果 

考虑到各种因素导致的飞行弹道偏差，且温度环

境对其他测量传感器的性能有重要影响，因此取 10°

攻角作为气动热相关环境分析的前提，弹道参数仍采

用方案弹道。10°攻角情况下，迎风面气动加热更为

严重，能够代表可能的 大温度环境。 

计算所采用的壳体材料参数：密度为 7870 kg/m3，

比热为 660 J/(kg·K)，热传导系数为 65 W/(m·K)，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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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辐射率为 0.2。根据试验模型防热设计方案，采用

了厚度约为 20 mm 的钢壳作为热沉来减小壁面温度。

计算所得迎风面气流温度和外壁面温度如图 4 所示。

气流 高温度出现在主动段，达到 386 ℃。外壁面温

度 高出现在再入段，达到 220 ℃。气流温度变化率

快达到 7.9 ℃/s。迎风面对应的内壁温度如图 5 所

示， 高温度出现在再入段，达到 176 ℃。内壁面温

度变化率 高约为 0.42 ℃/s。 
 

 

图 4  外壁面温度和气流温度 
Fig.4 Exterior wall temperature and air temperature 

 

 

图 5 外壁面温度和内壁面温度 
Fig.5 Exterior wall temperature and interior wall temperature 

 

2.3  测量要求 

内外部温度环境的温度范围和温度变化率差异

较大，需分开进行测量。 

外壁面温度实际上不可直接测量，考虑直接测量

气流温度。根据 2.2 节计算结果，气流 高温度为

386 ℃，由于算法本身足够保守，外部温度量程上限

直接取整到 400 ℃。量程下限略低于实际使用环境温

度即可，如取 0 ℃。计算的温度变化率 大为 7.9 ℃，

为确保响应的及时性，要求可测量的温度变化率取预

估值的 2 倍，圆整后不低于 20 ℃/s。 

内壁面温度，根据 2.2 节计算结果， 大 176 ℃，

量程上限直接取整到 200 ℃，量程下限同取 0 ℃。要

求可测量的温度变化率取预估值的 2 倍，圆整后不低

于 1 ℃/s。 

3  压力测量需求分析 

3.1  分析方法 

壁面压力按期时频特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时

均压力；另一部分是脉动压力。时均压力主要影响过

载环境，脉动压力则主要影响振动环境。若采用压阻

式传感器，采样频率足够高时可以同时测量时均压力

和脉动压力，量程选取上主要依据时均压力的 大

值。若采用压电式传感器，则需单独测量脉动压力，

量程选取上仅考虑脉动压力的幅值范围。 

2.1 节分析方法中采用的弹道耦合的气动加热

计算模型可以算出边界层边缘流动参数，其中包含

边界层外缘的压力参数，可作为壁面时均压力的估

计值。由于采用了斜楔激波代替圆锥激波，时均压

力计算结果会比实际情况偏大，但仍可用于确定量

程范围。 

脉动压力的估计，则采用偏保守的工程算法[10]，

通过动压和马赫数来进行估算。附体湍流计算见式

（2），分离湍流计算见式（3）。比较两个公式可以

看出，马赫数和动压相同时，分离湍流的脉动压力均

方根值更大。因此采用分离湍流的计算公式来估计壁

面脉动压力。 

2

0.006

1 0.14
p q

Ma



  (2) 

2

0.045

1
p q

Ma



  (3) 

式中： p为均方根脉动压力，kPa； q 为来流动

压，kPa；Ma 为来流马赫数。 

3.2  分析结果 

图 6 中给出了方案弹道下的时均压力计算结果。

时均压力 大值出现在落地时刻，达到 143 kPa。根

据此次飞行试验的方案弹道估算得到的均方根脉动

压力如图 7 所示。落地时刻达到 大，为 2.354 kPa。

主动段 大为 1.962 kPa。 
 

 

图 6  时均压力 
Fig.6 stat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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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均方根脉动压力 
Fig. 7 Root mean square of fluctuate pressure 

 

3.3  测量要求 

脉动压力的测量，理论上采样率应尽可能高。考

虑到飞行中测量对数据容量的限制，采样率只覆盖转

捩扰动的一阶模态频率，频率范围上限在 30 kHz 左

右，则采样率 低可以为 60 kHz，能够覆盖振动环境

的频率范围。转捩扰动的一阶模态频率并不一定是

大峰值频率，但应当是对结构振动影响 大的频率。 

采用压阻式传感器，可以同时测量时均压力和脉

动压力，量程选取上主要依据时均压力的 大值。但

为了兼顾对脉动压力的分辨率要求，量程上限在时均

压力 大值基础上不再考虑余量，仅按压力传感器

一般量程分档进行圆整。根据 3.2 节计算结果，时

均压力 大 143 kPa，则圆整后量程上限取 25 PSI

（约 168 kPa）。 

采用压电式传感器，则需单独测量脉动压力，量

程选取上仅考虑脉动压力的幅值范围。由于只测量脉

动压力，可不考虑分辨率限制，量程上限按照一般测

量要求取 大值的 2 倍。根据 3.2 节计算结果，均方

根脉动压力（1σ） 大为 2.354 kPa，脉动压力的时

域幅值取 3σ，则量程上限应大于 14.1 kPa，可以选用

5 PSI（约 34 kPa）这一档。 

压力传感器需要直接安装在壳体上，因此需要耐

飞行全程的高温环境。根据 2.2 节计算结果，外壁面

温度 高为 220 ℃，因此压力传感器的耐高温环境要

求不低于 220 ℃，并且在该温度环境下测量时应具有

温度补偿功能。 

4  振动测量需求分析 

4.1  分析方法 

振动环境的激励源主要包括：脉动压力、发动

机推力脉动和喷流噪声等。再入飞行时，脉动压力

主要激励源。钝锥结构脉动压力通常在底部附近

大。主动段还存在发动机推力脉动和喷流噪声等激

励源。振动环境受发动机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二者

的距离，距离越远，影响越小。主动段的振动环境

分析，分别考虑了脉动压力为激励源和发动机为激

励源两种情况， 后选取二者结果较大的作为 终

估算值。 

脉动压力为激励源时，利用相似外形参考飞行

器的再入飞行头体对接面附近实测振动数据，主要考

虑壳体厚度和脉动压力的差异，进行量化修正，即可

得到振动响应的加均方根值[11]，修正方法见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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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n 为新飞行器的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g；

Gr 为参考飞行器的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g； np 为新

飞行器的表面脉动压力均方根值，kPa； rp 为参考飞

行器的表面脉动压力均方根值，kPa；ρn 为新飞行器

的质量面密度，kg/m2；ρr 为参考飞行器的质量面密

度，kg/m2；tn 为新飞行器的壳体厚度，mm；tr 为参

考飞行器的壳体厚度，mm。 

发动机为激励源时，利用相同发动机参考飞行器

的主动段头体对接面附近实测振动数据，考虑飞行器

质量差异，进行量化修正，即可得到振动响应。这里

假设相同发动机的推力脉动、喷流噪声引起的振动传

递到头体对接面时，界面处振动的总功率是相同的。

则加速度的主要差异来源于飞行器质量，因此修正方

法见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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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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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n 为新飞行器的质量，kg；mr 为参考飞

行器的质量，kg。 
4.2  分析结果 

1）仅考虑脉动压力为激励源时：相似气动外形

参考飞行器的质量面密度为 116 kg/m2，壳体厚度为

5 mm，采用 3.1 节脉动压力工程算法所得均方根脉动

压力 大值为 0.9 kPa；新飞行器的质量面密度为

283 kg/m2，壳体厚度为 20 mm，根据 3.2 节计算结果

均方根脉动压力 大值为 2.354 kPa。根据式（4）可

知，新飞行器的振动加速度均方根值仅为参考飞行器

的 1/4，折算到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则为 1/16。参考飞

行器头体对接面附近实测值中，10~2000 Hz 频段内

大加速度功率谱密度略低于 0.4 g2/Hz，则新飞行器

的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应为 0.025 g2/Hz。 

2）仅考虑发动机为激励源时：相同发动机的参

考飞行器质量为 90 kg，新飞行器质量 160 kg。根据

式（5）可知，新飞行器的振动加速度仅为参考飞行

器的 0.75，折算到加速度功率谱密度约为 0.56。参考

飞行器头体对接面附件实测振动值中，2000 Hz 频段

内 大加速度功率谱密度约为 0.1 g2/Hz，则新飞行器

的加速度功率谱密度应为 0.056 g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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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种分析结果中较大值 0.056 g2/Hz 作为新飞

行器头体对接面附近的振动环境预估值。 

4.3  测量要求 

振动测量时，主要关心的频率范围为 10~2000 Hz。

为了保证对时域加速度信号测量的准确性，采样频率

设置为关心频率范围上限的 5 倍（即为 10 kHz），理

论可用的频率上限达到 5000 Hz。加速度功率谱密度

为 0.056 g2/Hz、频带宽度为 5000 Hz 时，均方根加速

度约为 16.7g（1σ）。时域峰值取 3σ，则 大时域加

速度约为 50g。量程上限取 2 倍 大时域加速度，圆

整后为 100g。 

振动传感器一般安装在内部结构上，经过防隔热

设计后，可不考虑特殊的耐高温要求。 

5  结论 

通过试验设计和环境分析，确定了模型飞行试验

和环境参数测量系统的主要指标要求。 

1）弹道要求：落地速度马赫数大于 2。 

2）传感器安装：凸起或者凹陷应不得大于

0.12 mm。  

3 ） 温 度 测 量 要 求 ： 外 部 温 度 量 程 范 围 为

0~400 ℃，可测量的 大温度变化率不低于 20 ℃/s；

内壁面温度量程范围为 0~200 ℃，可测量的 大温度

变化率不低于 1 ℃/s。 

4）压力测量要求：采样频率为 60 kHz，压阻式

传感器量程上限为 25 PSI，压电式传感器量程上限

为 5PSI，耐高温环境不低于 220 ℃，且具有温度补

偿功能。 

5）振动测量要求：采样频率为 10 kHz，量程范

围为–100g~+100g。 

参考文献： 

[1] ROGER L K, DAVID A. HIFiRE-1 preliminary aero-

thermodynamic measurements[C]// 41st AIAA fluid dy-

namics conference and exhibit. Honolulu, Hawaii: AIAA, 

2011. 

[2] DAVID A, HANS A, MYLES F. HIFiRE-1: Payload de-

sign, manufacture, ground test, and lessons learned[C]// 

16th AIAA/DLR/DGLR international space planes and 

hypersonic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Bremen, 

Germany: AIAA, 2009. 

[3] 欧朝, 吉洪亮, 肖涵山, 等. MF-1 模型飞行试验结构与

热防护关键问题研究[J]. 空气动力学学报, 2017, 35(5): 

742-749. 

OU Chao, JI Hong-liang, XIAO Han-shan, et al. Key 

problems in structure and thermal protection for MF-1 

model testing flight vehicle[J]. Acta aerodynamica sinica, 

2017, 35(5): 742-749. 

[4] TROY R. HOT SHOT findings could save defense tech-

nology developers time and money[N]. Sandia Lab News, 

2019-09-13. 

[5] BRANDON R Z, TIPTON D G, BRIAN C O, et al. Flight 

environments demonstrator: Part II—Ground trials of a 

sounding rocket experiment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flight[C]//Proceedings of 37th international modal analysis 

conference. Orlando: CPSEMS, 2019. 

[6] KAREN T B, FRANK A G, ROGER K. Aerothermody-

namic testing and boundary layer trip size of the HIFiRE 

Flight 1 Vehicle[C]// Proceedings of 46th AIAA aerospace 

sciences meeting and exhibit. Reston: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Inc, 2008. 

[7] 钱翼稷. 空气动力学[M].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

版社, 2004: 88-107. 

QIAN Yi-ji. Aerodynamics[M]. Beijing: BUAA Press, 

2004: 88-107. 

[8] 康甜. 远程火箭弹高弹道飞行温度环境分析[J]. 装备

环境工程, 2017, 14(5): 16-20. 

KANG Tian. Long range rocket projectile high trajectory 

flight thermal analysis[J]. Equipment environment engi-

neering, 2017, 14(5): 16-20. 

[9] 张学学, 李桂馥. 热工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0: 235-236. 

ZHANG Xue-xue, LI Gui-fu. Fundamentals of thermal 

engineering[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0: 

235-236. 

[10] ROBERTSON J E. Prediction of in-flight fluctuating 

pressure environments including protuberance induced 

flow[R]. Wyle Laboratories WR71-10, 1971: 6-12. 

[11] 黄怀德 . 振动工程(上)[M]. 北京: 中国宇航出版社, 

1993: 185-186. 

HUANG Huai-de. Vibration engineering(I)[M]. Beijing: 

Astronautic Press, 1993: 185-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