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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先进机载武器、红外 /

电磁探测系统等相继投入

使用，战斗机的生存环境

日益恶化。为了能在各类空战中取

得优势、提高生存率，对战斗机性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超机动、

超声速巡航、短距 / 垂直起降及隐身

性能等），推力矢量技术成为一种必

不可少的关键技术 [1]。

推力矢量技术最终体现在航空

发动机排气系统的推力矢量喷管上，

一般可分为机械矢量喷管和气动矢

量喷管。其中，机械矢量喷管起步

早、成熟快，在现役战斗机上已得

到了广泛应用，但自身的一些缺陷，

如大幅增加发动机的质量、增多高

温环境下运动部件、提高部件冷却

要求、减弱隐身能力、降低可靠性、

增加成本等，限制了在未来高推重

比航空发动机上的使用 [2]。而具有

相同功能、质量更轻的固定几何气

动矢量喷管逐渐步入研究者的视线，

这类矢量喷管借助二次流对喷管主

流进行控制，使之发生预期的偏转，

具有结构简单、无作动部件、质量

轻、成本低、响应快、结构完整性好、

维修性强等特点 [3-5]。

激波矢量控制（SVC）喷管是

一种典型的气动矢量喷管，其工作

原理是在收扩喷管的扩张段喷射入

高压二次流，形成激波，促使主流

发生偏转，从而形成可控的矢量角，

如图 1 所示。该喷管在高设计落压比

排气系统上比其他气动矢量喷管有

较明显优势，能用于二维、轴对称

收扩喷管，在火箭发动机及航空发

动机上具有应用潜力 [6-10]。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气动
构型设计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气动构型设计主

要包括主喷管型面设计和二次流构

型设计。主要设计参数包括收扩喷

管构型、喷管面积比、扩张段长度、

二次流喷口形态、二次流喷口面积、

二次流喷口位置、二次流喷口角度

等，需要在设计及非设计落压比工

况下评估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气动性

能。主要性能参数包括主 / 次流流量

系数、推力系数、推力矢量角、推

力矢量效率等。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可用于轴对

称和二维构型的收扩喷管，如图 2 所

示。在相同特征几何参数下，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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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波矢量控制喷管结构简单、响应速率快、推力矢量效率高，用于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高落压比排气系统，

可使战斗机提高空中优势和生存概率。

图1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的工作原理 图2   不同构型激波矢量控制喷管

（a） 轴对称构型 （b）二维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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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二次流多孔喷射构型下的流场

图4   二次流喷射角度对激波矢量喷管性能的影响

口直径、收敛 / 扩张段长度、面积比、

二次流喷射位置、二次流喷口面积

及角度相同时，二维激波矢量控制

喷管可实现的最大矢量角高于轴对

称激波矢量控制喷管，但在考虑外

流影响时轴对称激波矢量控制喷管

推力矢量效率更高。喷管构型的选

择，除了考虑激波矢量控制特性，

还应考虑与飞行器的融合设计。

激 波 矢 量 控 制 喷 管 用 于 高 设

计落压比排气系统时，推力矢量性

能 更 好。 对 比 激 波 矢 量 控 制 技 术

用 于 设 计 落 压 比 为 4.5 ∶ 1、8 ∶ 1、

14 ∶ 1 等喷管时，能够发现，设计

落压比越低，激波矢量控制法能实

现的矢量角越小。其主要的原因是，

设计落压比越小，扩张段长度或者

角度越小，诱导激波越容易和喷管

另一侧壁面相交，导致侧向力 / 矢量

角增长慢或者逐渐减小。

二次流喷口形态包括多孔喷射、

单缝喷射（含不同展向长度）、多缝

喷射等。一般而言，喷口形态越复

杂，导致的流场结构越复杂，对激

波形态、涡系发展等影响越大，如

图 3 所示。试验及数值结果表明，在

低落压比工况时，多缝喷射略有优

势，但大部分工况下，全展长单缝

喷射结构简单、推力矢量效率高。

二次流喷口面积、位置及角度

的设计，需要与喷管工作工况综合

考虑。一般而言，二次流喷口面积

会影响二次流的流量系数，进而影

响推力矢量效率，喷口大推力矢量

效率高，但是对喷管结构影响大 ；

二次流喷口位置靠后，有利于实现

大的矢量角 ；二次流喷射角度的优

化与二次流落压比（NPR）等需要

综合考虑，如图 4 所示。能够发现，

通过调整二次流落压比或者二次流

喷口几何参数，使得诱导激波与喷

管唇口相交时，能够获得最大的矢

量角度，目前激波矢量控制喷管实

现的最大矢量角约为 24°。

研究表明，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推

力矢量效率范围在0.75˚ / %~1.6˚ / %

之间。有大推力矢量角需求时，需

要从发动机引出 10% 甚至更多的高

压二次流，这会对发动总体性能产

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从新技术

的优化或探索等角度出发，提升激

波矢量控制喷管的效率。

激 波 矢 量 控 制 喷 管 气 动 /
红外评估技术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的气动构型优化

设计能够提升战斗机推力矢量能力，

保障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和生存能力。

除此以外，抑制排气系统的红外辐

射也是提升现代战斗机生存率的关

键。排气系统的高温壁面和高温燃

气是战斗机的主要红外辐射源，其

红外辐射能量主要集中在 3 ～ 5 μm 

波段，是机载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红外制导导弹的主要探测区间。综

合 考 虑 推 力 矢 量 和 隐 身 性（thrust 

vectoring & stealth）的航空发动机排

气系统设计理念正逐渐成为发展新

趋势。

在排气系统推力矢量及红外辐

射特性等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

表明 ：作为未来高推重比航空推进

（a） 二次流喷射特性 （b）二次流喷口附近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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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排气系统备用技术的气动矢量技

术，其基本的探索性研究已经初见

成效 ；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性研究

也日趋成熟，能够为排气系统隐身

设计提供有力支撑。但是，如何考

虑气动矢量与红外辐射综合设计仍

未全面开展，特别是基于气动控制

的排气系统，二次流既对壁面及主

流具有冷却作用，又使得掺混特性

比常规喷管更剧烈，所包含的流场

特征，如激波系、涡系、分离流等，

在影响推力矢量的同时也影响红外

辐射（见图 5）。而气动矢量与红外

辐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不同设

计参数下二者的相干机制等尚未有

明确定论。

在综合考虑推力矢量和红外辐

射的排气系统设计将成为主流方向

的形势下，基于二次流控制的排气

系统气动矢量和红外辐射耦合特性

评估应是先进排气系统设计过程中

必须解决的基本科学问题，急需进

一步的关注与研究。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与
发动机整机耦合技术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的控制依赖从航

空发动机风扇 / 压气机的引气实现。

确定激波矢量控制喷管与航空发动

机的整机耦合方案是评估激波矢量

控制喷管与发动机整机耦合性能的

基础。一般而言，研究部件与整机

匹配最直观的方法是整机试验，将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安装在航空发动

机上，进行地面或高空验证，但是

开展此类试验研究难度过大、成本

偏高。首先，结构改动大，需要在

发动机风扇 / 压气机不同位置开孔引

气，并增加二次流流路系统 ；其次，

测试内容众多，包括不同发动机工

况、二次流引气量、二次流引气位置、

二次流喷射位置、二次流喷射角度

等。试验研究方法在技术评估阶段

并不可行，该类部件与整机匹配性

问题的研究仍需以数值模拟为主。

目 前， 较 为 可 行 的 激 波 矢 量

控 制 喷 管 与 发 动 机 整 机 耦 合 方 法

是 ：基 于 试 验 设 计 技 术（design of 

experiment）产生具有代表性的试验

点，对各试验点进行数值模拟，并

把所得的结果进行近似建模，将该

近似模型与航空发动机整机模型通

过压力、流量等平衡关系耦合起来，

即整机耦合模型。此模型能够用来

评估不同工况下激波矢量控制喷管

与航空发动机的匹配特性，即整机

耦合模型在不同引气量及不同引气

位置工况下对航空发动机共同工作

点、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性能的影响，

如图 6 所示。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面临
技术问题及发展趋势

大幅提升推力矢量效率以降低

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所需的二次

流引自风扇 / 压气机等高压部件，这

意味着获得推力矢量角是以牺牲发

动机总体性能为代价的。研究发现，

从风扇后引出 10% 的二次流进行激

波矢量控制可获得 14˚ 推力矢量角，

推力矢量效率为 1.4˚ / %，造成推力

下 降 约 15%， 耗 油 率 增 加 约 13%。

实现更大的推力矢量角，需要更多

的高压二次流，发动机总体性能的

损失更大，因此，激波矢量控制面

向工程化时必须解决推力矢量效率

低的问题，用尽可能少的二次流获

得最大推力矢量角。应进一步开展

喷管设计参数智能优化、激波气动 /

机械矢量方法组合、激波 / 其他气动

矢量方法组合等策略研究，以期实

现高推力矢量效率。

实现飞机/排气系统一体化设计

不同构型飞机后机体形状差别

较大，激波矢量控制喷管与后机体融

合处的几何形态也不尽相同。喷管出

图5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红外辐射特性

（a） 窄边燃气红外辐射 （b）宽边燃气红外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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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附近几何形态会严重影响排气的波

系结构发展和流动方向，导致激波矢

量控制偏转规律发生变化。同时，发

动机排气也会影响后机体外流状态，

在推力矢量偏转时，与外流来流相互

作用，在飞机后体外蒙皮上产生不同

大小的作用力，影响飞机的飞行姿态。

因此，在激波矢量控制喷管设计时，

需要考虑在特定后机体构型下，喷管

内外流气体流动机理及激波矢量控制

偏转规律，以支撑激波矢量控制喷管

与未来可面对目标机型的飞发一体化

设计。

发展可靠的控制方法实现对飞

行姿态控制

为了确保激波矢量控制喷管在

飞行器上稳定工作，需要确定一套

激波矢量控制规律，如以二次流流

量或压比作为控制变量实现对矢量

角度的精准控制，制定引气流量范

围、可实现的推力矢量角度范围以

及引气流量与推力矢量角之间的对

应关系。发展可靠的推力矢量控制

方法是激波矢量控制喷管在飞行器

上应用不可或缺的一步。激波矢量

控制的实施会直接影响发动机工况、

性能以及飞机的飞行姿态，未来的

推力矢量控制系统应当与发动机控

制系统及飞行控制系统耦合，形成

一体化矢量控制系统。该系统在飞

机飞行时实时监测飞行状态参数，

指导发动机及矢量喷管的及时响应，

确保飞行器机动操作的安全稳定。

结束语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技术利用横向射

流对超声速主流进行控制，对二维、

轴对称收敛 - 扩张喷管均可实施，在

高落压比工况下气动性能好、推力

效率高，在减轻质量、隐身及一体

化设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

该技术成熟度在 5 ～ 6 级，近几年

该技术的成熟度可能得到大幅提升。

预计未来各种气动推力矢量控制方

法可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在不降

低发动机总体性能的基础上显著提

升飞行器机动能力，促进飞行器一

体化综合控制系统的发展。  

（史经纬，西北工业大学，副研

究员，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先进排

气系统综合优化设计、流场非接触

测量技术与流动控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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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激波矢量控制喷管与航空发动机整机耦合方法

建立发动机放气模型 建立 SVC 近似函数

通过平衡关系耦合

结果：推力、推力系数、耗油率、推力矢量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