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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推动了绿色航空的发展，飞机电气化是绿色航空的主要实现手段，已经成为航空技术发展

的重要方向。本文介绍了飞机电气化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的关键技术及其研究现状，分析了先进飞

机电力系统设计的关键技术，指出了飞机电力系统综合化、智能化的发展特点。在分析飞机电力系统设计存在的问题的

基础上，文章初步提出了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平台的理论框架、功能和特点，分析了支 撑 电 力 系 统 智 能 化 设

计平台的关键技术，指出了航空智能化设计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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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能源危机的加剧和环保意识的觉醒，航

空业的持续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

电气化飞机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飞机电气

化的发展可以分为２个阶段：第１阶段以多电／全

电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第２阶段以电推进技术的

发展为标志。

为实现飞机的多电／全电化，欧盟和美国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法国Ｇ２Ｅ实验室、德国联合武装

部队大学、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等欧盟机构研究

主要涉及飞机能源优化、发配电、电环控和电作动

等技术领域，侧重电力 系 统 的 系 统 级 研 究［１－２］，在

应用上相 对 保 守，Ａ３８０仅 采 用 了 固 态 配 电 和 电

备份 液 压 作 动 技 术。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ＮＡＳＡ等美国机构的研究主要涉及发配电、电能

管理、电防冰、电力作动和发动机等多个领域，侧

重于多电发动机、电力系统和综合热管 理［３］等 领

域，在应用方面超前于欧洲，Ｂ７８７采用了大容量

起动／发电、电环控、电除冰、电作动和固态配电等

技术。国内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也对起动／发电［４］、

静止变流器［５］、固态配电［６］、电作动［７－８］、系统实时

仿真试验［９］、综合热管理［１０］等技术开展了大量研

究［１１］，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继多电／全电飞机的发展后，为进一步提升飞

机 能 量 转 换 效 率，ＮＡＳＡ［１２－２０］、克 兰 菲 尔 德 大

学［２１－２３］等科研机 构 以 及 空 客 集 团［２４］等 企 业 对 电

推进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２５－２７］。目前，纯 电 动 推

进已在 ＲＸ－１Ｅ、Ｅ－ｆａｎ等［２７］轻 小 型 飞 机 中 实 现。

但是受各项技术的制约，大型客机还难以使用纯

电动电推进技术，因此油电混合动力推进是纯电

动推进 的 过 渡 阶 段。ＮＡＳＡ采 用 并 联 混 合 电 推

进的设计概念和分布式布局结构，开发了一种４８
座的概念支线客机“飞马”［２８］。

电气化技术的发展使得飞机的机电系统与动

力系统在电力系统中逐步融合。飞机电力系统集

成了飞机所有机载设备的能量需求，逐渐向综合

化的方向发展，这对飞机电力系统设备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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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提出了新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与信息化水平的 不 断 进

步，人工智能（ＡＩ）在 工 业 界 获 得 了 广 泛 关 注，基

于知识工程（ＫＢＥ）技术［２９］以及虚拟现实技术［３０］

在智能制造领域得到了研究，各国开始将智能化

的概念应用 到 飞 机 中。Ｂ７８７在 客 舱 中 率 先 使 用

了电致变 色 技 术 的 智 能 舷 窗［３１］。ＮＡＳＡ和 波 音

公司开展的ＳＵＧＡＲ项目对智能化部件、智能化

能源管 理 以 及 控 制 技 术 进 行 了 研 究。智 能 材

料［３２］和结构研究的时间更早，但主要集中在军机

领域。总而言之，智能技术在飞机部件级已获得

一定程度的研究和应用，但在系统级的研究仍处

于起步阶段。
本文讨论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组成和相关研

究进展，分析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设计的关键技

术，在此基础上将ＡＩ技术引入电力系统设计中，
提出了先进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平台的构想

和规划，为飞机电力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奠定基础。

１　电 气 化 飞 机 电 力 系 统 的 组 成 及 研 究

现状

　　电气化技术推动了多电化设备的发展以及机

电系统和动力系统的融合，从而产生了全新的飞

机电力系统，本部分从电气化的机载设备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先进电源系统和配电系统３个方面阐

述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组成。

１．１　电气化机载设备的发展现状

飞机机载设备的电气化体 现 在 多 电／全 电 负

载和电推进系统。
多电／全电负载使用电能逐步取代飞机液压、

气压等其他形式的二次能源，从而简化飞机能源

结构，提升能源利用率和可靠性，降低燃油消耗，
主要 包 括 电 传 飞 控 系 统、电 环 控 系 统、电 除 冰 系

统、电燃油泵系统、电刹车系统、电推进系统。
电传飞控系统［３３］使用电备份液压作动器、电

动静液作动器或机电作动器操纵和控制飞行器，
消除 了 液 压 管 路，解 决 了 散 热、燃 油 效 率 低 的 问

题，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维修性、效率、生存力、
容错力，已在Ｆ－１８、Ｂ７８７等机型获得应用。

电环 控 系 统［３４］使 用 电 能 和 冲 压 空 气 代 替 发

动机引气，实现机舱增压、通风和温度控制以及设

备冷却。系统工作不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热动力循

环，减少了飞机性能代偿损失，节省了飞机燃油消

耗。该技术已在Ｂ７８７中得到首次应用。
电除冰系统代替机械、液体或气体除冰，使用

电能加热部件的待防护表面，使其不结冰［３５］。考

虑到电除冰对结构、控制和能源载荷带来的影响，
国外已采用在易结冰部位涂覆低表面能疏水涂层

的途径实现被动防冰［３２］。
电燃油泵系统使用电动燃油泵代替固定排量

的齿轮泵，可根据发动机的需要提供发动机所需

的燃油，无需考虑燃油流回及其冷却问题，既减轻

了系统的重量，又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美国已

在发动机上验证了这项技术［３６］。
电刹车系统通过电机、杠杆构成的机 电 结 构

取代原有的液压刹车系统，消除了液压刹车存在

的燃烧危险和泄漏污染，在安全、性能、保障性、维
修性、重量和费用方面都占优势。美国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研制了第三代电刹车系统［８］。
电推进系统通过电动机直接将电能转化为机

械能，使得原本的发动机工作不再受飞行状态影

响，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降低燃油消耗和污染

排放，从而缓解飞机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石油资

源的依赖。
机载设备的电气化为飞机电力系统带来了巨

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

１）设备的 电 气 化 对 电 力 系 统 的 供 电 可 靠 性

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系统需要保证关键的飞行设

备在任意工作状态下的不间断供电。

２）设备的 电 气 化 提 高 了 飞 机 电 力 系 统 的 供

电功率。在所有的非推进系统中，电环控系统和

防除冰系统的能耗最大，因此设备的多电／全电化

要求大大提高了飞机供电系统的容量。而为保证

与原先发动机相当的推进功率，电推进系统需要

数十千瓦至数十兆瓦不等推进功率的电动机作为

动力源，进一步提升了飞机电力系统的供电需求。

３）电气化设备大部分都是电机类负载，其大

量应用对飞机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和稳定性均会

产生影响：① 大多数大功率电机负载在低频范围

内具有负阻抗特性，会影响供电质量和系统稳定

性；② 多数大功率电机都带有一个低输入阻抗的

“容性”电磁干扰滤波器，因而在起动过程中会出

现大的冲击电流；③ 气流等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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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飞控设备和推进设备工作状态发生改变，对

电网造成冲击；④ 电机负载在制动过程中会产生

再生能量，将其回收利用有利于提高系统能量利

用率，但直接回馈电网会对电网产生很大的冲击，
影响系统供电质量。

４）电气化 技 术 通 过 电 能 实 现 所 有 机 载 设 备

的统一，有利于系统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统一协调

分配，实现飞机机电系统功能、性能和成本的最优

化，显示出机电综合的特征。
电气化机载设备可靠性高、功率高、电能质量

高、稳定性高和机电综合的特征，对电源系统和配

电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２　电源系统的发展现状

为满足电气化的发展要求，飞机电源 系 统 必

须具备以 下 特 征：① 系 统 结 构 简 单，可 靠 性 高；

② 能 源能量密度高，能支持长航程的飞行；③ 电

源系统容量大，可以满足大功率负载的供电需求；

④ 能源转化利用率高，系统损耗小，可以提供足

够的供电时长；⑤ 电源系统具有很好的稳态和动

态性能，并且控制简单，从而保证系统的供电质量

和稳定性；⑥ 电源系统具有多个余度，能在故障

情况下保证系统的供电能力，具有高的供电可靠

性；⑦ 为实现能源互补、提高电能质量，基于储能

的电源系统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
目前，飞机电源系统按功能可分为主电源、辅

助电源、应急电源和地面电源；按种类可分为旋转

发电机、化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其中，发电机

为目前大型客机电源的主要形式。而这种旋转发

电系统由发动机带动，机械结构复杂、噪声大、污

染严重，不符合绿色航空的发展需求。此外，在电

推进技术的发展下，发动机在动力系统中的作用

逐渐弱化。因此，研究人员一方面改进发动机系

统，将开放式循环系统转变为封闭式循环系统，以
求提高发动机效率；另一方面，非旋转部件发电技

术开始受到关注，燃料电池因其高能量密度、高效

率、清洁、模块化、控制简单而成为研究热点，基于

混合储能的燃料电池系统已获得广泛研 究［３６－４０］；
但现有技术下的燃料电池还存在寿命短、成本高

等问题，目前未能在大型飞机中获得实际应用。

１．３　配电系统的发展现状

为满足电气化的发展要求，飞机配电 系 统 必

须具备以下特征：① 可靠性高，保证系统的冗余

容错供电；② 重量轻，提高飞机航程；③ 损耗小，
提高配电系统供电效率。

目前，飞机配电系统通过一次配电系 统 的 网

络重构技术和二次配电系统的固态配电技术满足

负载可靠供电的需求。但随着用电功率的提高，
配电系统的研究重点就不再局限于可靠性，而是

实现可靠性、重量和损耗三者的权衡。目前的研

究主要从以下３方面着手：① 采用新的技术手段

提高配电设备可靠性或降低设备重量和损耗，例

如分布式智 能 固 态 配 电 技 术［４１］、新 型 供 电 体 制、
超导技术［２０］和 新 型 材 料 工 艺［４２］；② 在 保 证 部 件

可靠性的基础上，对电网结构进行改进，定量分析

电网结构对可靠性、重量和损耗的影响，在三者之

间进 行 权 衡，从 而 优 选 最 佳 的 配 电 系 统 方 案；

③ 采 用先进的能量管理策略和控制手段，实时调

整系统工作状态，从而提高系统效率。

２　电气 化 飞 机 电 力 系 统 设 计 的 关 键 技 术

研究现状

　　电气化技术的发展凸显了电力系统在整个飞

机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其性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国内外对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设

计技术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① 供电体制

设计技术；② 电网结构设计技术；③ 机电综合技

术；④ 能量管理与控制技术；⑤ 鲁棒设计与控制

技术；⑥ 系统验证技术。

２．１　供电体制设计技术

随着飞机电力系统功率逐渐提高，原 有 供 电

体制将会导致系统重量和损耗大大增加，因此研

究人员对电气化飞机的供电体制开展了一系列的

研究。文献［４３－４５］基 于 帕 邢 定 律 研 究 线 缆 间 的

气隙与安 全 电 压 等 级 的 关 系。文 献［４６－４８］综 合

对比了交、直流不同供电体制对配电系统重量的

影响。ＮＡＳＡ对 超 导 电 推 进 飞 机 的 供 电 体 制 进

行了较全面 的 研 究［１４－１７，２０］，文 献 通 过 建 模 方 法 分

析系统关键部件的重量、效率和电压的关系，在此

基础上开展系统供电体制的研究，最终提出了适

应２２．４ ＭＶＡ 的 超 导 电 推 进 飞 机 的 ±２～
±１０ｋＶ　ＤＣ的供电体制。

研究表明，电气化飞机的供电体制应 在 对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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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供电体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和设计，以方便利

用现有系统配套实现系统重量、损耗的降低和可

靠性的提高，同时也能降低成本；此外，不同的电

网结构方案设计得到不同等级的最优电压［２０］，两

者的作用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从而实现综

合性能优化。

２．２　电网结构设计技术

为保证系统安全、可靠供电，飞机通常配备冗

余容错的电网结构。但相较于传统飞机电网，电

气化飞机电网容量的大幅提升，这不仅要求系统

可靠性高，而且给其重量、损耗带来了挑战。
供电可靠性要求飞机电网含有多个 电 源，实

现多余度供电。电源数量增加带来的重量提升无

可避免，设法降低每个电源的重量成为研究的一

个思路。美国ＩＮＶＥＮＴ计划提出动态 需 求 设 计

的方法，即根据整个飞行包线的平均功率进行系

统设计，并使用大功率密度的储能设备提供峰值

功率［４９］。文献［５０］提 出 了 一 种 互 联 构 架 的 电 网

构架，通过并联供电降低单个电源重量，但其损耗

高于正常系统，也降低了系统的供电余度。
系统的可靠供电还可以通过构建环形网络结

构，利用故障重构技术实现。这就导致电网结构

的复杂化。飞机电网结构的传统构建方法———枚

举法往往无法全面考虑所有情况，从而导致设计

结果无法达到最优［１８－２０］。因此，基于模 型 的 寻 优

设计方法［５１］开始用于飞机电网结构设计。

ＩＮＶＥＮＴ计划的 设 计 思 想 和 建 模 寻 优 的 电

网规划方法具有明显优势。但按动态需求设计的

方法必然会提高能量管理和控制的难度，也会降

低系统的鲁棒性，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此进行权

衡考虑；而对于建模寻优的电网规划方法而言，目
前的方法建立在已知系统所有网络节点的信息，
并不能对节点的个数（如供电冗余度）和类型（如

供电体制）进行设计，因此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开发更具有开放性的设计方法。

２．３　机电综合技术

传统飞机机载设备相对分散、独立的 控 制 和

管理模式使得硬件利用率低、连线错综复杂，无法

满足 电 气 化 发 展 对 可 靠 性、重 量 和 损 耗 的 需 求。
因此，各机电子系统除要满足自身的功能外，还要

从飞机 整 体 出 发，综 合 考 虑 机、电、液、热 等 多 方

面，基于优化的思想，权衡系统性能参数，实现机电

系统功能、能量、控制和物理４个方面的综合设计，
形成一个综合化系统，根据飞机不同状态自动调整

系统，实现飞机系统功能、性能和成本最优化［５２］。
目前，国外的先进机型已经开始采用 机 电 综

合控制系统，使每个机电子系统完成资源的协调

分配、故 障 后 系 统 重 构、飞 机 综 合 健 康 管 理 等 任

务［５３］。与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中国还存在较大

差距，需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工作［５４］。

２．４　能量管理和控制技术

目前，飞机电力系统的能量管理和控 制 基 本

都采用基于负载重要度和优先级管理的负载端管

理方法，而电源系统和电网只在电源或者供电通

道故障时进行切换备份，正常情况下几乎不作任

何管理。而随着电气化技术的发展，机载设备和

系统的起动、关闭等暂态行为更加剧烈，仅仅针对

系统稳态的控制已无法满足能量管理的需求。因

此，研究人员逐渐将更多目光转移到对系统动态

过程的优化控制的研究中。
美国匹兹堡 大 学［５５］、加 州 理 工 大 学［５６］、加 州

大学 伯 克 利 分 校［５７－５８］以 及 英 国 克 兰 菲 尔 德 大

学［５９－６０］等多个 研 究 机 构 均 对 多 电 飞 机 电 力 系 统

的能量综合管理和控制技术开展了研究。其中，
文献［５７－５８］借 鉴 工 业 领 域 用 于 过 程 控 制 的 模 型

预测控制技术提出的能量优化分配和综合管理方

法，符合机电综合的发展需求，并且故障预测与健

康管理的思想相契合，是飞机电力系统能量管理

和控制未来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跟踪国外先进研究，中国也开 展 了 一

些飞机电能动态管理方法的研究，例如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分别采用动态优化和“削峰填谷”的思想

对电网［６１－６２］和负载［６３］进行能量管理，西北工业大

学从飞机总体出发考虑各子系统在不同飞行阶段

内能量的优化分配［６４］。

２．５　鲁棒设计与控制技术

传统方法按照峰值功率设计飞机电 力 系 统，
因此所有不确定性干扰都是在系统容忍范围内。
但在电气化飞机中，一方面大量大功率电力电子

和电机类设备的使用增大了飞机电力系统的不确



航　空　学　报

５２２４０５－５　　　　

定性；另一方面，设计人员按照飞行包线的平均功

率和热载荷设计系统，有限的容量使得很多不确

定性因素对电网带来的扰动难以自愈。而鲁棒性

是指闭环 系 统 在 摄 动 下 能 保 持 稳 定 和 一 定 的 性

能，兼顾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因此，电力系统

的鲁棒设计和控制技术是飞机电力系统电气化的

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针对飞机电力系统

稳定性问题开展了研究［６５－７２］，而鲁棒性的研究 刚

刚起步。文 献［１－２］基 于 Ｈ∞ 控 制 理 论，以 重 量、
损耗和动态性能为优化目标，对飞机电力系统构

架的集成 和 控 制 开 展 了 研 究。文 献［７３－７４］基 于

结构奇异值理论，开展多电飞机电力系统的鲁棒

性研究，结合敏感度分析方法，获得影响系统鲁棒

的关 键 因 素，从 而 指 导 构 架 和 控 制 参 数 的 设 计。
但这几篇文献没有结合飞机的不同运行场景进行

研究，研究对象也比较简单。
与此同时，鲁棒理论在智能电网中已 得 到 大

规模研究 和 应 用，如 鲁 棒 状 态 估 计［７５－７６］、鲁 棒 稳

定器［７７－７８］、鲁 棒 控 制［７９－８０］、鲁 棒 设 计［８１］等。随 着

对鲁棒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理解，相关理论很快会

在航空电力系统中得到更深入的应用。

２．６　系统验证技术

基于仿真试验的验证技术投入小、快速灵活、
资源可重复利用的优点，因此被广泛用于飞机电

力系统的验证工作中。
国内外已针对飞机不同子系统的验证开展了

大量研究。为实现仿真速度和精度的权衡，国外

将部件模型分为结构级、功能级、行为级和器件级

４个层次［８２］，用以实现系统不同性能的验 证。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等单位都研制了飞机机电系统［５３－５４，８３］和供配电

系统［８４－８７］的仿真验证软件。
随着飞机电力系统的综合化发展，虚 拟 集 成

试验技术开始受到关注。虚拟集成试验技术利用

计算机仿真技术将实际的多系统、多学科领域进

行统一建模和协同集成仿真试验，是系统验证技

术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外已提出了多种分布

式协同仿真接口方法，如ＦＭ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ｃｋ－
ｕｐ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８８］、ＶＰＮＥＴ（Ｖｉｒｔｕ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ｅｄ　ａｎｄ
ＰＮＥＴ）［８９］和ＴＩＳＣ［９０］等。其 中 的 部 分 技 术 在 国

际航空界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应 用［９１］。而 国 内 相 关 技

术的发展并不成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３　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

随着电气化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飞 机 各

个子系统间相互关联性更强，促使电力系统向综

合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为实现行业的智能

转型，中国多个规划文件均指出，建立产品数字化

和智能化设计制造平台，开发面向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网络环境下的智能化创新设计方法及技术、
计算机 辅 助 工 程 分 析 与 工 艺 设 计 技 术。毫 无 疑

问，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必将对航空领域产生巨大

和深远的影响，智能设计作为航空智能化的主要

手段［９２］，对提高航空系统的经济效益和降低对环

境的影响具有重大作用。
因此，将传统的设计、试验流程与新技术条件

下的 设 计 分 析、优 化、仿 真 试 验 验 证 技 术 有 机 结

合，从系统总体角度出发，将综合化、智能化的思

想融入到电力系统的设计和试验中，进行统筹规

划，形成基于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的先进飞机电

力系统智能设计／评估体系，必然成为未来的发展

主流方向。

３．１　设计平台／方法研究现状

目前，以ＣＡＴＩＡ软 件 为 核 心 的ＬＣＡ（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三 维 在 线 设 计 平 台 和 以

Ｗｉｎｄｃｈｉｌｌ为核心的 协 同 设 计 平 台 已 经 在 国 内 外

航空工业设 计、制 造 部 门 获 得 推 广［９３］，设 计 人 员

在飞机电气系统设计时广泛采用二维电气系统设

计软件与ＣＡＴＩＡ相结合的数字化设计平台进行

系统图纸、图样的设计［９４］，数字化设计已经实现。
飞机电力系统 的 设 计 遵 从 系 统 工 程 的 Ｖ型 开 发

流程和自顶向下的设计思想，利用数字化软件工

具开展设计。但整个设计过程相互独立，不能进

行系统间的综合设计、验证；整个设计过程是一个

单向串行结构，存在了大量迭代设计，导致研制效

率低、周期长、成本高［９５］。
为解决该问题，国外开始尝试将智能 优 化 的

思想融入到飞机电力系统的设计中。
欧盟 建 立 飞 机 电 力 系 统 部 件 多 层 次 模 型

库［９６］，开发电力 系 统 构 架 设 计 优 化 工 具，以 部 件

间的控制为内环，以部件的集成构架为外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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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架构开发过程中的可靠性、重量和

电气性能综合评估和优化［１－２］，还可以进行敏感度

分析［９７］、稳定性评估［９８］、基于模型的故 障 检 测 和

验证［９９－１０２］研究。美国加州ＵＴＣ联合科技研究中

心 和 伯 克 利 分 校 提 出，借 助 基 于 平 台 的 组 合 方

法［１０３］分别对系统拓扑［５１］和控制［５７－５８］进行优化设

计，自动优化生成优化的飞机电力系统方案。波

音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共同合作开发了飞机电气

系统稳定性分析软件［１０４］。

ＫＢＥ技术［９５］也在国外航空领域得 到 了 一 定

的应用。通用电气公司将ＡＩ技术和计算流体动

力学相结合设计飞机气动机构，使用人类专家先

验思路消除客户在迭代开发工作中干预，系统表

现出优异的计划前检查能力［１０５］。ＮＡＳＡ、美国弗

吉尼亚大学和喷气推进实验室联合开发的智能综

合设计环境将高性能计算、高容量通信网络、虚拟

产品开发、ＫＢＥ、计算智能、人机交互和产品信息

管理等前沿技术融合在一起，使分布在不同地区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利用知识对系统进行开发

设计［１０６］。
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各 子 系 统

的设计、验证功能，引入智能优化的思想，形成综

合化、智能化的数字设计和验证平台，以设计后决

策代替设计前决策，从而避免迭代设计，提高设计

效率，降低设计周期、成本和技术风险。

３．２　设计问题的特点

结合第２节分析，飞机电力系统优化 设 计 问

题具有高维多目标、高维设计空间、多约束、多学

科以及多层次嵌套等特点。

１）高维多目标

飞机电力 系 统 的 设 计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工 程 问

题，包含可靠性、维修性、重量、成本和电能质量等

多个设计目标，因此属于高维多目标设计问题，必
然导致计算复杂度增加。

２）高维设计空间

飞机电力系统的设计参数包含网络 拓 扑、各

部件容量和能量分配的相关参数等，构成了高维

的设计空间，往往会导致维数灾难［１０７］。

３）多约束

飞机电力系统必须遵循一定规则，如：电源节

点不能直接与负载节点连接，负载的供电可靠度，

系统整体的可靠度等。因此其设计必然受到设计

参数、状态参数和目标参数等多个约束的影响，加
剧了求解过程的复杂性。

４）多学科［１０８］

电气化飞 机 电 力 系 统 设 计 优 化 问 题 涉 及 动

力、电、机械、液、气、热等多个学科和子系统，各学

科、子系统和设计问题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导致

系统参数互相耦合，需要权衡设计。

５）多层次嵌套

飞机电力系统设计问题是一个两层嵌套决策

问题：上层通过系统的改造影响能量分配路径的

选择，属于静态设计问题；而下层则依据设计者的

投资决策去选择效用最大的路径，属于动态设计

问题。此外，系统的静态设计又是一个多层嵌套

决策问题：顶层通过对改变子系统间的拓扑结构

改善系统性能；底层通过部件／器件工艺技术的选

择提升系统性能。
设计人员需要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 设 计 手

段才能解决上述问题，降低系统的设计难度。

３．３　智能化设计理论、功能和特点

３．３．１　智能化设计理论框架体系

先进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的理论框架体

系如图１所示。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包括所

有与飞机电力系统有关的决策问题，是决策者按

照先进的科学程序，运用现代智能化技术，对未来

图１　先进飞机电力系统智能设计理论框架体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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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技术发展的方向、目标以及解决设计问题的

原则、方法所做的选择和决定。不同于传统的经

验型设计方法，智能化设计属于科学型设计：智能

化设计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物理学、运筹学等），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所要决策的设计问题进行

精确的定量描述；同时，智能化设计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优化方法和电子计算机，
求解假设问题的模型，以获得最优（或近似最优）
的决策结果。

３．３．２　智能化设计平台功能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构建的飞机 电 力 系

统智能化设计平台功能如图２所示。

１）数学 模 型 库。数 学 模 型 以 多 种 形 式 描 述

研究对象，反映了系统的主要组成和各部分的相

互作用，是智能化设计的核心。用于电力系统智

能化设计的决策模型是以材料、结构、工艺和市场

等方面的技术参数为知识和约束条件，以机械、电
力、控制等物理连接关系为纽带，构建的多个设计

目标的标准化的数学模型。

２）模型近似。飞机电力系统结构庞大，为降

低计算成本，平台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将目标函

数和约束近似拟合，从而降低模型复杂度。目前，
常用的方法有多项式响应面法、径向基神经网络

方法、Ｋｒｉｎｇｉｎｇ方 法［１０９］和 增 强 的 径 向 基 函 数

法等。

图２　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平台功能

Ｆｉｇ．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３）多 学 科 设 计 优 化（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ｅ－
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ＤＯ）。针 对 系 统 参 数 耦 合

的特征，ＭＤＯ［１１０］通过建立合理的优化体系、选择

适当的策略来减少优化时的计算负担，从结构上

解决设计优化问题所面临的多学科难题。目前方

法主要有多学科可行方法、单学科可行方法、同时

分析优化方法、并行子空间优化方法、协同优化方

法等。

４）系统 灵 敏 度 分 析。为 识 别 系 统 参 数 间 复

杂的耦合关系，设计人员通过灵敏度分析等手段

观察参数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敏感程度，了解系

统输出参数随输入参数的变化情况，从而为设计

问题的分解和决策提供依据。比较常用的是全局

和局部灵敏度方法。

５）系统 分 解。系 统 分 解 根 据 对 飞 机 电 力 系

统参数耦合关系的识别结果，将系统分为多个子

系统，从而实现多个子系统的并行或串行处理和

优化，以此来提高优化效率，减少计算时间。

６）优化 算 法。优 化 算 法 是 飞 机 电 力 系 统 优

化设计的核心部分，也是智能化设计的基础手段。
可归纳为有严格数学定义的经典优化算法（梯度

法、内点法等）和进化算法（模拟退火、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和演化算法等）。

７）系统验证。智能化设计离不开对其设计方

案的验证，基于虚拟现实的仿真验证技术可以提高

设计和验证效率，节省设计过程的成本和周期。

３．３．３　智能化设计特点

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具体特点如下：

１）智能化设计融合ＣＡＥ技术和ＡＩ技术，将
工程设计以及分析等活动有机整合，形成知识的

系统构架，通过知识驱动和最佳实践的积累，提出

设计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

２）智能化设计具有模块化的特点，能充分利

用现有的设计模块，对各子系统进行既独立又交

叉的优化设计，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整个设计过程，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３）智能化设计具有并行性的特点，在设计的

初始阶段就考虑系统从概念设计到报废处理的全

生命期的各个方面，并能通过网络将分散在不同

地区的设计部门组织起来进行分布式设计。

４）智能化设计需要集成通信、数据库以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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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计过程和定性解计算的可视化环境，应当具

备易于使用、鲁棒等特点。
总之，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具有 基 于 知

识和智能、模块化、并行性和设计环境友好４个特

征，可以避免盲目性和设计返工造成的人力、物力

的浪费，提高设计质量，降低设计风险，缩短产品

的设计周期。

３．４　智能化设计流程

结合３．３．２节所述设计平台功能，本文提出

覆盖飞机全生命周期的飞机电力系统数字化、智

能化的设计和验证流程如图３所示。
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设计平台在 明 确 当

前阶段任务目标的基础上，调用相应的设计及决

策模型进行系统集成；根据设计需求，权衡计算精

度和成本，通过合适的试验设计方法，获得足量数

据，使用近似技术构建满足设计需求的元模型；而
后结合相关技术条件参数，借助敏感度分析等方

法，探索输入参数、输出目标之间的变化关系和趋

势，确定设计目标关于设计参数的敏感因素；根据

分析结果，分割系统，对各子系统进行综合协调，
确定最佳参数组合，得到设计对象关于任务目标

的Ｐａｒｅｔｏ最优解；结合具体应用和专家意见等多

方面因素，对形成的多个集成方案进行综合决策，
确定最终方案；最后，根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需

求，选用合适的手段对系统集成方案进行验证。

图３　先进航空电力系统智能设计流程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５　关键技术

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平台的关键技 术 包 括：

① 多 学 科 建 模 技 术；② 智 能 化 多 学 科 设 计 优 化

技术；③ 基于虚拟现实的分布式仿真验证技术。

１）多学科建模技术

开发多学科模型是进行电力系统设计、分析、

优化的首要任务，具体应包括系统的体积、重量、
功率和冷却以及可靠性、可用性、维护性和成本等

方面的决策模型。
目前在商业软件中二次开发的模型通常是系

统或部件的物理或时频域模型，通用性差、计算量

大、耗时长，难以满足计算成本的要求，不能直接

用于系统的智能化设计。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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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供应商以及其他学科知识的支持，建立具有

通 用 接 口 的 决 策 模 型，形 成 标 准 化 的 多 学 科 模

型库。

２）智能化多学科设计优化技术

多学科设计优化技术是进行飞机电力系统智

能化设计的基本工具，也是解决飞机电力系统优

化设计问 题 的 主 要 手 段［１１０－１１２］，具 体 包 括 近 似 技

术、灵敏度分析、系统分解技术、ＭＤＯ和优化／决

策算法。

智能化设计要求设计平台还应具备一定的自

主能 力：① 能 够 自 主 权 衡 模 型 的 计 算 精 度 和 成

本，从而形成最佳的优化模型；② 能够根据敏感

度分析，自动分割重组设计问题，减少人工干预；

③ 能够根据具体问题的特点，自动选择算法，如

开展 鲁 棒 优 化、组 合 优 化 等，提 高 设 计 精 度 和 效

率；④ 能够自动将多学科优化设计等算法与优化

算法相结合，获取最佳的组合效果。

３）基于虚拟现实的分布式仿真验证技术

为实现对设计的验证，具有分布式计 算 能 力

并且能够直观显示试验结果的系统验证技术是飞

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必不可少的环节。

近年，相关飞机设计所都进行了一定 的 仿 真

试验研究，但这些验证工作缺乏统一的流程和标

准规范，通用性差，难以实现不同系统的移植和集

成，虚拟集成试验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４　结　论

电气化技术推动了飞机电力系统综合化和智

能化的发展，对飞机电力系统及其管理控制系统

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飞机电力系统的设

计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化、综合化、智能化的设

计技术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电气化飞机电力系统的智能化设计显著特征

是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飞机电力系统设计／验

证过程中，从飞机总体全生命周期的多项性能出

发，综合协调飞机各子系统资源，并进行仿真试验

验证，从而实现电力系统的综合性能的优化设计。

为建立飞机电力系统智能化设计／评估体系，

涵盖飞机全生命周期的多学科建模技术，模块化、

自动化的设计平台软件技术，以及标准化的分布

式可视化验证技术是亟待突破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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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ＡＮＴＣＬＩＦＦ　Ｋ　Ｒ，ＣＡＰＲＩＳＴＡＮ　Ｆ　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Ｇａ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ＰＥＧＡＳＵ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ＡＩＡＡ／

ＩＳＳＭＯ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ｔｏｎ，ＶＡ：ＡＩＡＡ，２０１７：１－６．
［２９］　宋利康，郑堂介，朱永国，等．飞机脉动总装智 能 生 产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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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技术［Ｊ］．航空制造技术，２０１８（Ｚ１）：２８－３２．

ＳＯＮＧ　Ｌ　Ｋ，ＺＨＥＮＧ　Ｔ　Ｊ，ＺＨＵ　Ｙ　Ｇ，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ｕｌ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ｆｉ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Ｊ］．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２０１８（Ｚ１）：２８－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帅朝林，陈雪梅，邱世广．虚拟现实技术在航空智能制造

中的应用思考与展望［Ｊ］．航空制造技术，２０１６，５９（１６）：

２６－３３．

ＳＨＵＡＩ　Ｃ　Ｌ，ＣＨＥＮ　Ｘ　Ｍ，ＱＩＵ　Ｓ　Ｇ．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Ｊ］．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ｏｏｌ，２０１６，５９（１６）：２６－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曾艺．民用飞机客舱智 能 舷 窗 系 统 设 计［Ｊ］．航 空 科 学 技

术，２０１５，２６（８）：５３－５６．

ＺＥＮＧ　Ｙ．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ａｂｉｎ　ｓｍａｒ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Ｊ］．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２６（８）：５３－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ＢＵＳＣＨＨＯＲＮ　Ｓ　Ｔ，ＫＥＳＳＬＥＲ　Ｓ　Ｓ，ＬＡＣＨＭＡＮＮ　Ｎ，ｅｔ

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ｃ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ｎａｎ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Ｃ］∥５４ｔｈ　ＡＩＡＡ／

ＡＳＭＥ／ＡＳＣＥ／ＡＨＳ／ＡＳ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ｓｔｏｎ，ＶＡ：ＡＩＡＡ，２０１３：ＡＩＡＡ－

２０１３－１７２９．
［３３］　李 永 锋．宽 体 客 机 飞 控 电 作 动 系 统 设 计［Ｊ］．航 空 学 报，

２０１７，３８（Ｓ１）：１４７－１５５．

ＬＩ　Ｙ　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ａ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ｗｉｄｅ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

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Ｓ１）：１４７－１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孟繁鑫，王瑞琪，高赞军，等．多电飞机电动环 境 控 制 系

统关键技术研究［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８，２９（２）：１－８．

ＭＥＮＧ　Ｆ　Ｘ，ＷＡＮＧ　Ｒ　Ｑ，ＧＡＯ　Ｚ　Ｊ，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９（２）：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袁起航，林贵平，李广超，等．电脉冲除冰系统 电 磁 脉 冲

力仿真分析［Ｊ］．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６，４２（３）：

６３２－６３８．

ＹＵＡＮ　Ｑ　Ｈ，ＬＩＮ　Ｇ　Ｐ，ＬＩ　Ｇ　Ｃ，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ｉｍ－

ｐｕｌｓｅ　ｄｅ－ｉ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４２（３）：６３２－６３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高泽海，马存宝，宋东．飞机燃油供油系统性能退化与故

障预测［Ｊ］．西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２）：２０９－２１５．

ＧＡＯ　Ｚ　Ｈ，ＭＡ　Ｃ　Ｂ，ＳＯＮＧ　Ｄ．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ｆｕｅ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２）：２０９－２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７］　ＬＣＫＥＮ　Ａ，ＢＲＯＭＢＡＣＨ　Ｊ，ＳＣＨＵＬＺ　Ｄ．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Ｃ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ｇｒｉ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ｅｄ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ｉｐ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ｉｓｃａ－

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１－６．
［３８］　ＳＡＮＴＡＲＥＬＬＩ　Ｍ，ＣＡＢＲＥＲＡ　Ｍ，ＣＡＬＩＭ．Ｓｏｌｉｄ　ｏｘｉｄｅ

ｆｕ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ｊｅｔｓ：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ｅｌ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７（２）：

５８－６６．
［３９］　ＲＯＭＥＯ　Ｇ，ＣＥＳＴＩＮＯ　Ｅ，ＢＯＲＥＬＬＯ　Ｆ，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ｏｏｌ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２－ｓｅａｔ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ｂｙ　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４（１）：７９－８８．
［４０］　ＤＡＩ　Ｚ　Ｈ，ＷＡＮＧ　Ｌ，ＹＡＮＧ　Ｓ　Ｓ．Ｆｕｅｌ　ｃｅｌｌ　ｂａｓｅｄ　ａｕｘｉｌｉａ－

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　ｉｎ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

ｉｃ．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１－６．
［４１］　阮立刚，王莉，叶家瑜，等．基于混合信号状态 机 的 交 流

固态功 率 控 制 器 功 能 模 型［Ｊ］．航 空 学 报，２０１７，３８
（１１）：３２１１３３．

ＲＵＡＮ　Ｌ　Ｇ，ＷＡＮＧ　Ｌ，ＹＥ　Ｊ　Ｙ，ｅｔ　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ｏｆ　ＡＣ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ｘｅｄ　ｓｉｇ－

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３２１１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　ＳＣＨＲＯＴＥＲ　Ｔ，ＳＣＨＵＬＺ　Ｄ．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３，

４９（１）：１８９－２００．
［４３］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ＥＬＭＳ　Ａ，ＨＵＳＢＡＮＤ　Ｍ．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ａｆ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ｖｏｌｔ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ｏ．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６７－７１．
［４４］　ＣＯＴＴＯＮ　Ｉ，ＮＥＬＭＳ　Ａ．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ＩＥＥＥ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２３（２）：２５－３２．
［４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Ｕ　Ｉ，ＮＥＬＭＳ　Ａ，ＣＯＴＴＯＮ　Ｉ，ｅｔ　ａｌ．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ｗｉ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
（１）：２４－３０．

［４６］　ＮＹＡ　Ｂ　Ｈ，ＢＲＯＭＢＡＣＨ　Ｊ，ＳＣＨＵＬＺ　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ｉｐ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５．
［４７］　ＮＹＡ　Ｂ，ＢＲＯＭＢＡＣＨ　Ｊ，ＳＣＨＲＴＥＲ　Ｔ，ｅｔ　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ｂ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

ｃｒａｆｔ［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

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２０１１：１－１０．
［４８］　ＢＲＯＭＢＡＣＨ　Ｊ，ＬＵＣＫＥＮ　Ａ，ＮＹＡ　Ｂ，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ＶＤＣ－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ｐ－



航　空　学　报

５２２４０５－１２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ｉｐ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６．
［４９］　ＳＣＨＲＯＥＴＥＲ　Ｔ，ＮＹＡ　Ｂ　Ｈ，ＳＣＨＵＬＺ　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ｉｓｌ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Ｓｈｉｐ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ｉｓｃａ－

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１－７．
［５０］　ＫＯＳＴＡＫＩＳ　Ｔ，ＮＯＲＭＡＮ　Ｐ　Ｊ，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Ｓ　Ｊ．Ａｓ－

ｓｅｓｓ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ｉｓｃａｔ－

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１－６．
［５１］　ＮＵＺＺＯ　Ｐ，ＸＵ　Ｈ，ＯＺＡＹ　Ｎ，ｅｔ　ａｌ．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Ｊ］．

ＩＥ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４，２（２）：１－２５．
［５２］　陈娟，王占林．飞 机 多 机 电 系 统 综 合 仿 真 的 研 究［Ｊ］．仪

器仪表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４）：６３８－６４０．

ＣＨＥＮ　Ｊ，ＷＡＮＧ　Ｚ　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２４（４）：６３８－

６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　郑伟，解向 军．先 进 战 斗 机 综 合 机 电 系 统 试 验 技 术 研 究

［Ｊ］．飞机设计，２０１０，３０（５）：３１－３５．

ＺＨＥＮＧ　Ｗ，ＸＩＥ　Ｘ　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ｉｇｈｔｅｒ［Ｊ］．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１０，３０（５）：３１－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　郭鹏，李亚晖，孙允明．机载机电综合管理系统架构建模

与仿真方法［Ｊ］．电光与控制，２０１７，２４（１２）：１００－１０５．

ＧＵＯ　Ｐ，ＬＩ　Ｙ　Ｈ，ＳＵＮ　Ｙ　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Ｏｐ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

２４（１２）：１００－１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５］　ＳＩＮＡＮ　Ｙ．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

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

ｂｕｒｇｈ，２０１１：２２－２７．
［５６］　ＸＵ　Ｈ．Ｄｅｓｉｇ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ｏｇｉｃ［Ｄ］．Ｐａｓａｄｅｎａ：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２－７３．
［５７］　ＭＡＡＳＯＵＭＹ　Ｍ，ＮＵＺＺＯ　Ｐ，ＩＡＮＤＯＬＡ　Ｆ，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

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２９３９－２９４５．
［５８］　ＳＨＡＨＳＡＶＡＲＩ　Ｂ，ＭＡＡＳＯＵＭＹ　Ｍ，ＳＡＮ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ＶＩＮＣＥＮＴＥＬＬＩ　Ａ，ｅｔ　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ｌｏａ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

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３６４９－３６５５．
［５９］　ＸＩＡ　Ｘ，ＬＡＷＳＯＮ　Ｃ　Ｐ．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　ｃｉｖｉ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ｌ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Ｊ］．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２５（１）：１２５－１３１．
［６０］　ＸＩＡ　Ｘ．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ｌ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Ｄ］．Ｂｅｄ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６７－７９．
［６１］　彭城．多电飞机电能管 理 关 键 技 术 研 究［Ｄ］．南 京：南 京

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４：３１－３４．

ＰＥＮＧ　Ｃ．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１－３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２］　吴雅婷．宽体客 机 电 网 管 理 技 术 研 究 和 实 现［Ｄ］．南 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６：１１－１６．

ＷＵ　Ｙ　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ｉ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ｉｄｅ－ｂｏｄｙ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１－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３］　唐彬鑫．飞机多电 化 负 载 特 性 分 析 和 管 理 技 术 研 究［Ｄ］．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７：３１－３６．

ＴＡＮＧ　Ｂ　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ｌｏａｄ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３１－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４］　葛玉雪，宋笔锋，裴扬．基于可用能的多电飞机能量利用

率分析方法［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５）：１２７６－１２８３．

ＧＥ　Ｙ　Ｘ，ＳＯＮＧ　Ｂ　Ｆ，ＰＥＩ　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ｅｒｇｙ［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５（５）：１２７６－

１２８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５］　ＢＡＲＲＵＥＬ　Ｆ，ＣＡＩＳＬＥＹ　Ａ，ＲＥＴＩＥＲＥ　Ｎ，ｅｔ　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ＤＣ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ｏｎ－ｂｏ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Ｃ］∥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１１６３－１１６９．
［６６］　ＡＲＥＥＲＡＫ　Ｋ　Ｎ，ＷＵ　Ｔ，ＢＯＺＨＫＯ　Ｓ　Ｖ，ｅｔ　ａｌ．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１，４７ （４）：

２５７４－２５８９．
［６７］　ＡＲＥＥＲＡＫ　Ｋ　Ｎ，ＢＯＺＨＫＯ　Ｓ　Ｖ，ＡＳＨＥＲ　Ｇ　Ｍ．Ｄ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Ｄ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ＰＷＭ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ａｄｓ［Ｃ］∥２００８　１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ｉｓｃａｔ－

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２０４９－２０５４．
［６８］　ＢＲＯＭＢＡＣＨ　Ｊ，ＪＯＲＤＡＮ　Ｍ，ＧＲＵＭＭ　Ｆ，ｅｔ　ａｌ．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ｐｏｗｅｒ－ｌｏａ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９７－１０２．



航　空　学　报

５２２４０５－１３　　　

［６９］　ＺＨＥＮＧ　Ｘ，ＬＩＵ　Ｗ，ＺＨＡＮＧ　Ｘ．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ａ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ＷＭ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Ｃ］∥２０１３ＩＥＥＥ　１４ｔｈ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ＭＰＥＬ）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１－５．
［７０］　ＥＬ－ＫＩＳＨＫＹ　Ｈ，ＥＢＲＡＨＩＭＩ　Ｈ．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６３：

２４６－２５９．
［７１］　朱成花，严仰 光．一 种 改 进 的 阻 抗 比 判 据［Ｊ］．南 京 航 空

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８（３）：３１５－３２０．

ＺＨＵ　Ｃ　Ｈ，ＹＡＮ　Ｙ　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３８（３）：３１５－３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２］　李永东，章玄，许烈．多电飞机高压直流供电系统稳定性

研究综述［Ｊ］．电源学报，２０１７，１５（２）：２－１１．

ＬＩ　Ｙ　Ｄ，ＺＨＡＮＧ　Ｘ，ＸＵ　Ｌ．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ＨＶＤ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２０１７，１５（２）：２－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３］　ＫＵＨＮ　Ｍ　Ｒ，ＪＩ　Ｙ，ＳＣＨＲＤＥＲ　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

ｃｒａｆｔ　ｕｓｉｎｇμ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１－６．
［７４］　ＳＵＭＳＵＲＯＯＡＨ　Ｓ，ＯＤＡＶＩＣ　Ｍ，ＢＯＺＨＫＯ　Ｓ．Ａ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

５２（５）：４４１６－４４２５．
［７５］　ＷＥＮＧ　Ｋ　Ｈ，ＣＨＥＮ　Ｔ，ＬＩＮＧ　Ｋ　Ｖ，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７，９２：５３－６２．
［７６］　ＣＨＥＮ　Ｔ．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ｉａ

ｍｏｖ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ｒｉｄｓ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７，１０：４６－５４．
［７７］　ＨＯＲＣＨ　Ａ，ＮＡＣＥＲＩ　Ａ，ＡＹＡＤ　Ａ．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

ｌｉｚ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ｕｓｉｎｇ　Ｈ∞ｒｏｂｕｓ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Ｃ］∥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８８４－８８９．
［７８］　ＰＥＲＥＳ　Ｗ，ＪＵ

′ＮＩＯＲ　Ｉ　Ｃ　Ｓ，ＦＩＬＨＯ　Ｊ　Ａ　Ｐ．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ｅｔａ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ｔｕ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８，９５：４７－７２．
［７９］　ＦＵＲＴＡＴ　Ｉ　Ｂ，ＦＲＡＤＫＯＶ　Ａ　Ｌ．Ｒｏｂｕ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５，７３：５８４－５９０．

［８０］　ＣＡＭＰＯＳ　Ｖ　Ａ　Ｆ　Ｄ，ＣＲＵＺ　Ｊ　Ｊ　Ｄ．Ｒｏｂｕｓ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ｉｄｅ　ａｒｅ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６，８３：３９２－４０１．
［８１］　ＢＲＩＶＩＯ　Ｃ，ＭＯＮＣＥＣＣＨＩ　Ｍ，ＭＡＮＤＥＬＬＩ　Ｓ，ｅｔ　ａｌ．Ａ

ｎｏｖｅ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ｏｆｆ－ｇ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１６６：６６８－６７９．
［８２］　ＷＵ　Ｔ，ＢＯＺＨＫＯ　Ｓ　Ｖ，ＡＳＨＥＲ　Ｇ　Ｍ，ｅｔ　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Ｃ］∥２００９　３５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Ｅ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２５３７－２５４４．
［８３］　代京，张平，李行善，等．航空机电系统测试性 建 模 与 分

析新方法［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２）：２７７－２８４．

ＤＡＩ　Ｊ，ＺＨＡＮＧ　Ｐ，ＬＩ　Ｘ　Ｓ，ｅｔ　ａｌ．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ｖｉ－

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０，３１（２）：２７７－２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４］　ＭＥＮＧ　Ｌ，ＹＡＮＧ　Ｓ，Ｗ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ｂ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７８－８１．
［８５］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　Ｊ．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Ｌａｂ－

ＶＩＥＷ［Ｃ］∥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８１－８６．
［８６］　ＬＩ　Ｂ，ＬＩ　Ｗ，ＺＨ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ｍｏｌａ　ａｎｄ　Ｍｏ－

ｄｅｌｉｃａ［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ｈｉｐ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１－６．
［８７］　ＤＡＩ　Ｚ　Ｈ，ＷＡＮＧ　Ｌ，ＹＡＮＧ　Ｓ　Ｓ．Ｍｕｌｔｉ－ｓｉｇ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

ＡＩＡ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ｔｏｎ，ＶＡ：ＡＩＡＡ，２０１６：１－７．
［８８］　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ｃｋ－ｕｐ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１７－２３．
［８９］　李 伟 林，张 晓 斌，董 延 军．电 力 系 统 综 合 仿 真 方 法 研 究

（一）：ＶＰＮＥＴ（英文）［Ｊ］．中国电机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２，３２
（１３）：９５－１０２．

ＬＩ　Ｗ　Ｌ，ＺＨＡＮＧ　Ｘ　Ｂ，ＤＯＮＧ　Ｙ　Ｊ．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ｔ　Ｉ）：ＶＰＮＥＴ
［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２，３２（１３）：９５－１０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０］　李浩敏．基于模型的飞 机 系 统 架 构 设 计 综 述［Ｊ］．民 用 飞



航　空　学　报

５２２４０５－１４　　　

机设计与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７－２０．

ＬＩ　Ｈ　Ｍ．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Ａ／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Ｊ］．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３）：１７－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１］　陆清，吴双．民 用 飞 机 虚 拟 集 成 试 验 技 术 研 究［Ｊ］．民 用

飞机设计与研究，２０１７（２）：１－７．

ＬＵ　Ｑ，ＷＵ　Ｓ．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Ｊ］．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２）：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２］　宋文滨．未来飞机的智 能 化 技 术 综 述 与 发 展 展 望［Ｊ］．民

用飞机设计与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２２－１２９．

ＳＯＮＧ　Ｗ　Ｂ．Ｓｍａ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Ｊ］．

Ｃｉｖｉ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３）：１２２－１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３］　吴光辉，刘 虎．大 型 客 机 数 字 化 设 计 支 持 体 系 框 架［Ｊ］．

航空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５）：１３８６－１３９４．

ＷＵ　Ｇ　Ｈ，ＬＩＵ　Ｈ．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ａｉｒｌｉｎｅｒｓ［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８，２９（５）：１３８６－１３９４（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９４］　邰忠天，田玉斌，张卓．飞机电气系统数字化设计流程优

化研究［Ｊ］．航空科学技术，２０１６，２７（６）：３０－３３．

ＴＡＩ　Ｚ　Ｔ，ＴＩＡＮ　Ｙ　Ｂ，ＺＨＡＮＧ　Ｚ．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Ｐ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ｗ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７（６）：３０－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５］　ＡＬＳＩＮＡ　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

ｔｅｍ［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ｒａｎ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８：３６－４７．
［９６］　ＢＡＬＳ　Ｊ，ＨＯＦＥＲ　Ｇ，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Ａ，ｅｔ　ａｌ．Ｖｉｒｔｕａｌ　ｉｒｏｎ

ｂｉｒｄ—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Ｃ］∥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Ｌｕｆｔ－ｕｎｄ　Ｒａｕｍｆａｈｒｋ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Ｂｏｎｎ：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９．
［９７］　ＪＩ　Ｙ，ＢＡＬＳ　Ｊ．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ｉｃａ　ｓｉｇ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ｔｏ－

ｗａｒｄ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Ｃ］∥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 ＮＪ： 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１５２－１５６．
［９８］　ＫＵＨＮ　Ｍ　Ｒ，ＪＩ　Ｙ，ＪＯＯＳ　Ｈ　Ｄ，ｅｔ　ａｌ．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ｔｉ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２００８ＩＥＥ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ｔ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ｉｓｓ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３８７３－３８７９．
［９９］　ＲＯＧＥＲＳＴＥＮ　Ｒ，ＸＵ　Ｈ，ＯＺＡＹ　Ｎ，ｅｔ　ａｌ．Ａ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ｓｔｂｅｄ　ｆｏ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ｙｎｔｈｅ－

ｓｉｚ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２０１３：８９－９４．
［１００］ＫＵＨＮ　Ｍ　Ｒ，ＪＩ　Ｙ．Ｍｏｄｅｌｉｃａ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Ｖ［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ｃ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ｕ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ｃ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７４７－７５６．
［１０１］ＲＯＧＥＲＳＴＥＮ　Ｒ，ＸＵ　Ｈ，ＯＺＡＹ　Ｎ，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ｂｅ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１１（１０）：６６５－６７８．
［１０２］ＢＥＳＴＥＲ　Ｊ　Ｅ，ＭＡＢＷＥ　Ａ　Ｍ，ＨＡＪＪＡＪＩ　Ａ　Ｅ．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ｅｎｃｈ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１－１０．
［１０３］ＰＩＮＴＯ　Ａ，ＢＥＣＺ　Ｓ，ＲＥＥＶＥ　Ｈ．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ＩＡＡ　Ａｖｉ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ｔｏｎ，

ＶＡ：ＡＩＡＡ，２０１３：１－１１．
［１０４］ＦＵ　Ｓ　Ｗ　Ｊ，ＫＡＲＩＭＩ　Ｋ　Ｊ，ＪＡＫＳＩＣ　Ｍ　Ｄ，ｅｔ　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ＵＳ　２０１４０１２２０－

５０Ａ１［Ｐ］．２０１４－０５－０１．
［１０５］ＬＡＵ　Ｍ　Ｙ．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Ｔｏｒｏｎｔｏ：Ｒｙｅｒｓ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２６－４５．
［１０６］ＮＯＯＲ　Ａ　Ｋ，ＶＥＮＮＥＲＩ　Ｓ　Ｌ．ＩＳ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ＥＥＥ　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２３（４）：

３１－４４．
［１０７］ＦＲＡＮＳ　Ｖ　Ｄ　Ｂ，ＥＮＧＥＬＢＲＥＣＨＴ　Ａ　Ｐ．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８ （３）：

２２５－２３９．
［１０８］余雄庆，丁运亮．多学科设计优化算法及其在飞行器设计

中应用［Ｊ］．航空学报，２０００，２１（１）：２－７．

ＹＵ　Ｘ　Ｑ，ＤＩＮＧ　Ｙ　Ｌ．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ｔ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ｓｉｇｎ［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０，２１（１）：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９］韩忠华．Ｋｒｉｇｉｎｇ模型及代理优化算法研究进展［Ｊ］．航空

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３１９７－３２２５．

ＨＡＮ　Ｚ　Ｈ．Ｋｒｉｇｉｎｇ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３１９７－

３２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０］桂业伟，刘磊，代光月，等．高超声速飞行器流－热－固耦合

研究现状与软件开发［Ｊ］．航空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７）：８７－１０５．

ＧＵＩ　Ｙ　Ｗ，ＬＩＵ　Ｌ，ＤＡＩ　Ｙ　Ｇ，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ｆｌｕｉ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ｏｌｉ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７）：８７－１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１］ＺＨＡＮＧ　Ｑ，ＬＩ　Ｈ．ＭＯＥＡ／Ｄ：Ａ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６）：

７１２－７３１．



航　空　学　报

５２２４０５－１５　　　

［１１２］ＤＥＢ　Ｋ，ＪＡＩＮ　Ｈ．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ｍａｎ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ＳＧＡ－ＩＩ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２０１２ＩＥＥ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Ｃ）．Ｐｉｓｃａｔ－

ａｗａｙ，ＮＪ：ＩＥＥ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８．

（责任编辑：李丹）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ＮＧ　Ｌｉ＊，ＤＡＩ　Ｚｅｈｕａ，ＹＡＮＧ　Ｓｈａｎｓｈｕｉ，ＭＡＯ　Ｌｉｎｇ，ＹＡＮ　Ｙａｎｇｇｕａｎｇ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ｏｒ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ｎｅｒｇ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ｒｏｐｅ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ａｌ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ｙｓｔｅｍ－ｌｅｖｅ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Ｒｅｖｉｓｅｄ：２０１８－０７－１６；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１８－０８－１６；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８－０８－２７　１７：３４
ＵＲＬ：ｈｔｔｐ：／／ｈｋｘｂ．ｂｕａａ．ｅｄｕ．ｃｎ／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ｈｔｍ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５１７７７０９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ｌｉｗａｎｇ＠ｎ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