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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反映了直升机火力控制原理的最新成果，阐述了直升机攻击空中、地面目标的全过程，包括引导
、瞄准、制导各个阶段的火力控制理论和火力控制问题的分析、计算方法。
其内容融进了编著者多年来教学、科研和学术成果。
    全书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概论、坐标系及其转换、火力控制问题的基本解法、目标参数测量、头
盔瞄准原理、非制导武器火力控制原理、制导武器火力控制原理、弹着点散布、火力控制新原理和新
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直升机火力控制专业的人员使用，也可作为有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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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单色辐射源-光电探测器-单色辐射源构成的几何关系，应避免与第二套单色辐射源一光电探测
器-单色辐射源之间形成共线或共面，以免造成瞄准解的模糊而导致系统误差。
对于这种情况，应尽可能采用交替连接或增加硬件余度。
由于单色辐射源是安装在飞行员的头盔上，随着头部的运动，会产生辐射受遮挡的问题，特别是在大
方位角和大俯仰角的组合情况下。
为此，必须要有合理的计算程序编排来解决此问题。
由此带来计算的复杂性和延长计算时间也是难免的。
按照系统的要求，辐射源必须满足。
空间范围内产生瞄准线的方位角和俯仰角；光电探测器在士75。
范围内输出的电信号能够确定飞行员的瞄准线。
根据前面所述的三种几何关系，当采用最少硬件配置时，没有一种几何关系能够满足系统预定的要求
。
因为既不能通过特殊的几何关系以可接受的精度去确定方位角和俯仰角，也不能因辐射受遮挡而允许
低于可接受的信噪比。
在这种情况下，硬件上最好增加余度来确保测定瞄准线所需的足够信息。
增加硬件的余度，不仅可以增大系统的有效角度覆盖范围，还可以改善系统的可靠性和用自检方式进
行中间检查、修改单色辐射源-光电探测器之间的几何关系。
实际上，光电探测器在座舱的安装还要适合具体直升机座舱的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增加辐射源来解决环境的遮挡问题。
当几套单色辐射源-光电探测器系统都能确定瞄准线时，要对各自的结果进行平均或剔除低精度的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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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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