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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先进舰载战斗机设计要求 

1. 飞机主要特点 

1) 可完成舰队防空、掌握制空权、配备高精度武器全天候打击水面和地面目标

等多中战斗任务； 

2) 通过采取有效的增升技术措施，使飞机能在更低的起飞速度和着舰速度下在

尺度有限的航母飞行甲板上安全起降； 

3) 要充分考虑到限于舰载机装载数量对多任务的需要比陆基飞机更迫切； 

4) 选择现有发动机型号，降低平台总体的研发成本； 

5) 采用先进的设计方法和材料技术，尽可能低的维护维修费用； 

6) 适应舰载环境的特殊要求（如防霉菌、防湿热、防盐雾及抗电磁兼容性）。 

 

2. 总体设计要求 

1) 最大航程：3000km（最大内油，无武装）； 

2) 最大飞行速度：2.2Ma（标准内油，无武装）； 

3) 巡航高度：11km 

4) 实用升限：19km 

5) 载荷能力： 

 乘员 1人； 

 正常状态下利用内置弹舱可携带（4枚 200kg级中距空空导+弹 2枚 90kg

级近距空空弹）/6枚 200kg级中距空空导弹；利用外挂点挂载 2枚 800kg级

反舰导弹。 

6) 起飞：滑跃或弹射起飞，海平面标准条件下，短点起飞距离 110m，长点起飞

距离 200m； 

7) 降落：可用距离 100m。 

 

3. 隐身设计要求 

总体设计中应包含并体现在隐身性能方面的综合考虑，包括对声、光、电磁、

热等发面可能的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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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设计要求 

航空母舰要求舰载战斗机占据的容积尽可能小，因此，机翼/垂尾应考虑具

备可折叠功能，应考虑由此带来的对结构重量的影响； 

针对舰载战斗机具体的起飞方式（弹射起飞或滑跃起飞），重点研究对舰载

战斗机飞机品质的要求及其设计技术。在着舰拦阻技术上，主要研究舰载战斗机

下滑时的飞行控制规律以及对飞行品质的要求。 

 

5. 适航要求 

应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军用飞机结构完整性大纲——飞机要求》、着舰规范

中的相关要求（含着舰轨迹的控制、复飞和逃逸等），并适度参考美国 MIL-HDBK-

516《军用航空器适航性审查准则》中相关要求。 

 

6. 作战效能评估 

结合可能获得的资源，进行必要的单机作战效能评估和航母编队舰载机群的

效能评估，说明设计方案的优势。 

 

7. 舰载特性分析 

基于现有或在研航母的作战需求与装载数量分析，完成船面布列分析，确定

飞机折叠尺寸。 

 

8. 设计结果要求 

设计结果应以设计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体现，应包含相关数模、二维图纸、

飞机特征、性能参数、分析过程及可能的应用设想等。其中至少需要提交以下内

容： 

1) 飞机设计技术要求，应包含完整的飞机总体指标，气动指标、性能指标、系

统指标等要求。 

2) 飞机的总体设计，应包含完整、全面的三面图（完整的尺寸），飞机布局设计

（机身布局、机翼布局、进气道布局、尾翼布局、起落架布局等），总体布置

设计（驾驶舱，武器系统的布置，翼面折叠分型，结构框架的布置以及航电、

辅助系统的初步布置等），气动设计，全机结构设计，以及隐身方面的考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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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说明如何权衡布局和控制来解决低速起降特性和空中作战优势间的布

局矛盾。 

4) 飞机的重量、重心核算，着重考虑起降特性、武器投放以及燃油变化等因素

影响下的重心包线。 

5) 动力系统的选择，应注重考虑着舰过程的大小油门特性。 

6) 飞行性能分析 

 典型飞行任务剖面的设计与分析，任务剖面中各典型任务段的空气动力

参数和性能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升阻比、速度、过载、爬升率、航时、燃料

消耗等）； 

 针对典型弹射器、阻拦装置的能量、速度、过载的适配性进行分析，并

针对其与气动布局的耦合进行必要的分析与协调； 

 依据着舰规范等要求，权衡进场速度、飞机姿态、着舰重量和视界等参

数； 

 操稳特性分析，包括静稳定性系数，俯仰、滚转和偏航导数等； 

 飞行包线和起降性能计算，着舰过程的计算应考虑航母平台移动。 

7) 飞机的主要组成品清单，如航电、机电等。 

8) 针对隐身性能进行必要的分析计算。 

9) 针对满足适航要求的必要说明。 

10) 针对设计方案作战效能的必要分析和说明，还应包含舰上连续波次调动的能

力和时序分析。 

11) 针对设计方案使用维护性能的分析及优势说明。 

12) 对用于提升舰载机典型作战/使用性能的概念设想，以及针对该设想的分析与

讨论。 

13) 其他证明自己方案先进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