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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矢量推进器仿生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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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蛇怪蜥蜴为仿生对象，基于蛇怪蜥蜴股骨旋转带动两脚踏水的高速运动行为，设计了水面仿生矢量推进

器，增加了驱动力输出维数，实现了可控的托举力、推进力和转矩输出。结合ＲＮＧｋ ε湍流方程和 ＰＩＳＯ算法，构
建推进器的流体动力学模型，获得了叶片径向和轴向的最优设计形状，推导了驱动力与叶片长度和宽度的数学函

数。最后，搭建矢量推进器试验系统，验证了数值计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两栖车辆样机试验，矢量推进器驱动车

体实现了１０６°仰角状态的滑水航行，为水面装置减阻提速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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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水面是一个高柔性的面，可退让受到的任何作

用力［１］。能够生活在水面的生物体中，质量小于１ｇ
的依靠表面张力在水面运动，大多数质量大于 １ｇ
的则利用自身的浮力在水面做排水运动［２－３］。在做

水面排水运动时，受到的兴波阻力与速度的６次方
呈正比，形成了“兴波阻力墙”［４］。生物体速度一般

较慢，如鸭子、麝鼠和老鼠［５－８］，单纯提高推进力，速

度增加并不显著。

但是，在质量大于１ｇ的动物中，蛇怪蜥蜴和北
美

!"

能够利用脚部冲击水面的反作用力，支撑身

体质量而在水面快速运动［９］。这２种动物能够依靠
踩踏水面和向后划腿，获取托举力和推进力，分别支

撑质量和推动前进，同时产生一个转矩，维持身体平

衡，保持向前运动的姿态［４，１０－１１］。

传统的水面装置推进方式为螺旋桨推进和喷水

推进，以一维的推进力输出为主［１２］。而蛇怪蜥蜴和

北美
!"

能够踏水获得托举力、推进力和平衡转矩，

驱动力输出维数更多，且在同质量等级的动物中，水

面运动速度更快［１３－１６］。因此，本文基于蛇怪蜥蜴的

水面高速运动行为，设计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提供

三维驱动力，提高水面装置的运动速度。为了对推

进器进行优化和控制，建立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的

流体动力学模型，针对核心部件———叶片，获取其径

向和轴向的最优设计形状，分析其长度、宽度与驱动

力输出的数学函数。搭建推进器试验系统，验证数

值计算模型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将推进器应用于两

栖车辆，试验分析三维驱动力对两栖车辆航态和航

速的影响。

１　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结构设计

蛇怪蜥蜴生活在南美洲的丛林之中，其大腿股

骨围绕骨盆转动，然后带动两后腿交替踩踏水面，能

够高速运动躲避敌害。蛇怪蜥蜴踩踏水面可分为下

踏、后划和回收３个阶段。一只８７７ｇ蛇怪蜥蜴的
一个踩踏周期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为下踏阶段，脚掌
平行于水面，然后迅速向下踏水；图１ｂ显示脚部向
下冲击水面后，脚掌旋转并向后划动；图１ｃ为腿部
回收阶段，快速向上移出水面准备再开始下一次踩

踏。图２给出了运动过程中，蛇怪蜥蜴膝盖、脚踝和
脚掌的轨迹。

蛇怪蜥蜴脚掌踩踏水面，通过固液作用为身体

提供托举力、推进力和平衡转矩。一只１ｇ的蛇怪
蜥蜴能够产生最大２２５％体重的托举力脉冲，一只
２００ｇ的蛇怪蜥蜴能够产生最大１１１％体重的托举

图１　蛇怪蜥蜴踏水阶段划分图［１２］

Ｆｉｇ．１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ａｓｔｒｉｄ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ｌｉｓｋｌｉｚａｒｄ
　

图２　蛇怪蜥蜴关节的运动轨迹
Ｆｉｇ．２　Ｊｏｉｎｔ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ｂａｓｉｌｉｓｋｌｉｚａｒｄ

　
力脉冲［１３］。ＧＬＡＳＨＥＥＮ等［１３］通过试验，给出了蛇

怪蜥蜴下踏阶段脚掌托举力和推进力的表达式

Ｄｌ（ｔ）＝ＣＤ（０５Ｓρｗｕ
２＋Ｓρｗｇｈ（ｔ））ｓｉｎχ （１）

Ｄｔ（ｔ）＝ＣＤ（０５Ｓρｗｕ
２＋Ｓρｗｇｈ（ｔ））ｃｏｓχ （２）

式中　Ｄｌ（ｔ）、Ｄｔ（ｔ）———脚掌下划阶段 ｔ时刻的托
举力和推进力

ＣＤ———脚掌模型系数
Ｓ———脚掌面积　　ρｗ———水的密度
ｕ———脚掌速度　　ｇ———重力加速度
ｈ（ｔ）———脚掌与液面的水下距离
χ———ｔ时刻驱动力与液面的夹角

图３　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ｂｉｏｎｉｃ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ｖ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模拟蛇怪蜥蜴的踏水高速运动机理，设计了水

面仿生矢量推进器，如图３所示。推进器由轮毂、轮
辐和叶片组成。轮毂与驱动轴固连，轮辐将动力传

递至叶片，叶片与液体相互作用提供托举力、推进力

和转矩，对应蛇怪蜥蜴脚掌与水面的固液作用。推

进器围绕轮轴进行旋转运动，模仿了蛇怪蜥蜴股骨

在骨盆处的转动，如图３所示，θ１为推进器轮辐相对
水面的转角，θ２为蛇怪蜥蜴盆骨处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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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上任意一点距离中心点的距离为 ｒ，该点
和中心点的连线与 Ｘ轴之间夹角为 θ（顺时针为
正），推进器顺时针旋转，转速为 ｗ。当０°＜θ＜４５°
时，该点竖直速度｜ｖｙ｜大于水平速度｜ｖｘ｜，即入水时
叶片以竖直向下运动为主；４５°≤θ＜１３５°时，｜ｖｘ｜≥
｜ｖｙ｜，叶片以水平运动为主；１３５°≤θ＜１８０°时，
｜ｖｘ｜≤｜ｖｙ｜，出水时以竖直向上运动为主，与蛇怪蜥
蜴踏水各阶段的脚掌运动趋势相对应，如图２所示。

随年龄、外部坏境等的变化，蛇怪蜥蜴对踏水运

动进行着调整控制。一只９０ｇ左右的蛇怪蜥蜴冲
击水面的过程占整个运动周期的 １２６％ ～
２２６％［６］，其他部分为后划和回收运动，在相对早期

的年龄阶段，蛇怪蜥蜴体重较小，拥有更强的后腿运

动控制能力。

三维驱动力的输出控制是矢量推进器应用于水

面装置的前提。因此，本文针对矢量推进器的核心

部件———叶片，获取其径向和轴向的最优设计形状，

分析其长度、宽度与驱动力输出的数学函数，并进一

步开展推进器的性能试验和应用试验分析。

２　数值计算模型

建立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的流体动力学模型，

针对叶片的轴向形状、径向形状、长度ａ和宽度ｂ进
行数值计算，相关结构参数如图４所示。轴向形状
指沿Ｚ轴方向的形状，即叶片宽度对应的形状；径
向形状指叶片长度对应的形状。叶片的轴向和径向

形状分别采用平板型、半圆型和三角型设计，如图４
所示。

图４　结构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运动过程中，推进器周围流体为非定常湍流，计

算采用ＲＮＧｋ ε模型［１７－１９］。相关连续方程、动量

方程、湍动能ｋ和湍流耗散率ε方程可表示为：
连续方程为

ρ
ｔ
＋
ｘｉ
（ρｕｉ）＝０ （３）

式中　ρ———流体密度　　ｔ———时间

ｘｉ———方向标量（ｉ＝１，２，３），ｘ１、ｘ２、ｘ３分别对
应Ｘ、Ｙ、Ｚ方向

ｕｉ———速度分量时均值（ｉ＝１，２，３），ｕ１、ｕ２、ｕ３
分别对应Ｘ、Ｙ、Ｚ方向

动量方程为


ｔ
（ρｕｉ）＋


ｘｊ
（ρｕｉｕｊ）＝－

ｐ
ｘｉ
＋
ｘ(
ｊ
μ
ｕｉ
ｘ)
ｊ
＋Ｓｉ

（４）
式中　ｘｊ———方向标量（ｊ＝１，２，３）

ｕｊ———速度分量时均值（ｊ＝１，２，３）
ｐ———压力时均值　　μ———动力粘度
Ｓｉ———广义源项（ｉ＝１，２，３），Ｓ１、Ｓ２、Ｓ３分别对

应Ｘ、Ｙ、Ｚ方向
ｋ ε方程为

（ρｋ）
ｔ
＋
（ρｋｕｉ）
ｘｉ

＝
ｘ(
ｊ
αｋμｅｆｆ

ｋ
ｘ)
ｊ
＋Ｇｋ＋ρε （５）

（ρε）
ｔ
＋
（ρεｕｉ）
ｘｉ

＝


ｘ(
ｊ
αεμｅｆｆ

ε
ｘ)
ｊ
＋
Ｃ１ε
ｋＧｋ－Ｃ２ερ

ε２
ｋ （６）

式中　μｅｆｆ———等效粘度
Ｇｋ———湍动能产生项
αｋ、αε、Ｃ


１ε、Ｃ２ε———模型系数

忽略轮辐、轮毂与液体的固液作用，建立推进器

的三维模型，流体计算域采用局部加密和定向比例

放大的方式划分网格，增强迭代收敛性，如图 ５所
示。流场上侧为空气，下侧为水，推进器轮轴位于水

平面。

图５　推进器三维模型
Ｆｉｇ．５　３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３　数值计算结果

叶片是推进器的核心部件，其形状、长度、宽度

等结构参数直接影响着推进器的力学性能。因此，

本文从叶片轴向形状、径向形状、长度和宽度４个方
面进行数值计算和数据拟合，获取结构参数对力学

性能的影响规律及相应的数学函数。基本参数：推

进器顺时针旋转，叶片与轮辐固定角 θ２为６０°，轮辐
长度ｌ为０１６ｍ，叶片长度ａ为０１５ｍ，叶片宽度ｂ
为００８ｍ，转速ｗ为６０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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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叶片轴向形状
进行平板型、三角型和半圆型３种轴向叶片形

状的推进器力学性能分析，驱动力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不同轴向叶片形状的推进器力学特性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ｏ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ｘｉｓｓｈａｐｅｂｌａｄｅｓ

　
　　由图６可得：采用平板型、三角型和半圆型叶片
的推进器驱动力变化周期相同。当 ｗ＝６０ｒ／ｍｉｎ
时，驱动力周期为 ０２５ｓ，频率为 ４Ｈｚ，是转速的
４倍。在ｔ＝０２５ｎ＋００８ｓ（ｎ＝０，１，２，３）时，叶片砰
击水面，托举力与转矩同时出现波峰，而此时推进力

为波谷，相位角相差１８０°。托举力和转矩在峰值处
出现作用力脉冲，而推进力在峰值处平滑过渡。

以驱动力对时间的均值作为特征值，进行力学

性能对比分析，力学性能随叶片轴向形状的变化曲

线如图７所示。叶片轴向形状采用平板型驱动力最
大，托举力、推进力、转矩分别为１７１２Ｎ、１７５９Ｎ、
７４９Ｎ·ｍ；采用半圆型驱动力最小，托举力、推进
力、转矩分别为１１３３Ｎ、１４４３Ｎ、５８２Ｎ·ｍ，所以最
优叶片轴向形状为平板型。原因是三角型和半圆型

轴向形状的叶片存在前侧边缘，起到了导流缓冲作

用，因此驱动力数值较小，叶片表面压力分布如图８
所示，叶片边缘压力较高，部分区域大于３０００Ｐａ，
位于运动方向后侧的中心压力较低。

图７　力学性能随叶片轴向形状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ｘｉｓｓｈａｐｅｏｆｂｌａｄｅ

　

图８　叶片压力随轴向形状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ｘｉｓｓｈａｐｅｏｆｂｌａｄｅ

　
３２　叶片径向形状

进行平板型、三角型和半圆型３种径向叶片形
状的推进器力学性能分析，驱动力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如图９所示，力学性能的变化曲线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得：叶片径向形状采用平板型托举

力 为 １７１２Ｎ，三 角 型 为 ５３５Ｎ，半 圆 型 为
－１２４Ｎ，平板型最大，三角型较小，方向均竖直
向上，半圆型为负值，方向竖直向下，因此以上浮

为主时宜选用平板型，以下潜为主时宜选用半圆

型；采用平板型推进力为１７５９Ｎ，三角型为１５７２Ｎ，
半圆型为１５４９Ｎ，因此以推进为主时宜选用平板型；
采用平板型转矩为７４９Ｎ·ｍ，三角型为７４４Ｎ·ｍ，半
圆型为７６９Ｎ·ｍ，因此当水面装置前侧抬起，获取
大攻角，以排水至滑水的航态转变为主时，宜选用半

圆型。

三角型和半圆型叶片将液体带出了水面，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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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侧叶片内流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带出的液体对

叶片存在向下和向后的反作用力，减小了托举力和

推进力，推进器转动的水面气液两相分布如图１１所

示。三角型和半圆型叶片对固液相互作用有一定的

缓冲作用，因此三角型和半圆型的托举力与转矩峰

值时间滞后，如图９所示。

图９　不同径向叶片形状的推进器力学特性曲线
Ｆｉｇ．９　Ｆｏ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ｈａｐｅｂｌａｄｅｓ

　

图１０　力学性能随叶片径向形状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ｈａｐｅｏｆｂｌａｄｅ

　

图１１　不同径向形状叶片的推进器转动两相图
Ｆｉｇ．１１　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ｌｏｒ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ｈａｐｅｂｌａｄｅｓ

　

图１２　力学性能随叶片长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ｂｌａｄｅ

３３　叶片长度及宽度
叶片长度ａ从０１０ｍ至０２０ｍ增加，相应的力

学性能数据点（ａｉ，Ｆｉ），ｉ＝０，１，…，１０，如图１２所示。
结合数据点，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曲线拟合，由

物 理意义得曲线过原点。由目标函数ｍｉｎＩ＝

∑
１０

ｉ＝０
（Ｆｉ－ｆ（ａｉ））

２，得到：

托举力　Ｆｌ＝１０９０２ａ
推进力　Ｆｔ＝４６８１３５ａ

３－１０８８２０ａ２＋１７２５５ａ
转矩　　Ｆｍ＝２９９３９３ａ

３－６１８５０ａ２＋７３９５ａ
叶片长度从径向外侧增加，同转速下，径向外侧

转速相对内侧速度更快，固液作用更剧烈，叶片外侧

压力更大，所以推进力和转矩增长速度提高。而托

举力与叶片的砰击过程相关，与推进力和转矩的变

化趋势不同。浸入水中叶片固液作用强度如图１３中
右下角位置的叶片压力所示，当 ａ＝０１ｍ时，叶片
径向外侧压力达到２５００Ｐａ；当 ａ＝０１５ｍ时，叶片
外侧压力小部分达到３０００Ｐａ；当ａ＝０２ｍ时，叶片
外侧压力大部分超过３０００Ｐａ，外侧压力随长度的
增加而增加。

叶片宽度ｂ从００３ｍ至０１０ｍ增加，相应的
力学性能数据点（ｂｉ，Ｆｉ），ｉ＝０，１，…，８，如图１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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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叶片宽度ｂ＝００３ｍ时三维驱动力最小，托举
力为６５８Ｎ，推进力为８４６Ｎ，转矩为３１５Ｎ·ｍ；在

ｂ＝０１ｍ时三维驱动力最大，托举力为２２３８Ｎ，推
进力为２２８７Ｎ，转矩为９７６Ｎ·ｍ。

图１３　不同长度叶片压力分布
Ｆｉｇ．１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ｂｌａｄｅ

　

图１４　力学性能随叶片宽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ｗｉｔｈｗｉｄｔｈｏｆｂｌａｄｅ

　
　　结合数据点，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曲线拟合，由
物 理意义得曲线过原点。由目标函数ｍｉｎＩ＝

∑
８

ｉ＝０
（Ｆｉ－ｆ（ｂｉ））

２，得到：

托举力　Ｆｌ＝２１７４９ｂ
推进力　Ｆｔ＝２２８７４ｂ
转矩　　Ｆｍ＝９６６５ｂ

三维驱动力与叶片宽度呈线性关系，原因为压

力梯度沿轴向宽度变化较小，梯度变化主要在径向

上，如图１３所示。

４　试验验证

４１　推进器力学特性试验
为获得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的力学特性，验证

本文所用数值计算模型的正确性，搭建了推进器试

验系统。试验系统由推进器支架、水平导轨及传感

器模块、竖直导轨及传感器模块、矢量推进器、水槽

和采集设备６部分组成，如图１５所示。
试验中所用推进器的主要结构参数如下：叶片

轴向及径向形状为平板型，叶片与轮辐固定角 θ２＝
６０°，轮辐长度ｌ＝０１６ｍ，叶片长度ａ＝０１５ｍ，叶片
宽度ｂ＝００５５ｍ。叶轮轴定位在水平面上，叶轮转
速ｗ＝６０ｒ／ｍｉｎ，托举力和推进力试验数据与数值计
算数据对比如图１６所示。

在ｗ＝６０ｒ／ｍｉｎ时，推进器托举力试验平均值

图１５　试验系统

Ｆｉｇ．１５　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推进器支架　２．水平导轨　３．矢量推进器　４．水槽　５．竖直

导轨　６．采集设备
　

为９１６Ｎ，推进力试验平均值为１５１８Ｎ；托举力数
值计算平均值为１１３２Ｎ，推进力数值计算平均值
为１２９９Ｎ。试验曲线与数值计算曲线周期均为
０２５ｓ，频率为４Ｈｚ，托举力与推进力的峰值相位相
差１８０°，与数值计算结果相同。托举力试验值较数
值计算值小１９０８％，推进力试验值较数值计算值
大１４４２％。试验数据与数值计算结果误差在合理
范围内，验证了数值计算模型的正确性。

试验数据与数值计算数据存在偏差的原因为：

数值计算仅考虑叶片与流体相互作用，忽略了轮毂

和轮辐的影响；数值计算中叶片模型为刚体，试验中

叶片为０００１ｍ厚不锈钢板，固液作用过程中存在
柔性形变。

４２　两栖车辆试验
测试推进器的力学特性，将推进器应用于两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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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试验与数值计算数据对比

Ｆｉｇ．１６　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车辆。小长宽比、肥线型体的两栖车辆在水面排水航

行，速度限制在１５ｋｍ／ｈ以下。高速艇能够在水面滑
水航行，减小了阻力，最高速度可达８０ｋｍ／ｈ［２０－２２］，改
变车体航态是两栖车辆减阻提速的可行方案［４，２３］。

矢量推进器能够提供三维驱动力，有助于模仿高速

艇改变两栖车辆航态。新型两栖车辆由轮式车辆和

一对矢量推进器组成，推进器轮轴位于车体中后部，

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７　两栖车辆结构图
Ｆｉｇ．１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ｖｅｈｉｃｌｅ

　
进行两栖车辆样机试验，实现了由排水至滑水

的航态转变，如图 １８ａ所示。车体尺寸为０７ｍ×
０３１ｍ×００８ｍ，推进器轮轴到车尾距离为０１３５ｍ，推
进器轮毂直径为００４ｍ，轮辐长度为００３ｍ，叶片
长度为００６ｍ，宽度为００５１ｍ。综合运用陀螺仪
和加速度计获取车体的仰角，运用ＮＥＯ ６Ｍ型ＧＰＳ
模块获取车体的运动速度。车体保持直线行驶，试

验数据如图１８ｂ和图１８ｃ所示。
由数据曲线可得：仰角α初始值为０°、速度ｖ初

始值为００２ｍ／ｓ，车体从２５９ｓ开始加速，在３９ｓ
　　

时仰角提高至１１°，速度提高至１１６ｍ／ｓ，车体进入
滑水航态。３９～６３８ｓ车体滑水稳态航行，平均速
度为１２４ｍ／ｓ，平均仰角为１０６°。在６３８ｓ主动
去除动力，速度经过０６２ｓ迅速下降至００７ｍ／ｓ，仰
角迅速减小并振荡，经过５个波谷后稳定在０°，车
体静止。综上，矢量推进器能够提供推进力，驱动两

栖车辆前进；能够提供转矩，实现两栖车辆航态由排

水向滑水转变。

图１８　两栖车辆滑水航态
Ｆｉｇ．１８　Ｈｙｄｒｏｐｌａ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ｖｅｈｉｃｌｅ

　

５　结论

（１）水面仿生矢量推进器能够提供托举力、推
进力和转矩三维驱动力，获得了驱动力的力学特性，

其中频率是转速的４倍。
（２）构建推进器的流体动力学模型，获得了叶

片径向和轴向的最优设计形状，推导出了驱动力

与叶片长度和宽度的数学函数。通过压力和两相

分布，分析了物理参量影响固液作用过程的机理。

（３）通过矢量推进器试验，验证了数值计算模
型的正确性。新型推进器改变了两栖车辆航态，实

现了两栖车辆样机１０６°仰角和１２４ｍ／ｓ速度下的
车体滑水航行，为水面装置减阻提速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

１１４第１０期　　　　　　　 　　　　　　　张仲志 等：水面矢量推进器仿生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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