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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降落伞应用日益广泛．为了有效地降低降落伞空投的物资消耗和危险性，开展飞机空投降落伞一体化仿真系
统设计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了系统的关键技术，运用数字地球技术、三维 ＬＯＤ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等，实现了大范围三维地
表数据的海量存贮与快速表达，实现了投放环境、飞机（队列）飞行、空投降落伞时起航、抛投、降落等多环节一体化模拟仿

真．并以ＶＳ２０１０为开发平台，利用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ＧＩＳ组件，设计与开发了基于三维大地形模型的飞机空投降落伞一体化仿真系
统．通过对系统的试用和检验表明，系统对降落伞投放环境、飞机（队列）飞行及空投降落伞降落过程的一体化模拟仿真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为实际空投提供可靠的参考信息．

关键词：三维大地形；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组件；空投；ＧＩＳ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９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１０２（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６６－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３Ｄｌａｒｇ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ｍｏｄｅｌ

ＷＡＮＧ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１，２，ＪＩＮＧＬｉ１，ＬＩＪｉｎ－ｇｕｉ２，ＺＨＡＮＧＴｏｎｇ－ｇｕｏ１，ＣＨＥＮＸｉｎ－ｂａｏ１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ｃ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ｇ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ｈ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ｅ．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３ＤＬＯＤ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ｓ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ｒａｐｉ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３－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ｅｒ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ｆｏｒａ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ｉｇｈｔｏｆａ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ｑｕｅｕｅ．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ｃｏｄｅｄｆｏｒｔａｋｉｎｇｏｆｆｏｆ
ａｎ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ｏｒ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ｑｕｅｕｅ，ａｉｒ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ｏｒａ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ｑｕｅｕｅ．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ｙｕｓｅｏｆＶＳ２０１０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Ｇ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ｂｅ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ｂｙ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ｕｓｅｆｕ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ｉｒ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３Ｄｌａｒｇ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ＧＩ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ｉｒｄｒｏｐ；ＧＩＳ

　　降落伞是一种气动力减速装置，应用日益广
泛［１－２］．尤其在目前地震、雪崩、洪水等自然灾害频
发，低空能见度较低、高原、山地等复杂条件下，飞

机空投降落伞的方式起着其不可替代甚至决定性

的作用［１］．然而在许多场合下空投降落伞具有极
大的复杂性及危险性，开展飞机空投降落伞的计算

机仿真研究，对降低降落伞空投的物质消耗和危险

性有着重大的意义，因而迅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１－６］．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涉及降落伞建模和模拟等

多个方面［６－９］．随着近年来计算机技术、三维图形
技术与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数字高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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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结合高清晰度卫星或航拍照片生成某区
域的三维地形模型的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地形分析

和战场模拟等众多领域［１０－１１］．但在实现大范围三
维复杂真实地表及复杂环境、以及飞机飞行和空投

降落伞的一体化建模仿真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和应

用报道较少［１，４－６］．本系统基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ＧＩＳ组
件，运用数字地球技术、三维ＬＯＤ技术和可视化技
术等，设计与开发了基于三维大地形模型的飞机空

投降落伞一体化仿真系统，实现了大范围三维复杂

真实地表及复杂环境、以及飞机飞行和空投降落伞

的一体化建模仿真．

１　系统关键技术
１．１　三维大地形模型生成技术

系统综合运用空间信息技术、大容量数据处理

及存贮与表达技术、可视化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实现

了投放环境的三维大地形表达．系统设计中对三维
大地形环境的三维仿真设计主要包括地形地貌

（包括地形、道路、河流和植被）等，其中，地形、地

貌等三维环境的快速表达通过综合运用瓦片金字

塔数据组织技术、三维 ＬＯＤ技术和可视化技术得
以实现．
１．２　多运动对象管理技术

多运动对象模拟需要在单运动对象模拟的基

础上引入对象分类管理和优化，从而形成多运动对

象的不同管理技术：１）对一队执行相同任务的飞
机、在同一地点降落的降落伞等相同运动方式的多

个运动对象，将这些运动对象归并为一组，进行统

一调度和管理．为了提高运动对象模型的加载效
率，通过复制内存的方式建立多个对象，然后主程

序脚本为每一个运动对象动态更新位置和运动姿

态，流畅地仿真多个运动对象．２）对执行抛投任务
的一队飞机，飞机队列与降落伞的运动方式截然不

同，则将它们分类归组．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运动
方式的对象组编写脚本系统，大幅减少了系统的计

算量和维护成本．另外，可以根据视野远近适当的
进行场景优化，将远处的运动对象组降低渲染精

度，进一步减少计算量，提高渲染效率，保证模拟过

程的流畅性．

２　大范围三维地表数据的海量存贮
与快速表达

　　三维大地形模型的构建与渲染是提高视景仿
真效果的关键内容．但是大范围空投环境对应的数

据源规模相当巨大，实现如此大量数据的建模和实

时可视化表达是通过综合运用瓦片金字塔数据组

织技术、三维 ＬＯＤ技术和可视化技术数字地球相
关关键技术来实现的．在系统设计中，投放环境的
三维仿真设计主要构建了天空、地形地貌（包括地

形、道路、河流和植被）等，天空的云层以渲染图层

的形式加入，地形、地貌等三维环境的快速表达通

过采用瓦片金字塔数据组织技术、三维 ＬＯＤ技术
和可视化技术得以实现．

在本系统中，采用了多源和海量的数据资源，

包括基础影像及地形数据主要使用 ＳＲＴＭ地形数
据、Ｌａｎｄｓａｔ全球影像数据、北京一号全国影像图和
北大航拍影像等多源数据，同时采用大量矢量数据

如边界、河流矢量图作为补充．由于数据量大，为了
提高图像显示速度，采用了基于瓦片数据模型的影

像金字塔技术构建地形、地貌等三维场景，数据按

照标准格式进行切片后，以文件的格式存储到硬盘

的相应位置，根据标准格式写好配置文件，并通过

配置文件系统自动加载影像数据，完成三维场景

（地形地貌）的建模，实现了海量大范围三维地表

数据的高效组织、存贮管理和检索．采用了基于层
次细节模型的海量地形数据渲染等技术，依据视点

参数实时动态构建具有不同 ＬＯＤ多分辨率模型，
实现了对大范围三维地表快速绘制，提高了渲染

效率．

３　系统设计与功能实现
３．１　系统总体设计

根据系统的需求分析，系统需要模拟飞机模型

及其飞行过程、以及飞机队列以及从起飞到降落的

全过程．因此，系统总体功能设计分为三维场景绘
制模块、降落伞三维仿真模块、降落伞降落过程仿

真模块、多降落伞降落仿真模块、飞机三维仿真模

块、飞机队列飞行过程仿真模块、降落伞降落过程

仿真模块和多降落伞降落仿真模块等七大模块．这
七大模块通过系统界面中的仿真功能调度模块来

实现．
本系统基于 Ｃ＃开发开台，结合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ＳＤＫ

开放式二次开发包和 ＤｉｒｅｃｔＸ３Ｄ实现的．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ｒ
ＳＤＫ支持用户自定义功能，能够快速高效的开发
三维 ＧＩＳ可视化系统．系统最终界面主要有菜单
条、工具条、主窗口、任务调度窗口、降落伞下降参

数信息显示窗口、近景视图窗口和控制面板等组成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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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主界面及主要功能

３．２　系统的功能设计与实现
１）系统功能管理器
系统功能管理器集成了需要仿真的各项功能，

通过脚本系统实现（图２）．脚本系统通过设定功能
名称对应到可运行程序所在的ｓｃｈｅｍａ目录下对应
方案ｉｄ号的文件夹中的脚本文件．本系统共有７
种功能内容可供选择，分别为：飞机在指定机场飞

行、飞机在指定地区飞行、战斗队列飞行、飞机抛投

降落伞、降落伞降落、降落伞在指定地区降落等过

程的模拟任务．在功能管理器中选择相应功能，点
击选择管理器上的‘播放’脚本，则脚本开始执行

相应的仿真任务．

图２　仿真任务选择面板

２）飞机及飞行过程仿真
在系统设计中，飞机模型的设计是采用

Ｍａｎａｇ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Ｘ技术，建立飞机的 Ｘ模型文件，通
过在Ｘ文件模板中对向量、颜色、材质、网格的设置，
设置飞机的位置和外观参数为飞机加载外观，完成

对飞机的三维建模，然后通过格式转换软件导成

ＤｉｒｅｃｔＸ支持的．ｘ文件格式，然后在系统中通过脚本
调用实现对飞机的模拟仿真．对单个飞机飞行过程
的仿真则是通过主程序脚本为飞机动态更新位置和

运动姿态来实现的．在系统中设置了摄像机追踪功

能，通过调整方向箭头来来改变摄像机的视角，方便

地实现从正上方、正后方、左侧、右侧、左后侧和右后

侧等多角度来观察飞机的飞行过程（图３、图４）．

图３　飞机飞行过程仿真（正右侧观察）

图４　飞机的飞机过程仿真（正左侧观察）

３）飞机队列（群）飞行过程仿真
系统对飞机队列及其飞行过程的仿真则是首

先是实现对单个飞机的仿真后，通过复制内存的方

式建立飞机队列，然后主程序脚本为每一个飞机动

态更新位置和运动姿态，这样实现了对飞机队列及

其飞行过程的模拟（图５）．

图５　指定地区的飞机飞行仿真

４）降落伞及其降落过程仿真
在系统设计中，与飞机模型的建立相似，通过

在降落伞的 Ｘ文件模板中对位置向量、颜色、材
质、网格的设置，设置降落伞的当前位置和外观参

数，完成对降落伞的三维建模．并通过格式转换软
件导成ＤｉｒｅｃｔＸ支持的．ｘ文件格式．然后可以在系
统中通过脚本调用实现降落伞仿真．然后在脚本控
制器中，主程序脚本为运动中的降落伞动态更新位

置和运动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单个降落伞及

其抛投过程的仿真（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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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降落伞抛投仿真

５）多降落伞抛投过程仿真
系统对多个降落伞及其抛投过程的仿真则是

首先是实现对单个降落伞的仿真，然后通过复制内

存的方式建立多个降落伞对象，然后主程序脚本为

每一个运动中的降落伞动态更新位置和运动姿态，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多个降落伞模型及其抛投

过程的模拟（图７、图８）．

图７　抛投降落伞模拟

图８　多个降落伞在指定地区降落

６）系统仿真结果的检验
通过利用降落伞空投训练来进行系统仿真结

果的可靠性验证．采用某型运输机，从林芝米林机
场起飞，空投位置选取距离机场１２０ｋｍ附近的山
间谷地，飞行起飞时间为上午１０点，当天有轻量的
低云，微风，适宜进行空投训练．

在飞机起飞同时，在系统中输入机场坐标

（２９°１８′１２″Ｎ，９４°２０′７″Ｅ）、飞行路线和抛投位置，
根据单伞抛投得到的模拟结果与飞机实际的飞行

和抛投位置进行比较，实际位置偏西南，距模拟降

落区域大约有１５０ｍ偏离，主要原因可能空投位置
的偏差和风的影响．通过对比实验结果可以得出，
系统模拟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为实际空投提

供可靠的参考信息．

４　结论
如何降低降落伞空投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一直

是困扰着降落伞应用的一大难题，进行降落伞空投

的计算机仿真是有效解决该难题的途径．本系统通
过使用数字地球技术快速展示了大规模的地表真三

维场景，在此基础上采用了多运动对象管理技术进

行了各式飞机模拟飞行到降落伞模拟抛投时起航、

抛投、落地的全过程．该系统对降落伞在航空等领域
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实际应用证明，系统对降
落伞投放环境、飞机（队列）飞行及空投降落伞降落

过程的一体化模拟仿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系统建立了较为简化的降落伞运动模型，系

统下一步的改进方向是需要在系统中加入科学计算

模块，更加准确模拟降落伞在降落过程中伞衣形状

和结构的变化，以及实时气候因素（如风向）对降落

伞的运动过程的影响，以取得更好的仿真效果．

参考文献：

［１］朱勐，庄毅．降落伞投放实验仿真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Ｊ］．计算机仿真，２００４，２１（９）：２４－２７．

［２］余莉，明晓，胡斌．降落伞开伞过程的试验研究［Ｊ］．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８（２）：１７６－１８０．

［３］彭勇，程文科，宋旭，等，降落伞充气过程研究方法综述
［Ｊ］．中国空间科学技术，２００４（３）：３８－４４．

［４］廖威，翁璐斌，于俊伟，等．基于地形高程模型的飞行器
位姿估计方法［Ｊ］．计算机应用，２０１１，３１（６）：１７０９
－１７１２．

［５］张涛．多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Ｍ］．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８．

［６］郑平泰，杨涛，张晓今，等．基于 Ｖｅｇａ的降落伞工作过
程仿真可视化方法研究［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４，１６
（７）：１６１０－１６１１．

［７］余莉，明晓．降落伞的计算机仿真研究［Ｊ］．航天返回
与遥感，２００５，２６（４）：６－１０．

［８］张红英，刘卫华，童明波，等．降落伞初始充气阶段数值
模拟［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１（２）：２０７
－２１１．

［９］史献林，余莉，袁文明，等．降落伞拉直过程的三维仿真
分析［Ｊ］．航天返回与遥感，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１－１７．

［１０］刘占平，王宏武，汪国平，等．面向数字地球的虚拟现
实系统关键技术研究［Ｊ］．中国图象图形学报，２００２，
７（２）：１６０－１６４．

［１１］张恒，张茂军，刘少华．三维大地形模型的生成与管理
方法研究［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２）：３８８
－３９１．

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