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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重力》系统地介绍了在航天飞行防护措施探索过程中采用人工重力这一大胆设想，并依据
这一设想所开展的相关工作及结果。
其中对失重生理学相关内容的系统阐述，对于指导后续的失重防护措施和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书中详实的实验结果和机理叙述，对科学问题的系统梳理和归纳，不仅可以指导科研人员开展相关的
研究工作，对于攻读航天医学的研究生是非常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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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国）吉尔斯·克莱门特 （美国）安吉·伯克利（Bukley A.） 译者：白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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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假如现在有航天员踏上了去往火星的征程，在去往目的地的途中，虽然有各种对抗
措施，但经过长达6个月的失重飞行，他们仍将会陷入一种完全失能的状态。
在返回地球后，失重导致的一些生理系统变化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如神经前庭系统、心血管系统
和肌肉骨骼系统等的变化在返回地球后的恢复需要几周时间。
这些变化在火星0.38g的重力环境中能否恢复还不确定。
人工重力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综合性对抗措施，它能模拟类似地球上1g的重力环境，同时作用于身体所
有的系统，而不仅仅是一次只针对一个系统进行防护。
当然，对于航天飞行中所有的不良影响，人工重力也不是万能的。
很显然，它无法解决与辐射、隔离、限制以及生保系统故障等带来的相关的危险。
然而，作为一种高效的多系统长期失重对抗措施来说，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人工重力的合理应用能有效解决骨丢失、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萎缩、神经前庭功能紊乱、航天贫血和
免疫功能下降等问题。
 除对生理系统有益外，人工重力也可能能够明显改善长期飞行的适居性，并且有利于个人卫生的保持
，航天员也更容易开展每日的工作。
例如，如果能在航天器内产生人工重力，液体和固态颗粒将会掉落在地面而不会飘进人的眼睛或口腔
；厕所也能冲洗，这大大方便了女性航天员；飞船上的厨房也更加容易设计；也不需要在锻炼设备上
安装束缚带。
事实上，还能方便地使用床、跑台、体重计等。
人工重力的一个显著优点是它能随时随地为医学处置，尤其是象心肺复苏、手术等紧急情况提供良好
的操作环境，而且有助于无菌环境的保持。
 为了确定在太空实施人工重力的最佳技术，必须开展综合研究。
同时必须至少考虑到下面几个因素：航天器的设计、工程造价、任务条件限制、对抗措施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要求、航天器环境的影响等。
 从生理学对抗的观点看，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整个任务期间都产生人工重力，它最有可能降低或
消除生理上的不适应，改善与人相关的因素（如空间方向确定、个人卫生、食物供应、工作效率）；
便于更有效的医学处置的实施和设备使用（如对抗措施的应用、手术、心肺复苏）；提供更加适于居
住的环境（液体和废弃物更易于处理）。
然而，我们需要去衡量这些优点和技术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
这包括工程上的挑战，如系统的功能、操作性和实施要求、工程和构造设计、液体的处理机制和推进
系统的选择。
而且，在航天器到达火星附近后，因人工重力的停用而会出现一些人的因素和生理问题。
由于有近一半的航天员需要花费1～3天去适应失重环境，因此预计人工重力消失后这些航天员仍需1
～3天去适应失重。
因此只有经过进一步的生理学研究和航天器设计方案的评估，多行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将这一问题
分析透彻。
能持续产生重力的太空居住舱可能是直径几千米的环状设计（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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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重力》中详实的实验结果和机理叙述，对科学问题的系统梳理和归纳，不仅可以指导科研人员
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对于攻读航天医学的研究生是非常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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