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宇宙进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向宇宙进发>>

13位ISBN编号：9787516501344

10位ISBN编号：7516501344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宇宙进发>>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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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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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现在的火星探测器都是利用地球引力来获得速度，航天器人轨后，由于在转移轨道
的近地点上航天器运行速度最快，因此在地近地点进行点火加速，航天器最容易突破11.2千米／秒的
第二宇宙速度，以双曲线的轨迹脱离地球飞向火星。
而航天器的速度刚好达到11.2千米／秒时，运行轨迹则为抛物线；小于11.2千米／秒则为椭圆。
随着航天器远离地球，受地球引力的影响速度也不断减小，加之实际运行的路线轨迹是曲线而不是直
线，路程会延长很多，所以总的飞行时间要增加到8个月。
 无人探测器探测火星，我们仅仅考虑的是路程、时间的问题。
如果采用载人航天器飞赴火星，在漫长的旅行中，我们更需要考虑到人员生存问题。
 庞大的火星飞船不可能像现在的国际空间站那样，每个月都有飞船前来补给，我们只有一次装载更多
的物资来满足整个航程的供应，那么就意味着，飞船自重和携带的燃料也要成倍增加。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实现宇航员登陆火星，而且要能够返回地球，这次火星之旅才有实际的意义，
这是与无人探测火星最大的不同之处。
 当宇航员从火星表面返回到火星轨道时，我们在火星上也要建立和地球上大体接近的载人航天系统。
火星与月球的情况不同，火星的第一宇宙速度为5.02千米／秒，月球只有2.4千米／秒；火星的重力加
速度为3.72千米／秒2，月球仅为1.63千米／秒2。
而且火星具有稀薄的大气层，航天器在发射上升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气动阻力损失。
因此，从火星表面发射航天器要比月球复杂得多，建立一套完整的发射系统决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仅
是将携带的这些设施运送至火星表面就已经很难实现。
所以美国的《宇宙学》杂志2010年10月推出的“火星单程”旅行计划，其根本原因就是受到上述困难
制约。
 2011年11月4日，参与“火星500”项目的6名宇航员完成了长达520天“与世隔绝”的生活，走出密封
舱，标志着由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生物医学研究所组织，耗资l500万美元的模拟火星飞行实验获得圆
满成功。
这项试验目的在要考查人类长期在太空环境中工作生存时生理和心理上的状态。
在这520天的行程中，前250天模拟飞往火星，最后240天返回地球，只有中间30天是登陆火星，在其“
表面”上工作，其中95％左右的时间全部浪费在旅行途中，这显然不是我们最终期望的。
就像是利用12年的时间建造国际空间站，而真正利用它的时间只有5年，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缩短航
行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在火星上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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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向宇宙进发:载人航天新探索》笔者张制航关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获得技术突破的成功实例和经验
。
不又看到技术的本身，还要看到促进技术发展和进步的内在规律，技术的突破不是偶然的，本身还要
遵循一定规则。
必须有量的积累，才能产生质的飞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向宇宙进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