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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间低温技术》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的一本技术专著。
本书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多位专家共同编写的，主要论述了空间热物理效应、制冷器和制冷机在空
间技术中的应用、空间低温材料的性能测试、低温介质的空间贮存、环模设备中的低温流程以及空间
技术中温度、液面和密度的测量。
本书的特点是注意结合工程设计，强调实用性，是在密切结合应用研究、工程设计和使用维护等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书中内容概念清楚、叙述准确、论理明白、结论正确，给出了必要的公式、数据、图表，便于工程设
计人员和工程应用人员使用。
本书共9章。
各章之间有较大的独立性，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有关章节。
本书适合于从事空间低温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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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低温技术》系统地介绍了空间热物理效应、制冷器和制冷机在空间技术中的应用、空间低
温材料的性能测试、低温介质的空间贮存、环模设备中的低温流程以及空间技术中温度、液面和密度
的测量。
　　《空间低温技术》适合于从事空间低温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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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除此而外，还详细介绍了在航天技术中已经获得应用的焦耳一汤姆森（Joule-Thomson）节流制
冷器、斯特林（Stirling）制冷机、维留米尔（Vuilleumier。
）制冷机、吉福德一麦克马洪（Gifiord-McMahon）制冷机、逆布雷顿（Brayton）制冷机、沙尔文
（Solvay）制冷机、磁制冷机、稀释制冷机、吸收式制冷机等低温获得装置。
（2）空间材料低温性能的评价航天器的许多系统工作在低温条件下，材料是否满足低温要求是成功
设计的关键之一。
氢氧火箭发动机、氢氧燃料电池、红外传感器及空间环境模拟设备等，都要根据航天材料的低温性能
评价而进行设计，材料选择必须考虑在使用环境下工作的可靠性、使用寿命、经济性、可加工性等一
系列问题。
航天材料的低温陛能包括材料在低温下的强度、韧性；材料在低温下的热学、电学、磁学和光学性能
；材料与空间环境的相容性。
一般说来，所有材料的性能都随着使用温度的降低而变化，研究温度下降过程中材料性能变化的规律
性以及对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当然就成为空间低温技术的重要内容之一。
20多年来，我国先后研制成功了多种空间低温材料性能的测试装置，取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本书系
统地介绍了这些测试装置和实验结果。
不少结果是首次正式发表。
书中重点介绍了：拉伸性能的测试装置、冲击性能的测试装置、断裂韧性测试装置、扭转性能测试装
置、疲劳性能测试装置、比热容的测试装置、热导率的测试装置、线胀系数的测试装置、电学性能的
测试装置、磁学性能的测试装置、光学性能的测试装置、硬质泡沫材料闭孔率的测试装置、渗透系数
的测试装置、应力相容性的测试装置。
大量的结果以图表的形式给出，这些研究结果多数在我国的航天低温材料的选用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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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低温技术》：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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