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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星热控制技术》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的一本技术专著。
本书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十多名专家共同编写的。
书中论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热控制原理、方法、工程设计和技术应用。
全书以人造地球卫星热控制技术问题为主，也涉及载人航天器的热控制问题。
全书注重热控制原理的工程应用，略去已有专著论述的理论证明和公式推导，突出设计与应用的结合
，增强工程实用性，并力求做到概念准确、阐述清晰、结论正确。
书中给出了必要的公式、数据、图表，供工程设计人员使用。
本书共10章，按设计、计算、技术、测量、试验、实例、发展等几个方面论述。
本书适合于从事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生产、试验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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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热控制技术》是密切结合卫星研制工程的一本技术专著，对卫星的热控制技术作了较全面的论
述。
全书共10章，包括概论、热控系统的研制、卫星热分析计算、热控材料、热控装置、热性能测量、热
管及其应用、热控系统地面试验、中国卫星热控系统、载人航天器热控制技术。
《卫星热控制技术》适合于从事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生产、试验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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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的主要工作环境是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而且还要经历从地球到运行轨道的过渡环
境，所处的热环境完全不同于地球。
有的卫星回收舱还要返回地面，再人大气层时与空气高速摩擦引起舱体表面温度急剧升高。
为了使卫星能在预定的温度条件下工作，热控技术需要对卫星上产生的热量大小、传递方向、各仪器
设备之问及星内外的热交换过程、各点温度变化速率进行预先妥善安排及适时控制。
  热控制包括下列过程：1）卫星承受外部的热量，随着卫星不同的运行轨道，不同姿态而变化。
而卫星吸收外部热量主要是依靠热设计选定的具有一定辐射（吸收）性能的表面材料及专门的吸热装
置来控制。
另外，卫星表面在与高速气体分子摩擦时也会吸收热量。
2）根据卫星热控制面的温度变化或预先的设计安排对卫星吸收的外部热量及仪器、设备产生的热量
的大小、传递方向及变化速率进行控制。
3）根据卫星的温度指标要求，将星上多余的热量通过表面辐射材料、热辐射装置或蒸发装置散发到
空间中去。
上述这些过程往往同时发生在一个地方，例如热量的吸收和排出就在某表面材料上同时进行。
图1一1是实现这些基本过程的热控制系统组成示意图。
卫星壳体结构材料，覆盖在上面的涂层、吸热装置及暴露在空间的某些仪器表面在空间接受外部热量
。
根据卫星热设计的安排，吸收的外部热量受到隔热部件的阻挡，限制了输入量，或者经过导热部件不
断传递到星上仪器、设备上去，或者按照温度传感器的指示，不断控制热量的输入。
温度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可直接完成控制，也可以通过地面设备进行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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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热控制技术》：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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