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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工程》是《航天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必读》系列教材之一，主要内容包括：概论、卫星总体
设计、卫星有效载荷技术、卫星结构和机构、卫星姿态控制和轨道控制、卫星推进技术、卫星热控制
、卫星测控和星载数据管理、卫星电源、卫星返回技术、卫星总装、卫星地面测试、卫星环境模拟试
验、卫星可靠性技术、卫星计算机辅助设计、典型卫星应用系统及卫星工程管理等。
它覆盖了卫星总体、各分系统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主要内容；略去已有专著论述的理论证明和公式推导
，突出航天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必备的、关键的、系统的知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工程实现为
主线，总结提炼了卫星工程研制经验，提出了卫星各专业和在总体设计、总装、测试、试验及工程管
理中要注意的问题。
《卫星工程》是航天卫星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及卫星型号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必读的教材，也可作
为从事航天专业工作的科技人员、管理工作者及大学航天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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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概论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
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
人类活动范围，经历了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大气层，从大气层到宇宙空间的逐渐扩展的过程。
人类活动范围的每一次飞跃，都大大增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
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在世界范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科学研究、
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部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截至2001年底，世界各国和组织共成功发射了5459个航天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研制和发射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应用航天技术成果，在一些主要航天国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航天技术产业。
世界各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占航天器发射总数90％。
人造卫星是人类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的最主要的工具，航天技术主要通过卫星应用转化为直接生产
力和国防实力。
研制人造卫星是世界各国航天活动的主要内容，卫星工程是航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1.1航天与卫星工程1.1.1航天与航天系统航天是指进入、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即地球大气层以外的
宇宙空间，又称外层空间）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航天活动包括航天技术（又称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三大部分。
航天技术是指为航天活动提供技术手段和保障条件的综合性工程技术。
空间应用是指利用航天技术及其开发的空间资源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
的各种应用技术的统称。
空间资源系指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可为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各种条件、环境、能源和物质资源，如空间高
远位置、微重力、高真空、超低温、高洁净、强辐射、太阳能以及月球、火星等宇宙天体的各类资源
等。
通过开发和利用各种空间资源可以获取和丰富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资源，即信息、材料和能源。
当前利用空间高远位置，从空间获取信息和传输信息已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利用空间微重力环
境探索开发新材料和生物制品显示了可喜的前景，其他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
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空间科学是指利用航天技术对宇宙空间的各种现象及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主要包括空间物理学、空间
天文学、空间地球科学和行星科学、空间生命科学。
航天技术、空间应用与空间科学三大领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航天技术是为空间应用和空间科
学提供技术手段和保障条件；空间应用是运用航天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国防实力，并对航天
技术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提出需求；空间科学是为航天技术和空间应用的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研究基础。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工程>>

编辑推荐

《卫星工程》为航天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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