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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工程概论(下)》是关于卫星工程的概论性专著，系统地论述了卫星总体设计、有效载荷技术和
卫星工程其他主要专业技术以及有关的工程技术问题。
全书共18章，分上、下两册，上册1～8章，下册9～18章。
《卫星工程概论(下)》注重结合航天任务的需求，强调原理与设计相结合，设计与应用相结合，力求
做到概念准确、阐述清晰、结论正确。
　　《卫星工程概论(下)》适合于从事人造卫星研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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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气推进系统早期的航天器，由于液体推进技术尚未成熟，较多采用冷气推进，如：苏
联的“东方一号”载人飞船，美国的“空间实验室”，德法“交响乐卫星”的姿态控制等随着单组元
和双组元推进系统技术的日益成熟，冷气推进的使用越来越少。
冷气推进的主要特点是：无污染、控制冲量小、成本低、简单、性能低，目前仅对总冲要求低的小卫
星以及对排气污染要求高的航天员载人机动装置才使用。
中国有些卫星仍采用冷气推进，主要是考虑技术的继承性。
（2）固体推进系统固体推进系统主要是指固体火箭发动机，它将燃料和氧化剂聚合在一起。
与液体火箭发动机相比，固体火箭发动机性能低，但其结构简单，主要用于轨道注入和返回舱的再人
前制动等功能。
它可作为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近地点发动机和远地点发动机，使卫星轨道圆化，将卫星送到同步轨道
。
早期采用固体和单组元组成地球静止轨道推进系统，如美国Hs 376平台，中国“风云二号”卫星等。
对返回式卫星的返回舱回收前，它可作为制动发动机，使返回舱减速，顺利返回地面。
初期，固体推进系统用于卫星轨道注人时，国际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故障，造成卫星没有入轨，因此人
们对固体推进系统的可靠性有争议；但中国从未出现过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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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工程概论(下)》：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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