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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文集精选了王希季院士23年间（1981～2003年）发表的部分论著，按内容分为8个专题，即运
载火箭技术、空间资源、航天器返回技术、微重力、工程设计、载人航天、航天技术和空间基础设施
。
　　他首次明确提出在“空间”这个人类的第四环境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发展航天技术就能够发
现、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造福人类。
要想完全自动化地充分开发、利用空间资源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需要人在空间场所参与，这为发展
载人航天提供了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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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4  空间能源    目前世界上能源消耗的总功率约为100亿kW。
按人口的增加、现代化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估计，能源的需求每年约增加4％。
到2000年能源消耗的总功率可能会接近190亿kW。
每年需要提供约200亿t标准煤。
如全都依靠传统的能源资源，估计只能维持二三百年。
这就大成问题了。
所以，新的能源，未来的能源资源，成为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全世界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在地球上，太阳能、风能、氢燃料、热聚变能和生物质能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新的能源。
    空间有丰富的能源。
地球表面接受的太阳能就十分巨大，其功率约为9×10kW，相当于当前世界上能源消耗总功率的9 000
倍。
但是，要把丰富的太阳能转换成能源，在地球上建立大型的太阳能电能转换装置，由于下列的原因是
十分困难的：    1)一年只有1／2左右的时间能获得日照，而日照程度又随时间而改变，这就是说效率
不高和作为基本负载电厂比较困难；    2)由于有风和重力，建筑大型的太阳能电池阵或反射镜组受到
限制；    3)由于大气和地面的污染，要么得设计自动清除设备，要么得定期清洗。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地球接受的太阳能很大，但太阳能在现在和几十年内也很难成为一种主要能源的原
因。
    仅空间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一个宽约100 km的环带(相当于±6’的环带)所接受的太阳能，估计其总
功率就相当于地球所接受的总功率。
由此可见空间的能量资源十分丰足。
    在空间利用太阳能建立大型电站，开发空间能源，有很多优越性。
当然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需要克服。
但通过空间科学技术二十几年来的研究和试验，可以认为，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建立大型空间动力卫星
，把太阳能转换为电能，通过微波或激光把电能传送到地面，从科学技术上论证是可能的。
就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看，没有在科学上需要突破的新的问题。
    在空间轨道上建立的大型太阳能电站，在99％的时间内都能接受到太阳光的照射，只有极少的日蚀
时间和在3月和9月有几天午夜附近时间不能得到照射。
在空间轨道上，没有大气对太阳光的反射和吸收，没有日夜的变化，没有太阳角的变化，没有季节的
变化，也没有尘埃和有害气体的污染。
因此，同样面积，1年内所获得的太阳能量，空间约为地面的5～10倍。
此外，由于空间失重和无风的环境，使得利用轻型或展开型的大型构件构成大型太阳能电池阵或太阳
能反射镜组，成为可能。
    开发和利用空间十分丰富的能源，在空间轨道上建立大型电力站的工作，已经不是一种议论而是一
种积极的行动了。
联合国、西欧议会、美国能源部和宇航局、欧空局、苏联科学院和其他对开发空间能源有兴趣的部门
和学校十几年来的研究说明，空间大型动力卫星在科学上已没有难于突破的问题存在。
也就是说，从科学上进行研究、分析和论证认为在同步轨道上建立大型动力卫星(例如地面功率为5
×10kW的空间动力卫星)是可能的。
现在已由科学上可行性论证阶段进入了工程技术上可行性的试验、分析和论证阶段。
这个阶段，由于航天飞机和空间站等技术成就，发展顺利。
估计20世纪80年代内还会加速地面上的支持发展(如大力促进地面太阳能利用的发展，使太阳电池达到
大量生产的规模以便降低光电元件的成本等)和发射几百千瓦到几千千瓦的试验装置。
2000—2030年之间，大型空间动力卫星可能成为现实。
估计每发1度电的成本可以与地面的发电厂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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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建设大型电站大量获取太阳能供人类使用一旦成为现实，人类也就得到一个较好地解决能源的
办法。
    从20世纪60年代起，全世界每年在空间科学技术上的投资平均在百亿美元以上。
有人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从空间资源的角度或者可以解答。
空间资源可贵，大都是地上难以获得或不能获得的。
空间资源很丰富，开发空间资源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
寻求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空间资源，是人类进入空间、探测空间和研究空间，也是空间科学技术投资
的主要动力。
一般地说，空间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空间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谁都有权开发利用。
实际上，只有那些科学技术水平和财富到达可以进入空问的国家和集团，及可以购置卫星的国家和集
团才谈得到开发利用空间资源、从中获得利益。
我国已经发射成功了13颗人造卫星。
其中5颗是回收型科学试验卫星。
这说明我国用以开发空间资源的空间科学技术已具有相当的基础。
当然，我们应该充分发展我们的优势，努力去开发利用空间资源为国家和人民谋取利益，特别是那些
用其他手段获取不到的利益。
    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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