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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运输工具的出现，无论是古代的马车和帆船，还是现代的汽车和飞机，都
会大大增强人类开发利用新的空间区域的能力。
但只有在具备了对这类交通工具进行维护与补给的能力之后，这类运输工具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最大的
潜力。
联想一下古代的驿站和今天的汽车加油站／维修站对于运输工具的重要作用，就不难认识到这一点。
世界航天技术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空间发射了几千枚航天器，实现了对空间的初步开发
和利用。
但在这么多的航天器中，能够进行在轨维护与补给等操作的航天器屈指可数，以至于对其中的大多数
航天器而言，一旦在轨出现遥控无法修复的故障或者是燃料耗尽等情况，则除了放弃别无选择。
因此，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航天器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
未来的航天器技术如何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今天的航天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本书作者认为：航天器在轨服务技术将是今后航天器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在未来，一旦对于航天器的在轨装配、在轨维护和后勤支持等服务，能像今天对于汽车的维修与加油
那样变成常规操作，那将意味着航天器技术本身走向了成熟，人类将成为更广阔宇宙空间的主人。
航天器在轨服务技术在我国航天领域属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本书作者在对国内外大量研究计划及实例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在轨服务的概念与任务，
研究了有人在轨服务与自主在轨服务的特点；并重点针对自主在轨服务讨论了可接受在轨服务航天器
技术、服务航天器技术以及在轨服务操作技术等。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航天器在轨服务技术的学术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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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天器在轨服务技术在我国航天领域属于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作者在对国内外大量研究计划及实例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航天器在轨服务的概念与任务
，研究了有人在轨服务和自主在轨服务的特点；并重点针对自主在轨服务，讨论了可接受在轨服务航
天器技术、服务航天器技术及在轨服务操作技术等。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航天器在轨服务技术的著作，可供从事飞行器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飞行器设计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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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1.1 航天器在轨服务技术的研究背景随着对空间研究、开发与应用能力的不断提高，
各国相继研制并发射了大量面向各种任务要求的航天器，航天器的结构、组成日趋复杂，性能、技术
水平不断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航天器在复杂的空间环境中更加持久、稳定、高质量地在轨运行，已成为目
前航天技术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有的航天器大多设计为一次性使用，航天器能否在轨正常工作主要取决于其发射前在地面上采取的
一系列提高可靠性的措施，如采用冗余设计、尽可能采用成熟部件及成熟技术等。
但由于航天器设计、制造等自身因素以及空间环境的影响，航天器在轨运行的过程中，各种故障及意
外情况仍无法完全避免；随着技术的进步，航天器上的仪器设备可能变得陈旧落后，无法达到理想性
能；同时，航天器的规模扩大受到当前发射运载器的极大约束；航天器寿命也受到其可携带推进剂总
量的限制。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对在轨服务提出了需求，具体包括：1）部分航天器发射入轨后可能会出现部件
失效、轨道偏离、燃料耗尽等问题，如果通过地面遥控不能恢复运行，则航天器报废，损失巨大。
由此提出了对其进行在轨维修、燃料加注以及辅助机动进入预定轨道的需求，使其恢复正常运行，挽
回损失。
2）部分航天器在完成预定任务或达到寿命终期时其主要结构和部件仍能正常运行，由此提出了通过
部分组件更换或燃料加注使其寿命延长，或通过载荷替换使其具有执行其他任务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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