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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末。
30余年来，在全体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品种到系列化，开创出一条
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80年5月，我国研制的姿态控制发动机首次参与了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它驾驭着运载火箭这个
庞然大物，穿云破雾，飞越万里长空，直奔太平洋，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激起万顷波涛，震撼了
全世界。
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成功，为火箭发动机系列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支。
而《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与研究》一书的出版，又为火箭发动机全书填补了一页空白。
由于作者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以一个既是科研者又是实践者的双重立场来构思本书，因而使本书具
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理论基于实践。
在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为探讨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对诸如喷注器过热、催化剂装
填、催化剂破损、发动机寿命、冷热启动差别、毛细管流量系数、汽蚀流动、小推力测量及落压系统
等问题，进行了数以千计的试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验数据，解决了设计中许多技术问题。
正由于有了充分的实验数据作基础，使本书内容扎实全面，结论准确可信，因而也就更具现实意义与
参考价值。
第二，理论公式与工程实际计算方法之间往往还存在一条很宽的沟壑，忽略了这条沟壑，公式便成了
摆设。
本书通过各种努力，在它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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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与研究》介绍了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发展概况，并详细阐述了
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设计与研究成果，包括混合气体在催化剂床及喷管中的流动、热力计算、喷
注器设计与研究、催化剂床设计与研究、喷管设计与研究、系统设计与研究、试验分析与处理、推进
剂性能与使用等。
《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与研究》是作者数十年科研工作的总结：它的出版，不仅为科技人员提
供了一部专业参考书.而且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筑造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在此平台上更建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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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多为微、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是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一个分支，用于给
飞机、卫星、探测器、飞船、航天飞机、导弹弹头、运载火箭上面级等飞行器提供冲量及执行姿态控
制。
早期的飞行器是没有姿态控制的。
这是由于当时姿态控制技术还不成熟，而且当时的飞行器执行的任务也比较简单。
1961年加加林乘坐的苏联第一代飞船东方1号及1963年发射的东方5号、东方6号飞船，也仅采用了自旋
稳定的被动姿态控制。
随着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人造飞行器执行的任务越来越多，同时对人造飞行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姿态控制便成为飞行器的一项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早期的单纯采用自旋稳定、重力梯度对地定向及地磁控制等被动式姿态控制已远远不能满足对飞行器
姿态控制的要求了，于是出现了以喷气控制——微、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为主体的主动式姿态控
制。
与被动姿态控制相比，这种控制具有机动灵活、调整范围大且精度高的优点，因此，在飞行器的姿态
控制及冲量提供中获得广泛应用。
世界各国在微、小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和发展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和途径。
1957年，以过氧化氢（H2O2）为推进剂的单组元催化分解发动机，在美国X-1B飞机上进行了首次飞行
试验。
1959年，过氧化氢发动机第一次用于美国侦察卫星的运载火箭上面级，执行姿态控制及末速修正。
这种发动机用经硝酸钐进行过活性处理的银作催化剂，1960年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
从此，过氧化氢发动机便进入了宇宙飞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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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组元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与研究》由航天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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