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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战霞，女，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1995年7月本科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工程学院飞行力学专业，1998年3月获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
计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4月获同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多年来一直潜心于航天器轨道力学、飞行器动力学、空间操作地面实验方法与技术等方面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
近年来，主持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预研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
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被SCI、EI、ISTP等重要文摘收录10余篇
。
特别是在航天器操作及其地面实验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参加了多项与地面实验相关的国家级研究
项目，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在地面实验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申请了相关发明专利9项（正在审
批之中）。
袁建平，男，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1981年获西北工业大学一般力学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获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动力与控制专业博士学
位，是中国首批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
1988至1991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研学，回国后，一直潜心于飞行器动力学、航天器轨道机动理论、
空间操作与地面实验技术等研究。
近年来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中被SCI、EI、ISTP等重要文摘收
录50余篇。
研究成果获得1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5项。
已出版专著5本，其中两本分别获第一届和第三届国防科技工业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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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飞机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受到的振动冲击较大，因此必须对系统各单元采取
加固措施，以提高可靠性，包括增加结构的强度和刚度、采用快闪存储设备代替传统硬盘、摄像装置
采取防震措施等。
 （2）电源接口 失重飞机提供两路电源，分别是直流27V和交流220V。
两路电源首先进入公用平台配电器，通过开关控制和熔断器后进入配电网络，由配电网络按要求分配
到相应的实验单元。
由于失重飞机提供的220V电源没有地线，公用平台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以保证系统安全。
 （3）遥控遥测接口 遥控指令是中央测控单元在适当时刻向实验装置发送的控制命令，用于控制实验
系统按照预定的工作流程运行。
系统采用3种遥控指令，分别是零时基指令、进／出失重控制指令和工作模式切换指令，采用标准的
光隔离OC门驱动电路接口。
遥测是判断系统状态和故障分析的重要手段，系统为每个实验单元分配了1～10个遥测点（含备份通道
），遥测点的选择应能很好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工作状态，不应过多，但也不能缺少重要的状态信息，
采用标准12位A／D接口。
 （4）数据采集接口 原则上，各实验装置的科学数据自行采集存储。
对于微重力仪和流体实验装置，由于数据量大，因此由公用平台采集并存储，完成一次飞行后将数据
拷贝给用户。
公用平台有两个数采通道，分别是高速遥测通道和高速复接通道。
高速遥测通道用于采集流体实验数据，硬件接口与遥测接口相同，但采用不同的通道分配和存储格式
，采集速率为100Hz。
高速复接通道采用数字复接技术，源数据按特定格式封装于数据帧，数据码型为PCM码，用于采集微
重力数据。
 系统软件包括中央测控单元软件和实验单元软件。
软件采用结构化、模块化和系统集成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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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天器操作的微重力环境构建》适合航天领域和其他与微重力环境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
者阅读，也适合相关院校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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