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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飞向太空是人类久远的梦想。
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嫦娥奔月神话正是这种美好愿望的生动体现。
现代火箭技术的奠基人，俄罗斯著名学者齐奥尔科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
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自从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动力飞行后，一百多年来，航空航天技术取得了惊人的
成就。
20世纪50年代，喷气技术的发展使飞机突破了音障，随后的十年中又成功突破热障，开始进入超声速
时代。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号升空，标志着空间时代的开始
。
1969年美国发射的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使人类第一次实现登月壮举，1981年美国成功发射航天飞机，
由此进入了现代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新时期。
今天，航空航天已经成为对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高技术领域，在国家综合
国力的构成要素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象征。
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
，发展非常迅速，到60年代中后期，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技术和工业体系。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遨游太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2003年10月，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并胜利返回地球，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飞天梦想，成为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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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运载火箭和航天器为主要对象。
适当兼顾导弹和其他飞行器，系统介绍航天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包括我国和世界航天的发展
史、飞行原理、推进系统、控制系统、飞行器结构、发射和返回技术、载人航天技术、航天工程的科
学管理和航天技术的应用等内容。
本书侧重于基本物理概念和定性的分析，并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广采博议，力求系统全面、通俗
易懂。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航空航天类专业的基本教材。
又可作为普及航天知识的科普读本。
为非航天专业的大学生、航天爱好者、关心航天事业发展的朋友提供一本全面系统了解航天技术概貌
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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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71年4月，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苏联的礼炮1号空间站成功入轨，运行175天，完成了有关天
体物理、航天医学、生物学、地球资源考察和微重力技术试验等任务。
1971年12月，苏联火星3号探测器首次在火星表面软着陆。
1972年3月2日，美国发射先驱者10号深空探测器，携带代表人类信息的镀金铝板，经过11年飞行，
于1983年6月越过海王星轨道，成为第一个飞离太阳系的人造天体。
1973年5月14日，美国发射了天空实验室，这是第一个实际投入长期使用的空间站。
在轨运行2 249天，运行期间先后接待3批9名航天员到站上工作。
在载人飞行期间，航天员用58种科学仪器进行了270多项生物医学、空间物理、天文观测、资源勘探和
工艺技术等试验，拍摄了大量的太阳活动照片和地球表面照片，研究了人在空间活动的各种现象。
1974年2月第三批航天员离开太空返回地面后，天空实验室便被封闭停用，直到1979年7月12日在南印
度洋上空进入大气层烧毁。
1974年6月，苏联发射礼炮3号空间站，在轨工作了7个月，共与2艘飞船对接，其中联盟14号飞船的2名
航天员进站工作了16天。
1974年12月，苏联发射礼炮4号空间站，在轨运行768天，共接待了3艘飞船对接，其中联盟17号飞船
的2名航天员进站工作30天，联盟18B号飞船的2名航天员进站工作63天。
1975年11月无人驾驶的联盟20号飞船曾给其运送燃料，从而延长了其在轨运行时间。
空间站于1977年2月脱离轨道陨落。
1975年4月5日，苏联发射联盟18A号飞船，准备与礼炮4号对接。
火箭第3级点火不久，火箭上升到144 km的高空时，因制导系统发生故障，飞船在空中翻滚，并偏离预
定轨道。
地面控制中心发出应急救生指令，使火箭紧急关机，返回舱与飞船分离，航天员按应急方案返回，在
西伯利亚西部山区安全着陆。
这是载人航天史上第一次因火箭飞行不正常而成功采取应急救生措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天技术导论>>

编辑推荐

《航天技术导论》由航天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天技术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