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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阐述了临近空间、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分析了临近空间环境特征及其对
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影响；重点论述了支撑临近空间飞行器发展的两大瓶颈技术——能源技术和动力技
术，包括传统的能源与动力技术和新概念能源与动力技术；全面探讨了低速与高速临近空间飞行器的
着急技术；最后，对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本书可供从事飞行器研究、设计、试验的科技人员参考和使用，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
师、研究生和在校大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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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小推力和小流量精确测量技术 无论是地面还是真空实验及测量系统硬件可尽量应
用成熟产品，微波辐射，特别在真空实验舱中，需要屏蔽。
小推力和小流量精确测量及调节会遇到一些困难，需要一一解决。
 6.相似律设计技术 为了节省经费，往往用缩比模型进行初步研究。
工程应用的推进器规模大，将模型放大，需要应用相似理论进行初步设计。
 由于机理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纯粹靠相似律设计推进器模型是不够的；在缺乏大量实际设计经验的
情况下，短时间内建立合适的相似律，突破性地解决问题是有困难的。
但通过相似研究，对某几个重要技术参数得到指导性的参考设计是可能的。
 7.飞行控制、推进器摆动和微波束随动跟踪技术 该技术的研究是为了微波束的定向辐射和推力器的有
效接收。
浮空器飞行方向和速度是可以随机控制的，这一信号应即时传递给随动跟踪系统，微波束才能协调定
向准确向推进器辐射，与此同时，推进器必须即时摆动，以最佳角度迎向微波束作最有效的接收。
它们的协调由微型计算机完成，即时是关键，即各系统应以最小的惯性完成动作。
 4.3.4 在临近空间的应用分析 微波推进的新概念是随着微波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出现的，目前国外研究
微波推进技术的国家主要是美国。
初步论证表明，其比冲是化学推进的2倍—3倍，甚至更高，有效载荷比达到10％，甚至更高，发射费
用比化学推进低得多，甚至低2个—3个数量级。
 1.微波推进技术特点分析 定向能推进主要包括微波推进和激光推进，虽然微波推进研究起步较晚，目
前水平较低，但由于微波较激光具有一些优点，还是值得进行探索的。
按目前的水平，用电能转换为激光的效率仅为3％—7％；而用电能转换成微波的效率可达90％以上。
 微波束可以通过定向阵列技术聚集产生高能的单束微波，微波束的功率可比激光束高两个量级，而且
发展高功率微波的费用要比发展高功率激光低两个量级。
 微波束在大气中辐射易产生“扩散”问题，但当用足够高的微波频率时，在150km高度以内，扩散的
问题不大，即在临近空间的范围内扩散影响很小。
微波束易被大气中的水蒸气吸收或反射，当微波在2km以上的高山或干燥的沙漠地区发射时，水蒸气
的吸收和反射可以减小。
激光易产生“散斑”等问题，不容易解决。
 2.应用分析 微波推进技术应用范围很广，有望在临近空间飞行器上发挥作用。
以微波推进为动力的飞行器，机动性优良。
一般来说，脉冲微波推进器的规模较小，适用于作为小型临近空间飞行器或浮空器的动力装置。
 目前，以脉冲微波推进器为核心的微波动力发动机已经开展了小型、地面、原理性的初步实验研究，
但离实用还有相当的距离；而磁流体推进发动机尚处于方案提出阶段；以微波热能推进器为核心的微
波动力发动机进行了方案论证；以离子风推进器为核心的微波动力发动机进行了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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