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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移民太空”或许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但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宣称，本世纪要建立外星基地。
这并非妄想。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人类已经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下一个梦想——征服外星，也一定会实现。
而这一梦想的实现，离不开被人们称作“太空中转站”抑或是探索太空的“起点站”的空间站。
    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个空间站是苏联的“礼炮一1”号空间站。
“礼炮一1”号空间站是人类进驻太空的“排头兵”，它在太空试验、科技开发以及太空探索方面作
出了杰出贡献。
而美国则在“礼炮一1”号空间站发射两年后的1973年成功发射了“天空实验室”。
目前，规模浩大的国际空间站正在建设中。
那么，什么是空间站?空间站的内部构造是怎样的呢?在“太空移民”中，除却是“中转站”，空间站
还担任哪些重要角色呢?    《地外生存的驿站——空间站》立足科学事实，以详尽的文字资料作基石，
邀你一起去探索遨游在太空中的人类的新家园——空间站。
相信该书会有助于读者对宇航员的太空生活以及空间站的构造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启迪
人们的思想。
    本书第一章主要讲的是人类永不止步的太空探索以及建立空间站之前所取得的太空成就。
    在第二、三章里则将介绍空间站的结构与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
空间站的“主人公”是宇航员，由于太空环境与地球环境不同，所以空间站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
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以便使宇航员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接下来的篇章依次讲的是空间站与国际竞争、多国合作的国际空间站以及空间站多面观。
我们知道，历史总是要进步的，而每一点进步均是基于先前成就的基础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站在
“历史”的起点上，朝着未来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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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外生存的驿站:空间站》是圆梦太空系列之一，《地外生存的驿站:空间站》立足科学事实，以详
尽的文字资料作基石，邀你一起去探索遨游在太空中的人类的新家园——空间站。
相信《地外生存的驿站:空间站》会有助于读者对宇航员的太空生活以及空间站的构造形成一个全面的
认识，从而进一步启迪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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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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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里的药箱 宇航员如何应急救生 空间站与国际竞争 遥遥领先的苏联 “礼炮—1”号空间站升空 第一
代空间站系列 苏联第二代空间站 争先恐后的美国 欧洲空间局“异军突起” 日本跃跃欲试 多国合作的
国际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的建造 国际空间站大事一览 身怀绝技的“太空兵” 科研的“世外桃源” 空间
站多面观 太空飞行奇观 卫星太阳能发电站 “礼炮—7”号太空维修记 日常维修与宇航员舱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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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类登天的原因之一便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
人类最终要利用空间、开发宇宙资源。
或许一说到资源，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水、石油、煤炭和各种矿物等，很少有人一下子会想到太空资源
。
事实上，太空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只是因为目前的科技水平所限，所以才未能大规模开发。
 专家指出，太空资源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太空轨道资源。
与海、空航线一样，太空中的卫星轨道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重要资源。
如在对地静止轨道上的卫星，可以更有利地为固定地区提供通信、气象、环境监测、发电和照明等各
种服务。
各种顺行和逆行轨道，可以满足卫星对地球不同纬度地区进行观测和信息传递的要求。
由多颗卫星组成的网络，则可以随时随地提供各种服务。
 地球资源探测。
地球资源分布在广阔的地球上，地球表面积达5.1亿平方千米，绝大多数重要的矿藏还深埋在地下，如
煤炭、石油、天然气、各种珍贵金属等。
要开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除了木材等表面资源），都必须靠地质人员跋山涉水，一点一点地勘探，
需要通过地质分析和判断，然后再通过钻探来确定，其艰苦和缓慢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对于深海远洋、高山密林、沙漠深处等地区的勘探，目前人类还无法涉足或还没
有勘探条件，同时野外勘探还要受到黑夜和恶劣气候的影响。
另外，对地面上的资源管理也存在着麻烦。
地面上有大量的农田、森林、河流、湖泊、海洋和已开采的矿业，这些资源都非常重要，然而要对所
有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就要建立庞大的机构，耗资巨大，即使这样也会顾此失彼，实在是一件
既浪费金钱又收效甚小的工作。
然而在太空轨道上进行地球资源调查和管理，就可以省去麻烦，大大地提高效率。
 通信联络资源。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范围的扩大和对世界认识的增强，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想与更远的地
方的人联系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由于整个地球面积广阔，生活在地球各地的人们的通信联系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没有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的古代，人类发明了烽火、狼烟等各种方法来互通信息。
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传统通讯手段越来越满足不了人类的要求。
1837年塞缪尔·莫尔斯发明电报以后，人类的传递信息方式才有了质的飞跃。
这时，人们可以用无线电的方式快速传递信息。
但是因为电波受到高层建筑物和高山的阻隔，所以必须架设很高的发射塔。
由于电波还受到地球球形曲面的影响，所以每隔约60千米必须架设一个中转站。
无线电通信必须具备以上很多条件，克服很多干扰才能实现遥远距离的信息传递，实在是耗资巨大且
费时费力。
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人们可以通过电话线与远方的人通话了，但是，由于电话线越长对
信号的削弱程度越厉害，所以长途电话很不清晰。
然而利用太空轨道通信就没有以上这些麻烦了。
卫星是挂在空中的无线电中转站，它居高临下，不受建筑物和高山的阻隔，地球曲面对它的影响也小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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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外生存的驿站:空间站》以详尽的文字资料作基石，邀你一起去探索遨游在太空中的人类的新家园
——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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