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电源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卫星电源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801443960

10位ISBN编号：7801443969

出版时间：2001-12

出版时间：宇航出版社

作者：马世俊 编

页数：441

字数：3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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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电源技术>>

前言

《卫星电源技术》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关于卫星电源系统设计、研制与应用方面的
一部技术专著。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概论、电源系统设计、化学电池、太阳电池、太阳电池阵一蓄电池组电源系
统、氢氧燃料电池、空间核电源、电源变换器、电源配电和电缆网设计、航天器电源系统设计举例。
全书以电源系统设计和太阳电池阵  蓄电池组电源系统为重点，全面阐述了卫星电源技术的各领域：
化学电源、物理电源、电源变换器、电源配电和电缆网的设计、研制和应用。
电源技术是各类航天器的公用技术，它不仅适用于卫星，亦适用于空间探测器、载人飞船、空间站等
其他航天器。
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突出工程实用性，全面论述了30多年来中国卫星电源技术的理论、设计、
制造、试验及应用情况，并对当今国际上该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向作了简要介绍，便于有关工程
技术人员应用。
本书是集中了我国8家目前从事空间电源设计、研制单位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编写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以下研制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北京卫星
制造厂、天津电源研究所、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贵州遵义梅岭化工厂、贵州贵阳林泉电机厂、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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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关于卫星电源系统设计、研制与应用方面的技术专著。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概论、电源系统设计、化学电池、太阳电池、太阳电池阵蓄电池组电源系统
、氢氧燃料电池、空间核电源、电源变换器、电源配电和电缆网设计、航天器电源系统设计举例。
　　本书适合于从事卫星电源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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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空间核电源第8章 电源变换器第9章 电源配电和电缆网设计第10章 航天器电源系统设计举例主要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电源技术>>

章节摘录

插图：改进、完善和提高现有空间电源的重点仍放在太阳电池阵一蓄电池组联合电源，主要的发展方
向如下：1）用高效砷化镓太阳电池逐步代替硅太阳电池。
2）采用聚光太阳电池，或带反射镜的太阳电池阵，以提高太阳电池阵的输出功率。
3）发展大面积折叠式太阳电池阵和柔性太阳电池阵，提高太阳电池阵的比功率。
4）发展空间组装技术，由航天飞机将太阳电池阵及其他电源装置分批送至空间站进行空间组装，以
获取超大面积的太阳电池阵和超高功率的电源系统。
5）开发再生氢氧燃料电池、锂离子蓄电池、钠硫电池等化学电源作第三代贮能装置，其中锂离子蓄
电池近期已获得飞速发展，它的比能量高，为氢镍蓄电池的2～3倍，无污染、工作温度范围宽、可快
速充电、自放电率低。
一旦循环寿命短的问题获得解决，势必成为最有前途的贮能装置。
6）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可更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电源系统。
7）采用模块化设计，模块的类型和数量具有灵活性，可根据不同的飞行任务要求，组成功能不同的
电源系统。
8）采用数字化控制，提高电源控制设备和电源变换器的控制和检测精度，采用先进的脉宽调制技术
，使电源变换器效率提高至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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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电源技术》：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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