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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莽莽苍苍的山川大地，茫茫无际的宇宙星空，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神奇变化的大千世界中。
面对异彩纷呈的自然现象，古往今来曾引发多少人的惊诧和探索。
它是科学家研究的课题，更是充满了幻想和好奇的青少年渴望了解的知识。
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系统、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和掌握有关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用科学发展观
引领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团结出版社按照国家确定的学生科普知识标准，编辑出版了《青
少年科普图书馆》大型丛书，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值得支持和推广的出版工程。
    加强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工作，是加快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在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加快国家发展，要抓紧时机，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战略。
把科教兴国战略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依靠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着眼于长远，努力培养新一代创新人
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创新能力。
大量优秀的科普读物的出版发行正是科学的教育和普及的基础性工作，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文化
基础工程。
    加强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工作，同时也是我们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
中共十七大强调“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是“建设和谐文化，培养文明风尚”的重要内容
，特别提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有关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发行工作，多年来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团体的广
泛支持。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科普事业进入法制建
设和发展的轨道。
为持续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科普活动，中国科协决定从2(005年起，将每年9月第三周的公休日定为全
国科普日。
自2003年以来，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由国家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送书下乡工程。
2009年2月，中国科协等单位五年内在全国城乡建千所科普图书室的活动举行了启动仪式。
多年来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坚持不懈的送书下乡活动，推动了科普工作在全国，特别是在农村、
边远地区和广大青少年中的开展，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适应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广大农村、边远地区发展的需要，以及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像《青少年科普图书馆》丛书这样一类科普读物的大量出版，符合广大青少年
探究自然科学的阅读兴趣和求知欲望，相信一定会得到青少年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青少年科普读物出版，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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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科普图书馆：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人造卫星》引领我们认识了解人类探索宇宙新纪元的标
志——人造卫星，主要介绍了中国人造卫星的发展历程，人造卫星的作用、功能、基本原理以及相关
的航空航天技术等，目的是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人造卫星的基本知识，热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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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路在何方——人造卫星的轨道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人造卫星，这些人造卫星都是围绕
地球在运行的。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多的人造卫星在太空运行会不会发生碰撞或者发生混
乱？
其实它们的运行是有序的，就像生活中的飞机和船舶运行时是一样的，有它们固定的航线，人造卫星
的运行也是“有迹可寻”的。
并且人造卫星的轨道是多种多样的，按形状可分为圆轨道和椭圆轨道；按离地面的高度又可分高轨道
和低轨道。
此外，还有赤道轨道、极地轨道、地球同步轨道、对地静止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等有特定意义的轨道
。
    卫星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叫运行周期，卫星轨道形成的平面被称为轨道平面，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
面形成的夹角叫轨道倾角。
倾角小于90度为顺行轨道：大于90度为逆行轨道；等于90度为极地轨道；倾角为0，即轨道平面与赤道
平面重合，称为赤道轨道。
若卫星的运行周期和地球的自转周期相同，我们称这种卫星轨道叫地球同步轨道。
如果地球同步轨道的倾角为零，即卫星正好在赤道上空，它将以与地球自转相同的角速度绕地球运行
。
从地面上看去，就像是静止不动。
这种特殊的卫星轨道被称为对地静止轨道。
处于这条轨道上的卫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对地静止轨道卫星。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卫星，如何来为它们选择合适的轨道呢？
卫星轨道的具体选择，则要根据卫星的任务和应用要求来确定。
例如对地面摄影的地球资源卫星、照相侦察卫星等，通常采用近圆形的低轨道运行方式；通信卫星则
常常采用对地静止的地球同步轨道；若为了节省发射卫星时所消耗的运载火箭的能量，常采用顺行轨
道；为了使卫星对地球能进行全面观察，则需要采用极地轨道；而为了让卫星能始终在同一时刻飞过
地球的某地上空，或使卫星永远处于或永远不处于地球的阴影区，又往往需要采用太阳同步轨道；军
用卫星为了满足军事的特殊需要，则常常采用地球同步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等。
    地球同步轨道是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相同的顺行轨道。
但其中有一种十分特殊的轨道，叫地球静止轨道。
这种轨道的倾角为0，在地球赤道上空35786千米。
在地面上的人看来，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是静止不动的。
一般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气象卫星选用这种轨道比较有利。
地球同步轨道有无数条，而地球静止轨道却只有一条。
    太阳同步轨道是轨道平面绕地球自转轴旋转的，方向与地球公转方向相同，旋转角速度等于地球公
转的平均角速度(360度／年)的轨道，它距地球的高度不超过6000千米。
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以相同的方向经过同一纬度的当地时间是相同的。
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一般采用这种轨道。
    极地轨道是倾角为90度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每圈都要经过地球两极上空，可以俯视整
个地球表面。
例如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侦察卫星常采用此轨道。
    4.人造卫星的返回    当把人造卫星发送到太空中后，它会按照人类的指示完成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那么，当这些人造卫星完成任务后，它们是如何再返回地面的呢？
    一般情况下，卫星发射成功之后，就在太空执行任务，并不需要再返回地面。
如通信、导航、气象卫星等都是如此。
但是有些卫星却需要返回到地面，例如获取情报的侦察卫星，携带实验品的科学实验卫星等都属于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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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式卫星。
研制返回式卫星是卫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返回式卫星主要有以下三种用途：一是作为观测地球的空间平台，返回式卫星所获取的各种对地观
测信息资料，可以带回地面供科学家进行分析和研究二是作为微重力试验平台，利用微重力条件，在
空间进行各种科学实验，生产和制造地面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材料和物品：三是作为发展载人航天技术
的先导，因为宇航员必须采取与返回式卫星相似的方法返回地面，只有掌握了卫星返回技术，才能为
载人航天打下基础。
因此，返回式卫星在世界各类航天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
    对于返回式卫星的研制者来说，如何实现卫星的返回和回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绕地球运行的卫星返回地面时，根据它们所受阻力和升力的大小不同，通常有三种不同的返回轨道：
一种是弹道式返回轨道，这种卫星在进入大气层后，只产生阻力；第二种是半弹道式返回轨道，卫星
在进入大气层后，除产生阻力外，还有部分升力；第三种为升力式或滑翔式返回轨道。
我国的返回式卫星采用的是弹道式返回轨道方式。
    为了使卫星在完成太空使命后能安全地返回地面，首先要求运载火箭有很高的控制精度，不仅能准
确地把卫星送到预定轨道，而且当卫星完成使命等待回收时，能处于预定的回收区上空；其次，对低
轨道返回式卫星来说，由于受大气阻力和地球形状等的影响，轨道会发生偏离。
因此，必须精确地计算出卫星返回落地的时间和落点的经纬度，并向卫星发射各种控制指令；更重要
的是，在卫星进入返回圈后，卫星必须能按地面指令准确地调整成返回地面所需要的姿态，并按预定
程序使旋转火箭、反推火箭依次点火、分离，然后弹射和打开降落伞。
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在运载很大的气动力作用下，卫星返回地面时，可能产生较大的落点偏差，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失败
。
    P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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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春编著的《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人造卫星》引领我们认识了解人类探索宇宙新纪元的标志——人造卫
星，主要介绍了中国人造卫星的发展历程，人造卫星的作用、功能、基本原理以及相关的航空航天技
术等，目的是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人造卫星的基本知识，热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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