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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新知识大搜索”系列丛书诚邀多位专家编写，坚持实用、易懂的原则，力求通过全新的角度来阐
释宇宙、地球、海洋、陆地、节能、环保、资源，以及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
书中文字简约，行文流畅，设计精美。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遨游太空》分册。
    科学家预言，21世纪是人类大举探测太空的世纪。
本书介绍了宇宙航行，宇宙及其探测与开发的基本知识。
本书文字简约，行文流畅，设计精美，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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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宇宙航行　　自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全世界已经发射了几千个航天器。
每发射一次卫星，就要消耗一支巨大的火箭。
珍贵的人造卫星也只能使用一次。
这是航天活动代价高昂的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在“阿波罗”登月工程完成以后，就着手研制一种经济的、可以重复使用的
航天器，这就是“航天飞机”　　我们知道，宇宙飞船返回地球时，以极大的速度进入地球大气层，
飞船的外壳与空气摩擦所产生的热可达几千度，倘若不设法防护，那么人体将被烧成灰烬。
然而，飞船航行中所遇到的对人体有害的环境条件又何止高温这一项呢？
　　飞船起飞首先碰到的是超重。
这是一种由于加速度的作用而使重力大大增加的现象。
假如超重的方向是从头到脚，那么由于血液的重量增大，它必然会流向下半身去。
　　这样，头部尤其是脑会出现缺血现象。
严重时，就会出现视觉障碍，甚至失去意识。
　　宇宙空间空气极少，接近真空，一般人到了3500米高度以上，就会出现疲劳、头痛、视觉障碍等
缺氧症状；超过8000米时，由于气压过低，即使充分供氧，有些人也会出现关节痛和循环障碍等症状
。
高度达到19千米以上，由于气压太低，血液开始沸腾，没有适当的防护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空间飞船一般采用密闭座舱的办法，使座舱内保持人体合适的气压和氧气条件。
当宇航员需要出舱工作时，必须穿上宇航服（太空服）。
因为高度真空的太空，没有氧气，没有大气压力，宇航员体内的气体会急剧膨胀，液体会迅速沸腾，
氧气会从肺部和血液里跑出来。
倘若不穿宇航服，人就会立即死亡。
　　飞船起飞和返回时会遇到高温；但当进入太空之后，夜间则可冷到零下几十摄氏度；在月球表面
，还会遇到－160℃的低温。
人不仅对高温的耐力有限，对低温的耐力也是有限的，因为人在低温条件下停留时间久了，体温就会
下降，当体温降到34℃以下时，就会出现健忘、口吃和空间定向障碍。
低于27℃，即会冻僵和冻死。
　　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保证空间航行中人体的安全健康和良好的工作效率，太空（空间）医
学便应运而生了。
　　航天飞机　　1981年4月12日，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在一阵轰鸣声中飞向天空。
它飞得真快，比声音的速度要快20多倍14月14日，它按计划回到了地面，航天飞机上的两位宇航员受
到热烈欢迎。
　　航天飞机，顾名思义，就是能进行空间飞行的飞机，以区别于航空飞机。
它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冲出稠密的大气层，进入绕地球转的运行轨道，成为一载人飞船；在宇宙空
间进行了各种科学活动之后，又能像飞机一样，重返大气层，靠惯性滑翔飞行，然后在机场跑道上水
平着陆。
所以，航天飞机是火箭和飞机的结合。
　　美国研制的航天飞机由三大部分组成，即轨道器、外挂燃料箱和固体火箭助推器。
整个看起来，就好像一架飞机竖挂在坚持在三个大圆柱子上。
样子像飞机的部分就是轨道器，是航天飞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全长37米，空重68吨。
整个轨道器由三段组成：前段是发动机，然后是机翼和尾翼。
它所运的货物不是从舱门装进去，而是从货舱可分开的顶部舱盖吊装进去。
它能把重达29吨的有效载荷送到地球轨道，还能把14.5吨重的货物带回地面；可把7名，甚至多达10名
乘客送入地球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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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器完成任务后，返回地面，进场检修，又可待命再次起飞。
外挂燃料箱是专门为轨道器的三台主发动机提供燃料用的。
燃料烧完后，便和轨道器分离坠毁，不能重复使用。
两台固体火箭助推器，是用来帮助轨道器克服地球巨大引力的，它在起飞后2分钟的时间内将轨道器
助推到离地约50千米的空中，然后与轨道器和燃料箱分离，用降落伞在发射场附近的海上溅落，由船
只回收，检修后再用。
　　航天飞机作为往返于空间的运输工具，具有特殊的性能和显著的优点。
它垂直起飞，水平降落，同时还能在空中横向飞行。
在轨道上运行时，可以进行多次空间机动飞行，以完成各种交会、捕捉等任务。
它能处理飞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故障，具有较高的安全飞行能力。
它能够提供优越得多的力学环境条件，同火箭相比，人或货物受到的冲击和振动小得多。
因此，用航天飞机在轨道上布置的各种卫星，可以大大简化设计；即使是航天飞机上的乘客，也不必
经过严格挑选和特殊训练，上天工作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生等，只要经过一段训练就可参加
飞行。
　　航天飞机在任务完成以后，退出轨道，靠滑翔返回地面机场，着陆速度与一般超音速飞机差不多
。
不过，航天飞机在重返大气层时速度极高，与空气摩擦产生高热，所以对机体表面覆盖的隔热材料，
要求很高。
　　航天飞机经过一次飞行后，可能被陨石和气动加热弄得满目疮痍。
但经过整形修理后，可以焕然一新，再进行下次飞行。
每架航天飞机，司以重复飞行100次以上。
　　航天飞机的“盔甲”　　航天飞机既像火箭一样能垂直起飞，像飞船那样在轨道上运行，在进入
大气层时又能像飞机那样水平着陆，这一特点对航天飞机外壳防热材料的性能，提出了多种苛刻的要
求：既能经受进入大气层时，由于机身同大气剧烈的摩擦所产生的一千几百摄氏度的高温，又能经受
在轨道运行时从121℃到－156.7℃的温度交变，还能重复使用100次以上，具有优异的隔热、防水性能
和非常小的密度等等。
　　为解决航天飞机外壳的防热，如果采用导弹或飞船头部或裙部用的那种防热材料，它的耐高温性
和防热性能倒是绰绰有余，可惜在进入大气层时，这种材料大部分都烧蚀光了，剩下的也是一触即碎
的烧焦碳层，更不用说它的密度太大这一弱点了。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采用几种材料复合的办法，使其各施所长，以适应航天飞机防热的要求。
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了探索，一种结构独特、功能多样的防热瓦终于诞生。
　　这种防热瓦实际上是一种纤维隔热材料和特种陶瓷涂层的复合体。
它的基体是高温氧化物（二氧化硅或莫来石等）陶瓷纤维。
为了使它成型并具有一定的强度，先要把陶瓷纤维用一般陶瓷的成型工艺制成毡块，再经浸渍胶黏剂
后在1000多摄氏度烧结成材，然后按需要的尺寸切成瓦。
的重量很轻，还不到普通耐火砖的1/15，因为瓦内含有90％～95％的气孔。
这么多的气孔也大大地提高了瓦的隔热能力，比一般耐火砖高5～10倍。
为了赋予它防水防潮的性能，又具有独特的辐射散射本领，在防热瓦的表面又加涂了一层致密的特种
陶瓷或玻璃质涂层，涂的原料通常用硅化硅或硼化硅等多种既耐高温、热辐射率又大的物质。
这层涂层虽然很薄，但神通广大：一是能有效地防水防潮，二是能增加瓦的紧固性，三是能把85％
～90％的入射热能再辐射到空间去。
这样，剩下的10％～15％的热也几乎都被95％的都是气孔的防热瓦所隔绝。
因此，当航天飞机再入大气层受到一千几百摄氏度的高温时，机内温度也不会明显升高。
　　航天飞机进入大气层时，表面各部位的温度具有明显的差别，这就要求能在不同温度下使用不同
的防热瓦。
整个机身外壳需要防热的面积大约有1100平方米，其中除头锥帽和机翼前缘等40平方米的部位温度最
高（1400℃～1500℃以上），需要用碳－碳复合材料做防垫壳以外，其余部位表面均要铺覆上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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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防热瓦。
在机身下腹部表面等部位，其最高温度可达1000多摄氏度，需采用高温防热瓦，铺覆面积大约400
～500平方米，共需2万多块防热瓦。
在机身侧面和垂直尾翼的表面，温度比下腹部要低些，通常采用中温防热瓦，铺覆面积约200～300平
方米，共需7000多块防热瓦。
在机身和机翼的上表面，温度不到400℃，通常用低温防热瓦的铺覆面积大约300多平方米，需要几千
块防热瓦。
　　走进宇航发射场　　宇航发射场是卫星和飞船起飞的基地。
目前世界上共建有十几个发射场，共发射了几千个航天器。
最著名的宇航发射场要数肯尼迪航天中心，举世瞩目的航天飞机就是从这里起航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位于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梅里特岛，中心总面积为350平方千米，如果包
括210平方千米近海沙滩，整个场区占地560平方千米，中心拥有20多个发射阵地，它们是美国进行载
人与不载人航天器测试、准备和实施发射的重要场所。
　　航天飞机发射台位于该中心39号发射阵地，是整个中心发射阵地中规模最大，地面设备最完整的
发射阵地。
39号发射阵地主要包括一座总装测试大楼，2个发射阵地，1个发射控制中心，3个活动发射台，2台专
用运输车，1个活动勤务塔，1条专供航天器运输行驶的特殊公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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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位专家合力打造，全新角度权威奉献！
“全新知识大搜索”系列丛书阐释了宇宙、地球、海洋、陆地、节能、环保、资源，以及人文科学的
各个方面。
《全新知识大搜索：遨游太空》为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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