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体推进剂燃烧基础(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固体推进剂燃烧基础(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800343568

10位ISBN编号：7800343561

出版时间：1994-03

出版社：宇航出版社

页数：495

译者：朱荣贵/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固体推进剂燃烧基础(下册)》

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出版的《航天与航空进展》丛书第90卷，由在固
体推进剂研制、生产、应用方面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共同撰写的。本书的特点是：一、
注重实际，书中用化学、流体力学、传热学、固体力学、火箭推进技术、材料科学、
计算机等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来分析解决固体推进剂领域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内容新颖，本书概括了70年代中期至今近十年来国际上的最新成果。
全书共15章，分上、下两册翻译出版。上册包括第1～6章，主要介绍有关固体火箭
发动机性能方面的基础知识，综述固体推进剂的燃烧特性，讨论了固体推进剂的高温
分解、点火及燃烧问题，并概括介绍固体推进剂的火焰传播。下册包括第7～15章，
主要内容是讨论固体推进剂稳态燃烧、过渡燃烧熄火和不稳定燃烧的基本问题，第15
章专门介绍了无烟推进剂的有关问题。
本书可供从事固体火箭、固体推进剂研制、生产、使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阅
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本书还可供化工和燃烧
学界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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