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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登月推进系统》

内容概要

《载人登月推进系统》收集并简单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功登陆月球的阿波罗计划，以及苏联登
月飞行的经历、经验和教训；收集并整理了21世纪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及其新的载人登月运载火箭、登
月飞船方案，还收集了俄罗斯新制定的开发月球计划，并对运载火箭和飞船的推进系统进行了较全面
的描述和分析。同时，《载人登月推进系统》对我国载人登月运载火箭和飞船的推进系统方案作了较
为详细的探索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载人登月运载火箭推进系统的
基本方案及载人登月飞船推进系统方案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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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阿波罗4号（SC017） 阿波罗4号飞行任务为服务舱主推进系统的第3次飞行试
验。服务舱主推进系统的主要试验目的是确认在没有反作用控制系统下沉作用下仍能满足启动要求，
并计算服务舱主推进系统长时间工作的性能。两个目的全部达到。服务舱主推进系统每次工作都正常
。在推进剂交叉供应期间，发动机人口压力和室压按要求增加；整个工作期间，压力稳定。推进剂交
叉供应的一般影响均可预计到。 （4）阿波罗6号（SC020） 从本质上看，阿波罗6号服务舱主推进系统
的飞行目的与阿波罗4号相同。由于S—4B级不能重复启动，从低地球轨道到脱离低地球轨道用服务舱
主推进系统代替指挥舱，以满足指挥舱热屏蔽再入试验所需的再人条件。服务舱主推进系统工作满足
了设计要求，无气垫的启动得以实现。除了这些目的外，阿波罗6号服务舱主推进系统的飞行中点火
工作还可用来验证将指挥服务舱送人月球轨道时，服务舱主推进系统所要求的工作时间的能力。 除发
动机启动期间室压过高外，发动机性能和其他动态性能均满足要求。对于阿波罗4号和阿波罗6号飞行
任务来说，室压传感器均安装在50.8 mm长的接管嘴上，以降低造成室压测量偏移的热影响。使用新
的接管嘴测得的室压超调量基本上比旧的接管嘴测得值高。特定的几组试验包括在阿诺德工程和研制
中心进行的高分辨率传感器的试验，以确定是否是由于个别传感器的误差造成室压的超调量。已证明
，若发动机开始工作用1个单一的球阀（a singlebank of ball valve），其室压的超调量大大下降。发动机
每次启动时使用1个球阀将成为标准的工作程序。假若工作时间大于6s的话，=约在点火后3s，将冗余
设计的双组元推进剂阀的其他流路打开。 2.5.1.4.2模块Ⅱ飞行 （1）阿波罗7号飞行任务 阿波罗7号飞行
任务是模块Ⅱ服务舱主推进系统的第1次飞行试验。如计划的那样，服务舱主推进系统发动机按计划
工作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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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载人登月推进系统》可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也可作为从事运载火箭、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研究的
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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