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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卫星》

前言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回眸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科技的重大突破紧密相连
。三次科技革命，更是使人类文明发生了彻底改变。我们不得不赞叹科技，它犹如魔法师手中的魔杖
，使人类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将人类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望远镜的发明让人类视觉得到了延伸，使
“千里眼”不再是神话故事中的虚拟人物；电话是人类听觉的“顺风耳”，它让即使远隔重洋的亲人
也能像就在面前一样述说家长里短；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是人类脚步的延伸，日行千里、日行万里
不再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计算机是人脑的延伸，当人的智慧得到延伸的时候，人的创造力被无限
放大；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更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科技的
发展不但在物质上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上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不断形成新的、更加科学的世界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
说，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这仅仅是人类世界观的一个变化，诸如此类的认识变化实在太多了。 
  今天我们在全社会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的世界观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科学的世界观是最为基本的出发点。如果没有正确的科
学思想来指导行为，就难免会走弯路，所以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根本的环节。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
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说的科普是指采用读者比较容易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
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动科学技术的
应用。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可以了解一定的科学知识，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于科技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来说，在全社会开展科普知识教育是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渠
道。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曾经在科技上长时间走在世界
的前列，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广大民众的科学意识比较
单薄。所以在我国民众中开展广泛的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科普的形式是多种多
样的，譬如建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举办各种科技讲座等，但是相对来说，图书出版无疑是所有科普
活动中最为重要和易于实施的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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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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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轨道。为持续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科普活动，中
国科协决定从2005年起，将每年9月第三周的公休日定为全国科普日。2003年以来，为支持老少边穷地
区文化事业发展，由文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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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由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新
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
，已经援建城乡社区图书室16．2万个，援建图书5600万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科普图书，约3．5亿
城乡居民从中受益，对广大社区居民的科技普及起到了一定作用，提升广大社区居民的科技素质。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系统、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和掌握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
知识，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中国社会出版社按照国家确定的学生
科普知识标准，编辑出版了《探究式科普丛书》。    该套丛书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科普系列读物，
共100本，分为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物理科学、现代科技4个系列。与其他科普类图书相比，该
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全面性，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其次这套丛书的丛书名也很有特色，“探究式科普丛书”从题目上就满足了广大
读者对科学技术_的兴趣，注重探究性，让读者带着问题去了解科学、学习科学，从而真正让阅读融
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当中，让人们通过阅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描绘了一
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我相信这套科普图书的出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广大读者对科普
知识的全面需求，为读者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一定的基础。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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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卫星》

内容概要

《行星的卫星:人造卫星》内容简介：人造卫星是目前发射数量最多、用途最广、发展最快的航天器。
《行星的卫星:人造卫星》主要向读者介绍了人造卫星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工作原理、结构等方面的知
识。还介绍了空间技术——遥感导航的原理、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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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卫星》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太空探索——人造卫星概述 第一节 话说人造卫星 第二节 人造卫星的基本构造 1．机械结构系
统 2．姿态控制系统 3．热传控制系统 4．遥控遥传系统 5．通信系统 6．电力系统 7．推进系统 第二章
“星”潮澎湃——人造卫星大揭密 第一节 科学卫星 第二节 技术卫星 第三节 通信卫星 1．通信卫星简
介 2．通信卫星的分类 3．通信卫星转播电视 第四节 军事卫星 第五节 气象卫星 第六节 资源卫星 第七
节 天文卫星 第八节 首次发现黑洞的卫星——“Astro E2” 第九节 微纳卫星 第三章 人造卫星知识大观
园 第一节 单程票与返程票——人造卫星的发射与回收 1．人造卫星的发射 2．人造卫星的运行 3．路
在何方——人造卫星的轨道 4．人造卫星的返回 第二节 梦想起点——卫星发射中心 1．肯尼迪航天中
心 2．西部航天和导弹试验中心 3．范登堡空军基地航天发射场 4．拜科努尔航天控制中心 5．普列谢
茨克航天发射基地 6．种子岛航天中心 7．鹿儿岛航天中心 8．斯里哈里科塔发射场 9．库鲁发射场 第
三节 有序运行——太空“交通规则” 第四节信息搜集——人造卫星的黑匣子 第五节殊路同归——人
造卫星的“葬礼” 1．影响人造卫星的因素 2．人造卫星的寿命 第四章 遥感导航——神奇的空间技术 
第一节 遥感简介 第二节 遥感卫星图片 第三节 遥感卫星的工作 1．升空进入轨道 2．接收命令 3．各就
各位 4．排列好照相机 5．核对灯光 6．拍照 7．图片下载 第四节 卫星导航的优点 第五节 卫星导航—
—不可不知的GPS 1．GPS卫星导航原理 2．全球定位系统的构成 3．GPS应用 4．GPS选购小指南 第五
章 中国之“星”——中国航天史话 第一节 “东方红”——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发射背景 2．
“东方红一号”的构成与使命 3．成功发射 4．中国航天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二节 梦想开启的地方——
中国四大卫星发射中心 1．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2．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3．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 4．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 第三节 “嫦娥一号”——锁定“广寒宫” 延伸阅读：天地之间——空间
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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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卫星》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太空探索——人造卫星概述 第一节 话说人造卫星 随着“神舟五号”和“神
舟六号”航天飞船的发射成功，太空探索越来越被广大青少年所迷恋，与此同时，与航天有关的天文
学知识也成（如太阳）运转的星体称为“行星”（如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等），而围绕行星运转
的星体称为“卫星”（如月为青少年谈论的热点话题。人造卫星作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先行官，对天文
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它在天文上的作用重大，因此我们便要多了解和学习一些关于人造
卫星的知识。我们知道在宇宙中，围绕着恒星亮、木卫一）。但是我们所要介绍的“人造卫星”和这
类卫星是有一定区别的，“人造卫星”是由人类设计制造，依靠火箭送入太空中绕着地球或其他行星
运行的飞行器，简称“卫星”。因此，依据这个定义，航天飞机、太空站也可以称作是人造卫星的一
种。另外，又将远离地球去探测太阳系中其他行星、卫星或太阳本身之航行器称为探测器或行星探测
器，或者是宇宙飞船。 既然如此，你知道卫星是如何被送上太空的吗？是它自己飞上去的吗？其实，
它是由科学家用火箭把它发射到预定的轨道，并且能够使它环绕着地球或其他行星运转，如果能够实
现正常运转，也就证明这颗卫星发射成功了。那么，科学家为什么要往太空发射人造卫星呢？这样是
为了能够进行探测或科学研究，无论是对天气、环境、太空探索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关于人
造卫星的命名也很有意思，一般情况下，科学家是依据卫星所围绕的行星来命名的。也就是说，人造
卫星所围绕的行星名字就是人造卫星的名字，例如围绕地球运行的卫星被称为“人造地球卫星”，它
是一颗主要用于观测地球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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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的卫星》

编辑推荐

《行星的卫星:人造卫星》满足了广大读者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注重探究性，让读者带着问题去了解科
学、学习科学，从而真正让阅读融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当中，让人们通过阅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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