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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载人航天科普丛书》是我国首套全方位、立体化向广大读者系统介绍载人航天科技知识的大型
科普图书。该项目于2006年立项，历时5年编写而成。包括总体卷，《梦圆天路——纵览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航天员卷，《飞天英雄——追踪航天员飞天足迹》； 空间应用卷，《探秘太空——浅析空间
资源开发与利用》；飞船卷，《巡天神舟——揭秘载人航天器》；运载火箭卷，《通天神箭——解读
载人运载火箭》；发射场卷，《戈壁天港——走进载人航天发射场》；测控通信和着陆返回卷，《碧
空天链——探究测控通信与搜索救援》，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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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永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高级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副院长、院长，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先后参加或参与领导了8个火箭型号的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
首任总设计师，在工程立项后的14年中，组织攻克了许多重大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飞行的
历史性突破。2005年被授予“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　　王文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主任。长期从事航天测控工作，曾任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测控部处长、副部长、部长和中国卫
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副主席。从事航天事业40年，参加了包括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首颗地
球同步轨道卫星东方红3号以及神舟号系列飞船在内的上百次航天任务，获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
贡献者奖章。　　袁家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
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探月工程副总指挥。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国
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神舟1号载人飞船系统副总指挥、神舟2号至神舟5号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获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探月工程嫦娥2号任务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国家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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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巡天神舟：揭秘载人航天器》第一章 载人航天器的发展1．航天器的概念2．什么是天地往返运输系
统3．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有哪些用途4．已经发展的三代载人飞船5．联盟号系列飞船为什么经久不衰6
．阿波罗号飞船将人类首次送上月球7．航天飞机的发展8．早期的空间站9．和平号空间站10．正在建
造的国际空间站第二章 空间站的构成与建造1．空间站的种类和用途2．什么是空间交会对接技术3．
中国正在发展空间交会对接技术4．单模块空间站分几个舱段，它们的用途各是什么5．多模块空间站
是怎么在轨组装的6．在排除天空实验室的故障中，航天员进行了哪些出舱活动7．和平号空间站与国
际空间站上的出舱活动8．国际空间站有多大，它由哪些部分组成9．国际空间站前三个舱段组成的复
合体是怎样建造起来的第三章 飞船的总体设计1．神舟号飞船的构型2．神舟号飞船轨道舱的布局3．
神舟号飞船返回舱的布局4．神舟号飞船推进舱的布局5．神舟号飞船为什么要采用两对可转动的太阳
电池阵6．神舟号飞船轨道舱留轨利用7．为什么神舟6号飞船返回舱着陆点控制得很准8．神舟号飞船
返回舱是怎么产生升力的9．返回舱再入大气层时，航天员为什么要坐在“倒座”上10．载人飞船为什
么要设置气闸舱11．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主要程序12．神舟7号飞船是如何发射、运行和返回的第四章 
飞船的结构与机构1．什么是飞船的结构与机构2．结构与机构分系统的组成3．结构与机构承受哪些载
荷4．什么是结构的固有频率，怎样避免飞船与运载火箭发生共振5．着陆缓冲工作原理6．对接装置第
五章 载人航天器的防热结构1．飞船再八大气层的气动热2．克服气动热的途径3．飞船的哪些部位气
动热最严重4．载人航天器典型的防热形式5．美国航天飞机是怎样防热的6．防热失效导致哥伦比亚号
航天飞机失事7．“舍车保帅”--烧蚀防热结构8．神舟号飞船的观察窗是怎样防热与密封的9．神舟号
飞船防热结构要作哪些地面试验第六章 飞船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第七章 飞船的热控制第八章 飞船
的电源第九章 飞船的推进分系统第十章 飞船的制导、导航与控制第十一章 飞船的数据管理第十二章 
飞船的测控与通信第十三章 飞船的回收着陆第十四章 飞船的仪表与照明第十五章 飞船的应急救生第
十六章 飞船地面测试与故障模拟第十七章 飞船的可靠性与航天员的安全性《碧空天链：探究测控通
信与搜索救援》《梦圆天路：纵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戈壁天港：走进载人航天发射场》《飞天英
雄：追踪航天员飞天足迹》《通天神箭：解读载人运载火箭》《探秘太空：浅析空间资源开发与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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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温、湿度控制子系统。控制飞船座舱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保障人和舱内设备所需的温、湿度
环境。　　4）水管理子系统。为航天员贮存足够的饮用水，提供饮水装置和加热手段：收集、贮存
和处理温，湿度控制子系统生成的冷凝水，对于长期飞行，还须为航天员提供卫生用水，并对使用后
的废水进行回收和处理。　　5）废物收集处理子系统。收集处理航天员的生理废弃物（大、小便，
呕吐物）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废弃物，如食品残渣、包装物、个人卫生用品等：消除航天员大小便时
排出的臭气，抑制对舱内环境的污染，为航天员创造一个卫生的环境。　　6）航天服循环子系统。
它是座舱环控生保功能的一种安全冗余，飞行过程中一旦发生座舱失压等紧急情况，它将与舱内航天
服配合，迅速转入应急工况，为航天员实施紧急供氧，以便飞船择机应急返回，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
全。　　7）烟火检测与灭火子系统。监测飞船座舱可能出现的烟火异常情况，及时发出报警信号，
为航天员提供必要的灭火装置，抑灭出现的火情，设置相应的灭火后处理措施。　　8）食品管理子
系统。为航天员提供特殊制作的航天食品和支持设备，实现食品的加热、复水和食品残渣的收集。　
　9）测量控制子系统。实现对于环控生保分系统各类参数的测量，显示、记录、储存、遥测发送，
并按设定的工作模式实施系统的实时控制：在环控生保分系统出现故障时，实现故障的检测和报警，
自动或在航天员参与下进入故障排除程序。　　以上各子系统是载人飞船环控生保分系统的基本配置
。对于大型空间站和未来星际飞船等长期载人飞行的航天器，为降低运行成本，减少货运支持，适应
航天员长期在轨生存与工作的需要，将发展再生式的环控生保技术，实现氧气、水乃至食品的部分再
生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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