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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真空技术》

前言

《空间真空技术》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的一本技术专著。本书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多位专家共同编写。书中主要论述了空间真空环境，与空间技术有关的真空获得、真空测量、空间
质谱、表面分析及检漏技术等方面的内容。还介绍了与之有关的空间真空环模试验装置、空间材料的
真空效应、空间材料的摩擦与润滑以及若干在空间技术中获得应用的真空新工艺。本书的特点是注意
结合工程设计，强调实用性，是在密切结合应用研究、工程设计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书中的
内容概念清楚、叙述准确、论理明白、结论正确，给出了必要的公式、数据、图表，便于工程设计人
员和工程应用人员使用。本书共11章。各章之间有较大的独立性，读者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有关章节
阅读。本书适合于从事空间真空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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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介绍了空间真空环境、空间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装置、空间
材料的真空效应、空间材料的摩擦与润滑、空间应用的真空新工艺。着
重介绍了与空间技术有关的真空获得、测量、质谱、表面分析、检漏技
术。
本书适合于从事与空间真空技术工作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
人员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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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不错，挺好的辅导书，内容比较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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