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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究》

前言

仰望星空，浩瀚无垠的宇宙群星璀璨，它寄托着人们对空间拓展的渴望，吸引着人们对空间探索孜孜
不倦地追求。从远古“嫦娥奔月”的传说到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从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天问”
到明朝幻想家万户的火箭升天尝试，中国人的飞天梦几乎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沧桑历史一样悠远。
经过几代航天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飞速发展：2003年“
神舟”5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2005年“神舟”6号多人多天飞行，2008年“神舟”7号航天员太空
漫步⋯⋯中国航天探索中这一个又一个的第一次，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在勇攀高峰的道路上不断
前行。伴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一门新兴的学科——空间医学与生物学也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成
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空间医学与生物学和空间技术相伴而生并互相推动，它的主要任务是面向载
人航天需求开展空间生命保障前瞻性理论和技术研究，开展CA间特殊环境条件对航天员健康的影响
、,机制和防护措施研究，为载人航天工程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近年来，我国在空间医学与生物
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愈来愈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精心编写了《空间医学与生
物学研究》一书,以全面总结和反映近年来国内外在空间医学与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进展。全书共
分五篇26章，系统介绍了国内外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究概况及进展,重点论述了空间环境的生物学效应
与防护技术，扼要阐述了未来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本书内容新颖，技术先进，理论性与实
用性并重，不仅可供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究人员、医学工作者及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员参考学习，而
且对于广大航天爱好者来说也具有重要价值。为了突出本书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我们专门邀请了国内
长期从事空间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共同编写。由于章节较多，涉及编者较多，因此编书
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交流的过程，在此一并对各位编者和相关工作人员严谨、谦虚的工作态度和
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或欠妥之处，恳请
各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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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究》内容简介：伴随着人类航天事业的发展，一门新兴的学科——空间医学与
生物学也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成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空间医学与生物学和空间技术相伴而生并互
相推动，它的主要任务是面向载人航天需求开展空间生命保障前瞻性理论和技术研究，开展CA间特殊
环境条件对航天员健康的影响、,机制和防护措施研究，为载人航天工程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近
年来，我国在空间医学与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显著，愈来愈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我
们精心编写了《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究》一书,以全面总结和反映近年来国内外在空间医学与生物学领
域的研究成果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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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空间医学与生物学概况第1章 空间环境概况第2章 空间医学发展概况第3章 空间生物学发展概况
第二篇 空间生物学基础第4章 失重的细胞生物学效应第5章 空间飞行的植物生物学效应第6章 空间辐射
的生物学效应第三篇 空间基础医学第7章 失重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第8章 失重对前庭神经功能的影响
第9章 失重对骨骼系统的影响第10章 失重对肌肉系统的影响第11章 失重对血液系统的影响第12章 失重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第13章 失重生理影响的防护措施第14章 空间飞行胸一背向超重对机体的影响与防护
第15章 空间飞行冲击性加速度对机体的影响与防护第四篇 空间实施医学第16章 航天员医学选拔与训
练第17章 航天员医学监督与医学保障第18章 空间飞行中医监及医学设备的研究与应用第19章 空间飞行
应急救生问题第20章 舱外活动医学问题与安全措施第21章 空间受控生态生命保障系统研究第五篇 空
间医学与生物学展望第22章 计算机仿真在空间医学中的应用第23章 数字人技术在空间医学中的应用
第24章 人工重力生物医学问题及应用前景第25章 空间生命科学发展与展望第26章 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
问题与对策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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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类的活动范围。经历了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大气层。再从大气层到外层空间的逐步扩展
过程。人类在规划和实施航天活动中，为了合理地设计航天器，设计保障人生存和工作能力的空间系
统。必须了解宇宙知识，了解航天器和人在飞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空间环境。空间是指地球大气层以
外的宇宙空间，由于大气层的边界不清楚。所以通常是指离地球表面100km以上的空间。它包括太阳
系以内空间和太阳系以外空间。太阳系以内空间可分为行星空间（太阳系行星引力作用范围内或行星
磁层、大气层所及范围的空间）和行星际空间（除行星空间外的太阳系行星之间的空间）。太阳系以
外空间可分为恒星际空间、恒星系空间和星系际空间等。“深空”一般指距地球等于或大于地一月距
离的空间。约38.4 ×104km。地球静止卫星轨道高度以下的空间有时则称为近地空间。空间环境是指
航天器在轨道上运行时所遇到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是除陆地、海洋和大气以外人类生存的第四个
环境。空间环境与人类生活的近地空间环境相比，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充满着各种形态的物质，有各
种粒子（中性气体、电离气体、等离子体和各种能量的带电粒子）和场（引力场、电场、磁场和各种
波长的电磁辐射），也有各种大小的流星体及空间碎片，深空中还有小行星、行星及彗星等大型的“
粒子”.它们对载人航天器的设计和材料选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要实施人类的航天活动就必须
了解空间环境的特点。在太阳系内航行属于航天范畴。目前，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现状主要在近地球
轨道航行。21世纪将实现重返月球和飞往火星。为了实现载人飞行。首先必须了解近地轨道的空间环
境和行星际空间环境。这是本章介绍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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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医学与生物学研究》：“十一五”国际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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