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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神秘的宇宙空间的探索自古至今从

来没有停止过 年注 月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的发射成功
,

结束了人类只是观察与推测

的时代
,

使人类拥有了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空

间技术 空间技术的发展又使人类掌握了更多

的宇声的细节
,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空间物

理的发展 空间技术与空间物理的互协互助
,

使

二者在过去这几十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

、 ,

空间技术

空间技术的发展
,

即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
,

又可为经济建设服务
,

目前国内
、

外学者在

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
,

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太阳质子事件的短期预报 根据统计规

律
,

、

对太阳活动的长期和超长期预报 探测证实

了太阳风等离子体的存在
,

发现了等离子体片

搞清了电离层突然骚扰和电离层暴的产生原因

及其对通讯的影响
,

并能作短期预报 对源于太

阳的行星际磁场对地球的若干物理效应进行了

研究
,

但对其起因及描述方法还不完善 发现了

磁层间相互作用导致磁层与高层大气的祸合
,

这祸合又影响低层大气 从而影响到气候变化

的规律 证实了地球辐射带的存在
,

较准确地掌
握了粒子辐射规律、从而为各类航天器的轨道

选择
,

飞行时间选择
,

耐辐射材料和元器件的使

用以及防护屏蔽措施方面提供 了依据 对高层

大气的结构和特性进行了研究
,

为气象预报
,

技术的应用
,

遥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

保证 对宇宙高能粒子进行了广泛研究 同时对

太阳系中其它星球进行了探测和研究

空间技术的发展大致经过 了三个阶段 第

一是以扩大空间飞行器的应用为目标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 目的是探索一种有效的运熬系统
,

把飞行器送到预定的轨道上 它的骄人成绩是

性阿波罗
”

计划的登月成功和安全返回
,

以及一

些专用的
“

应用卫星
”

的出现 第二是以发展航

天飞机和轨道装配技术为标志的阶段 这 一阶

段的重点是开展空间应用技术研究
,

建造各种

大型空间站
,

开发地球周围的空间
,

再向深空发

展 第三将是 以发展象太阳电站卫星这样的大

型全球性应用系统为特征的阶段
,

经过一
、

二阶段的发展
,

空间技术取得了许

多惊人的成就
、

一是在探索宇宙的奥秘方面
,

“

阿波罗
”

计划使十二个人的脚印印在了月球

上 而
“

旅行者
”

系列及哈勃望远镜的使用
,

则逐

步揭开了金星
、

火星
、

木星等太阳系其他行星的

秘密 二是在地球空间的应用方面
,

发射了多种

多样的应用卫星
,

在通讯
、

导航
、

气象观察
、

地球

资源勘探
、

大地测量
一

和能源开发等技术领域都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正在和将来要进一步促

进军事
、

工农业生产
、

交通运输
、

文化教育和科

学研究等方面的发展 何如空间苹术与军事的

关系
,

事实证明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空间技术的

支持 海湾战争中
,

多国部队就是借助于卫星全

球定位系统
、

卫星导航系统及卫星大地测量系

统
,

才使
“

战斧
”

巡航导弹弹无虚发
‘

未来的空间活动 、将从近空伸展到深空
,

从

内行星扩展到外行星
,

将对太阳系所有行星进

行无人侦察和探测
,

将把月球作为向外空发展

的基地 另外
,

空 间城市
、

空间工厂
、

空间望远

镜
、

太阳能电站
、

轨道装配和建造空间平台的空

间工业也 日趋成熟

二
、

空间物理
卜

空何物理学是人类在长期实践和认识过程

中
,

逐渐发展和形成 的 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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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空间的物理特性
,

近地空间是指地面 以上

约 公里处算起
,

一直到行星际空间 对这 一

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层大

气结构
、

电离层物理
、

磁层物理和宇宙线

高层 大气结构 主要研究 高层大气的密

度
、

压力
、

温度和成分的变化规律 由于太 阳辐

射
、

地磁场
、

重力场
、

光化学
、

热力学及空气动力

学等物理过程综合交错
,

使高层大气的密度
、

压

力
、

温度
、

成分的运动变化规律非常复杂 例如

随着高度的不同
,

大气温度的变化就很复杂
,

从

对流层顶 高 一 公里 到平流层顶 高 公
·

里 大气的温度增加了 月 开
,

而从平流层

顶到 公里处的中层顶
,

温度又随高度的升高

而降低
,

从中层顶到 一 公里的热层
,

温

度又随高度的升高急剧增加 目前人类在这些

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
,

整理成所谓高层大气模

式
,

用以表达高空大气的密度
、

压力
、

温度
、

成分

等对时间空间的依赖关系

对高层大气结构和特性进行研究
,

为各类

飞行器的设计及轨道设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众所周知
,

高层大气非常稀薄
,

是所谓的
“

真空
”

环境
,

压强很小 飞行器材料在
“

真空
”

中与在地

面的性能有很大的不 同
,

有许多高分子材料在

真空中还会放出气体 简称出气
,

这种材料的

迅速出气引起的反作用力甚至可能使卫星改变

姿态
,

影响卫星的稳定 此外
,

真空环境中的
“

冷

焊
”

现象
,

热环境 太阳直接辐射
、

地球对太阳的

反射
、

地球热辐射
,

稀薄大气的阻力及密度变

化使卫星轨道产生摄动
,

都是卫星姿态设计和

轨道设计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电离层物理 高空大气自离地面 公里

以上
,

几千公里 以下
,

由于太 阳的紫外线
,

射

线和微粒辐射
,

以及宇宙辐射和流星电离作用
,

使其部分或全部处于电离状态
,

故称电离层 目

前
,

对电离层的实验研究主要是采用各种新的

有效方法和设备来探测电离层的物理与化学参

数
,

分析探测结果并预报其变化 理论上主要是

探讨电离层的精细结构
,

形成理论与形态学
,

研

究不同波段在电离层中的传播规律

对 电离层 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应 用价

值 首先其对无线波远距离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在通信卫星出现以前
,

洲际通讯主要就靠短波

通讯
,

而短波通讯的关键是电离层对短波的折

射 故而
,

无线 电波在电离层中的吸收
、

偏振与

散射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要 其次是对电

离层骚扰的研究 电离层骚扰分两种 一种叫电

离层突然骚扰
,

另一种叫电离层暴 这两种骚扰

产生的原因不同
,

但其结果都是对无线电波通

讯产生影响 因此
,

通讯部门和军事部门特别关

心这 一 问题 正是 由于 电离层骚扰对通讯的重

大影响
,

对其作好预报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高

速飞行器在等离子体中运动
,

火箭发动机喷出的

电离气体都有可能在周围的等离子体中激发出

等离子波
,

从而留下自己的尾迹
,

它们有可能成

为一种予警手段
,

此即谓无源雷达 这是一项大型

的开创性的工作
,

一旦突破其军事意义十分明显

磁层物理 磁层是太阳风与地磁场复杂相

互作用的结果
,

它保护着地球上各类生物的生

命
,

是人类空间活动的主要场所
,

它还是地磁场

对带电粒子能起主控作用的空间区域 近年来
,

由于科技的进步
,

磁层物理也发展迅速
,

取得了

许多研究成果 在对磁层本身的研究中
,

建立了

一些磁层结构模型
,

测定 了磁层的近似几何尺

度
,

基本弄清了磁层主要组成部分的特征

年发现了地球辐射带
,

这是 自人造卫星上天 以

来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发现指出 在地球周围空

间存在着大量地磁俘获粒子的区域称为地球辐

射带
,

其又分为内外两个带 卫星和飞船设计

时
,

需要知道在各种不同轨道飞行时
,

飞行器表

面单位面积上遇到的带电粒子数 目
,

以便采取

防护措施
,

保证飞行器的安全
,

这就需要知道辐

射带的质子环境和 电子环境 地球辐射带的发

现正好满足了空间技术在这方面的物理要求

磁层有一个重要的现象 磁层暴和磁层亚

暴 它是指磁层的形状和 内部结构随时间有所

变化
,

大规模的突变称为磁层暴
,

小规模的突变

称为磁层亚暴 磁层是人造卫星
、

导弹等飞行器

的主要活动空间
,

在发生磁层亚暴时
,

会使飞行

器充电
,

最终干扰飞行器体内电子仪器的正常

工作 这就是充电现象 另外
,

由于磁层对卫星

卷 期 总 期



甲乙泉方彗蔺世结写

的阻尼
、

剩磁力矩等的作用
,

往往使卫星的姿态

和轨道发生改变
,

从而影响其正常工作

宇宙线 宇宙线是来自恒星际空间的高能

粒子流一般宇宙线的来源有两个
,

一是银河宇

宙线
,

它是从银河各个方向来的高能带电粒子

另一个来源是太阳
,

当大的太阳耀斑发生时
,

可

能伴随着大量高能带电粒子的发射
,

此粒子流

形象地称为太 阳风
,

这种现象称为太阳质子事

件

空 间粒 子辐射环境主要成分是质子和电

子
,

当这些粒子与物质相互作用时
,

将在物质内

部引起电离
、

原子位移
、

化学反应和各种核反

应
,

从而造成对人体和材料的损伤 在整个空间

环境中
,

粒子辐射对空间飞行威胁最大
,

例如对

宇航人员
,

在辐射剂量超过允许值后
,

会造成不

舒适
、

患病甚至死亡

上面简述 了空间物理的几个主要方面
,

但

内容丰富的空间物理远非上文所能全面概括

对空间物理的研究
,

也并非上文中所写的这样

孤立
,

空间物理的各个方面
,

无论在其存在的空

间结构上
,

还是在其运动变化的时间关系上
,

都

是交叠重复的 对高层大气
、

电离层
、

磁层
、

太阳

风进行研究的同时
,

也必须研究它们两两之间
,

甚至多者之间的祸合过程 不仅如此
,

在空间物

理中还有许多不解之谜
,

例如宇宙线的最高能

量可达 ’电子伏特数量级
,

而 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加速器也只能加速带电粒子达 ” 电子

伏特数量级
,

宇宙线的能量可高出它一百亿倍
,

这么高的能量如何获得 其加速机制如何 总

之
,

空间物理在不断地向人类的智慧提出挑战

三
、

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和空间物理研究的

方向

下世纪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应当注重于建

立长期稳定的应用卫星系统
,

优先发展卫星的

有效载荷技术和公用平台技术
,

加强卫星应用

研究
,

在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领域进行探索和

研究
,

而这些研究的技术原理是空间物理基础

研究
,

因而可 以讲
,

世纪空间物理 的研究进

展决定着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技术的发展

根据当前国内外空间物理的发展现状和我

国的情况
,

下个世纪我国的空间物理研究应该

注重于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在磁层物理的研究

上
,

注重研究磁层 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大气的

作用
,

发展气象卫星
,

进行中远期预报研究
,

为

减灾服务 在磁层物理的研究方面
,

需要对磁层

结构和内部形状的变化做进一步的研究
,

弄清

磁层亚爆中的充电因素和充放电过程 二是加

强电离层物理的研究
,

获得第一手空间辐射测

量数据及电离层对电磁波的吸收
、

偏振
、

散射等

数据
,

发展载人飞机和空间站轨道的研究 理论

上主要是探讨电离层的精细结构
,

研究不同波

段 的无线电波在电离层中的传播规律 三是研

究高层大气结构
,

建立我国自己的高空大气模

式 卫星的姿态设计
、

飞行器轨道的精确设计和

控制等都必须要有一个 良好的大气模式 四是

载人航天飞机的探索和空间微重力资源的开

发
,

创造一个人在空间可直接参与研究和试验
、

参与和利用开发空间资源的环境条件
,

以解决

那些人不能参与试验研究的问题 开发空间微

重力资源
,

进行微重力条件下的空间物理实验
,

以获得在地面无法得到或更难得到的高性能材

料和特殊药物
,

进行空间微重力材料制备
,

研究

空间合成材料的结构
,

结合形式和物性

综上所述
,

空间技术与空间物理密不可分

空间技术的发展
,

如各类飞行器的轨道设计
、

结

构强度
、

姿态控制
、

温度控制
、

能源供应
、

遥控遥

测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根据空间的客观物理环境

决定 反过来
,

空间物理的发展也必须借助于空

间技术的一些手段
,

如地球辐射带的发现就是

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的重要进展 随着人类的进

步
,

空间技术的进 一步发展必然会对空间物理

的各个领域提出进 一步要求 而空间物理本身

又有这许多神秘莫测
、

引人人胜的物理现象 这

都吸引着更多的有志之士为人类在
“

第四生存

环境
”

中开辟更为广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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