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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  !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至今

,

已有

∀# 年 了
∃

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 给人类进步和

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

已在军事应用
、

通讯
、

遥感
、

科学研究
、

空间探测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

本文简要介绍一下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

研究 方面的课题及进展情况 二

一
、

空间天文学

利用外层空间的高真空和低湍流等特殊物

理条件进行天文学 的观测和研究
,

是空间科学

研究的重要 内容之一
,

它不仅能使宇宙中被观

测天体数成数量级的增加
,

而且开拓 了全波段

的天文观测
,

使得在地面无法观测的天体现象

和天体变化过程能在空间被观测到
,

空间天文

学 的一系列重大发现
,

大大地丰富了人类 的宇

宙知识
∃

迄今 已发射用于研究天文学 目的的航天器

%## 多
,

耗资 �# # # 多亿美元
∃

有紫外
、

红外
,

微

波
、

& 射线
、

∋ 线
、

天体测量
、

太阳观测等天文卫

星
∃

观测波段儿乎包括整个电磁波谱
∃

其中最

著名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

口径 ( ∃∀ 米
,

分辨率 #
∃

�

角秒
,

耗 资 %# 亿美元
,

可 以观测到 比地 面观测

暗 ∀ # 倍的天体
,

使宇宙中被观测的天体数增加

了 ( 个数量级
∃

各种航天器已在各种波段上对

太阳耀斑
、

∃

宇宙背景
、

膨胀源
、

& 射线源
、

黑洞
、

下射线源
、

宇宙 下射线暴
、

超新星
、

红外星云
、

原

星系盘
、

多星系
、

月球
、

行星
、

彗星等
,

进行了规

模空前的研究
,

取得 了令人 叹为观止的一系列

新发现
∃

二
、

空间环境探测

空间环境探测卫星约 占人造卫星的十分之

一 它们是空间环境和空间物理数据的主要来

源
∃

初期
,

空间环境探测是 以了解空间结构和

状态的平均参数为主
∃

发现了内外辐射带
、

磁

层
、

太阳风等重要现象
,

对各空间层次的特性有

了基本 了解
,

编制了大量的模式供航天部 门使

用
∃

随后
,

以研究各层的动力过程和物理机制

为主
,

对重要空间环境参数扰动特性有 了一定

的了解
,

推动 了空间物理研究
∃

宇宙空间为人类探索自然提供 了一个全新
∃

的场所
,

反过来
,

特殊宇宙空间环境对航天器及

光纤陀螺中的集成光学器件
,

目前 比较成功

的是无源集成光学器件
∃

它以 )∗ + ∗又玉晶片为衬

底
,

在上面集成有相位调制器
、

藕合器
、

起偏器等

光学元件
∃

图 % 给出其简图
,

这些有的已经商品

化
∃

美国利顿公 司生产的 )卜(# #系列光纤陀螺

旱已投产
,

其中应用 了中带宽的集成光学相位调

制器 , 日本
、

法国
、

英国
、

德国都有应用集成光学的

光纤陀螺产品
∃

在日产
、

丰田轿车的导航系统中

已用上了光纤陀螺 , 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喷气推进

实验室还专门为建立惯性基准装置
,

提出对光纤

陀螺的要求
,

并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

研制其中的集成光学器件
∃

图 ∀ 给出其简图
∃

该

器件就是将相位调制器
、

分光器 − 定向祸合器
、

起

�卷  期 .总匀期/

偏器集成于一片 0 闷刃
%芯片上

∃

光纤陀螺用的

集成光学器件进一步发展方向是有源集成光学器

件
,

要将激光器
、

检测器等有源元件也集成化
,

统

一构造于一个芯片之中
∃

再进而研制和开发的是

光电多种功能元件集成于一体的光 电子集成器

件
∃

实现全集成化
、

全数字化的光纤陀螺
∃

由于对光纤陀螺 的需求
,

促使了集成光学

的发展
,

集成光学的发展也不断地提高了光纤

陀螺的性能
,

并使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

作为一项关键技术
,

我国集成光学的研究

与相关的产品制造正处于初级阶段
∃

相信随着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

集成 光学也必将进

一步得以发展
∃



丫注产一厂斗之恤一喃自井二

人类 的太空活动具有严重影响
∃

太 阳耀斑
、

宇

宙线粒子等会影响航天员的安全
,

高能带电的
“

单粒子事件
”

也是威胁航天器安全
、

影响可靠

性的主要 因素之一 为此
,

人类正在不 同的轨

道高度上
,

部署空间环境探测卫星
,

对空间环境

进行监测
、

预报
,

建立
“

空间天气
”

预报系统
,

定

期发布预报
,

为航天事业服务
∃

三
、

空间物理学

空间物理学主要研究地球外层空间以及太

阳
、

行星高层大气中的物理现象
∃

其中包括 1磁

层
、

辐射带
、

星 际激波
、

电磁层扰动
、

电磁暴
、

宇

宙线暴
、

中高层大气加热等
∃

它回答当太阳输

出能量发生变化时
,

对于 日地空间环境 以及对

于人类生产
、

空间活动产生的影响
,

同时也回答

地球上人类生产或航天活动对于空间环境产生

的影响
∃

它的研究结果是空间环境探测和
“

空

间天气
”

预报的基础
∃

在空 间探测上正由过去

的单个卫星简单探测
,

发展到多颗卫星同时探

测
,

获得空间变化物理过程信息
∃

今后
,

将着重

扩展探测区域
,

从宏观
、

整体上探测 日地系统的

三维结构
,

并对某些重要空间区域 的精细结构

进行探测和研究
∃

国际 日地计划 .� �,2 /是 �#

年代主要的国际合作计划
,

包括多颗探测卫星
∃

该计划将用卫星探测高层大气和电离层区域
,

配合
“

日地物理
” 、 “

日地能量
”

以及
“

地球环境模

型
”

等系列研究计划
,

将对地球空间系统和 日地

系统进行全球三维结构与过程 的探测
,

把 日地

系统的不同区域作 为一个有机系统
,

定量地了

解其间祸合过程和 日地因果关系
,

为建立空间

环境监测和预报系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

四
、

空间生命科学

从 3# 年代开始的 �3∀ 次载人航天飞行
,

几

乎都进行 了生命科学 的研究
∃

此外
,

迄今共发

射 (# 颗生物卫星
,

平均每年 4一 ( 颗
∃

许多国

家对于种子
、

蛙卵
、

昆虫和灵长猴等多种对象进

行 了广泛的空间实验
∃

5# 年代开始的动物实

验
,

获得 了有重要价值的资料
∃

它研究失重急

性适应期前庭和血液动力学反应的规律
∃

在飞

行中记 录 了皮层感 觉运动 区的脑 电图
、

大脑前

庭核的神经活动图
、

眼动电图
、

头部运动图
、

体

温
、

心 电图
、

血流 图
、

颈 动脉血流速和血压等
∃

发现飞行中前庭器官的兴奋性切显升高
,

运动

活动的协调结构改变
,

失重环境下体液和头向

重新分布等现象
∃

目前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以

下儿方面 1 空间放射生物学
,

空间病或生理变化

的机理研究
,

空间营养源 自给协调前期研究
,

重

力生物学
,

空间生物技术
,

空间遗传学和农作物

品种的筛选
∃

五
、

微重力科学

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
,

由于失去重力的作

用
,

表面张力和扩散等其他因素成为主要作 用

力
,

从而产生新的物理规律
∃

空 间的超高真空

和超净环境
,

又对于化学反应和材料制备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流体或熔体手段
∃

特别对材料极

端均匀和精确化学配 比提供了新的途径
∃

在空

间有可能生产出迫切需要和具有重大经济效益

的新材料
,

其基本规律对于地面的生产也具有

指 导意 义
∃

为此
,

自从 !# 年代始
,

美苏相继 开

创 了微重力科学与应用实验
∃

( # 多年来
,

既取

得像大尺寸微乳胶球和连续电泳仪高纯药物生

产这样有前景的成果
,

也对于微重力下材料加

工的潜力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

美国确定了 3 个

领域 的微重力实验
,

其 中包括
1
流体和传输

、

玻

璃与陶瓷
、

电子材料
、

金属与 合金
、

生物技术及

燃烧科 学等
∃

�# 年代
,

美国仅材料加工一项
,

年投资 ( 亿美元 以上 .不包括发射费用 /
∃

现已

生产出优质 6 78 9 和蛋 白质晶体材料
∃

前苏联

微重力科学实验 的规模大 于美国
,

仅长期材料

制造实验就 已超过 (## 次
∃

此外
,

欧洲各 国和

日本均开展了以材料加工和生命科学为主要 内

容
、

以实现空 间生产为 目标的微重力科学实验

活动
∃

中国也开展了微重力科学实验研究并取

得重要结果
∃

从 5# 年代初开始
,

随着冷战 的结束
,

在新

的国际市场需求 的牵引和高新技术 的推动之

下
,

小卫星及其组网技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

遍重视
∃

这一技术除在通讯
、

遥感等领域具有

应用前景外
,

对空间科学和应用技 术研究也将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