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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系统安全设计》

内容概要

《空间系统安全设计》共计29章，较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类从事载人航天活动时所面临的安全问
题，介绍了空间系统安全性的考虑因素和设计方法，汇集了国外近90位载人航天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空间系统安全设计》不仅可供航天科研人员参考，亦可供载人航天工程类大学本科学生或研究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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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他两种环境对于航天器应用可能更是基本的。一种是针对地面操作，另一种严格
程度稍差的环境针对飞行中的航天器自身。这些射频环境应作为对特定航天器进行适应性剪裁的起点
，将已知的发射器更换或增加到新环境中，直到所有的都得到考虑。对没有已知发射器存在的区域，
其射频环境的设定需要作工程判断。一般地，对于航天器来说，地面处理、发射、着陆和在轨操作时
的各个射频环境都要公布。最终的射频环境需要认真制定，因为它们通常用来为周围的基础设施，如
天气监测及车辆跟踪雷达建立最大容许操作限定值。精确地讲，这类射频环境的正式文件是由NASA
与位于范登堡的空军基地的西部试验靶场和位于卡纳维拉尔角的东部试验靶场共同制定的。与商用、
政府及军方的地面和天基发射机有关的正式控制协议可以而且通常是基于类似的射频环境。 （2）本
地设施辐射源 本地设施辐射源包括多种有意辐射器，如手机；用于安全或应急的固定或移动通信广播
设备；手机收发塔和微波电话中继站；局域网，如IEEE802.11G和具备蓝牙功能的无线计算机连接和附
属设施；便携式个人电子设备，如黑莓手机相关附件，以及在靠近飞机地区进行操作的导航无线电设
备等。无意辐射源包括焊接操作、重型机械操作、电源切换和配电设施安装等。对本地设施辐射源的
防护是硬件设计的功能之一，合理应用适当的操作约束，规定不同类型辐射器可以应用的时间、地点
和次数。这一控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该环境中引入新的发射器时，必须经过威胁评估，以确定新发
射器对现有基础设施、航天器部件及操作会带来何种影响。通信发射设备在其视线中，频率变化会从
几百赫（Hz）到几吉赫（GHz），场强可从每平方米几微伏到几百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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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系统安全设计》编辑推荐：自人类从事载人航天活动以来，为确保任务成功和航天员生命安全
，载人航天系统的安全性成为一个极其关键和敏感的问题。空间环境、空间系统本身以及航天员操作
等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很可能导致事故或灾难发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
数十年载人航天活动中获得了成功的经验，也发生过惨痛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促使NASA认真审视
其安全文化，研究制定和完善空间系统的安全性要求，加强空间系统的安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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