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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南探空火箭首批发射
试验成功及其科学意多介 一

朱志文一」

l摘要 l我国海南探空火箭于 1 988 年 12 月 18 日发射试验成功
,

填补了我国空间探测技术上的一项

空白
,

将在空间科学研究和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

文中介绍了探空火箭探测的内容
。

可开展的研究

课题及国际合作前景
。

一
、

首批探空火箭发射试验成功

海南岛探空火箭综合观测试验场是中国科学院重点项 目
,

中国科学院空间物理所科研人

员经三年多的工作于 19 8 8 年 12 月建成
。

火箭探空系统
,

包括火箭运载器
,

遥测设备
,

定位设

备和数据处理设备
。

19 8 8 年 12 月 18 日由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
、

航空航天部 708 所和国防科

技大学联合进行了首批气象火箭发射试验
,

首次获得 了我国赤道区上空 良好的中层大气资

料
。

东亚低纬地区中
,

高层大气形态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

是具有中国地 区特色的研究课题
。

围绕电离层和 中
、

高层大气东亚异常的课题是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领域
。

探空火箭将为

这些课题提供丰富的保贵资料
,

提高成果的质量或有新的突破和发现
。

从这次获得的资料中

发现低纬风场与 中
、

高纬风场有明显不同
,

大气声重波和潮汐波有显著特征
,

资料是宝贵的
,

可

为今后正式向航天技术
,

大型运载试验定时提供大气资料做好技术准备
。

二
、

填补我国空间探测技术的一项空白

卫星
、

探空火箭
、

科学气球和地面科学观测设备构成空间科学技术的综合
、

立体观测系统
,

其探测高度不同
,

各有特点
,

相互补充
。

我国已有卫星
,

科学气球和一些地面观测系统
,

唯探空

火箭是空白
。

它是对气球以上及卫星以下高度区间 ( 30一 200 公里 )进行原位测量的唯一手

段
。

其特点是机动灵活
,

费用比卫星低很多
,

可多站同步或单站多次发射
,

具有卫星做不到的

时间
、

空间分辩率
。

海南探空火箭场的另一特点是地处赤道区
,

空间科学研究以极区和赤道区

为重点
,

这些区域内空间物理现象和过程最丰富
、

最典型
。

过去世界各国使用卫星
、

探空火箭
、

气球和地面观测设备已对极区进行了较多的观测研究
,

但对赤道区的探测是很不够的
,

研究也

不充分
。

赤道区的高层大气和电离层研究与国民经济
、

军事应用密切相关
。

如赤道区电离层

不均匀性的剧烈变化常引起电离层通信中断
,

因此
,

研究赤道区电离层不均匀性对电波传播的

影响
,

摸清规律
,

对于保证卫星通讯
,

跨赤道区和洋海
、

两半球间通讯的畅通有重要意义
。

三
、

在空间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l) 探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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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探空火箭可以探测 3任一 300 公里区间的大气结构
、

大气风场
、

大气成分
,

电离层电子

密度
、

电子温度
、

电场
、

带电粒子沉降
、

太阳极紫外
、

X一射线和高能粒子辐射
,

大气红外
、

极紫外

辐射等大量基础资料
,

为研究和应用提供基本条件
。

(2 )科学研究

在探测的基础上可广泛开展科学研究
。

如中
、

高层大气的运动和过程
,

大气参数垂直分布

及变化的研究 ; 中层和热层大气温度
、

压力
、

密度和风的探测研究 ; 中层
、

低热层中性成分
、

离子

成分
、

微量成分的探测研究 ;地气紫外辐射背景
,

中层大气中臭氧
,

氮的氧化物等微量成分的垂

直分布 ; 电离层 D 层电子浓度
、

电场的探测研究 ;低
、

中纬度沉降粒子探测研究 ;利用火箭观测

哨声波在电离层中的传播特性 ; 国内有关单位还提出天文物理
、

太阳物理的观测研究
.

( 3) 科学应用

可为天气气候研究提供平流层
、

中层大气资料 : 研究大气结构
、

大气参数随高度分布及随

季节和纬度变化
,

研究高层大气与对流层的藕合
,

探索高层大气环流与低层大气环流之间的关

系
。

为国防
、

卫星设计中的轨道计算
,

气动加热及负荷计算
、

精度分析等时实提供标准大气资

料
。

对卫星遥感技术
、

一些地面观测设备获得的大气参数进行比对和补充
。

探测研究电离层

突然骚动对通讯和导航有重要意义
。

除此
,

探空火箭以低的费用进行卫星仪器的预先试验 ;在

微重力条件下进行材料科学和空间加工试验
。

在研究空间短暂过程及其效应
,

如日蚀
、

太阳爆发
、

极光
、

平流层冬季突然增温等
,

可随时

发挥作用
,

提供资料
。

四
、

国 际 合 作

在低纬一赤道区开展探空火箭观测
,

在世界上为数很少
,

我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

必

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

火箭探空研究普遍开展国际合作
,

美国
、

苏联
、

日本
、

法国
、

西德
、

瑞典
、

挪威以至印度
、

秘鲁
、

巴西等国都有不少研究计划
,

开展综合观测
,

参加国受益不少
。

本次发射

试验成功表明我国的国际合作条件已具备
。

国际合作将对我国探空火箭事业和空间科学研究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

有利于促进我国探空火箭技术进人国际市场
。

今年 2 月和 4 月空间科学

与应 用研究 中心分别收到 西德 K IE L 大学 H E L 教授和西德马普学会高空大气物理所

N IE L S EN 博士来信提 出合作
,

并计划购买我国火箭
。

联合科学研究计划将报西德研究技术

部
,

研究部于 5 月初来中国商讨将火箭探空列人两国合作项目问题
,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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