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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空间站站载设备的热环境分析

谢　 敏，高建民，杜　 谦，吴少华，秦裕琨

（哈尔滨工业大学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为了对国际空间站（ ＩＳＳ）站载设备进行热分析，利用低地球轨道简化六面体航天器外热流计算公式计算了 ＩＳＳ 的轨

道外热流，分析了 ＩＳＳ 轨道外热流随轨道参数的变化规律；并以阿尔法磁谱仪为 ＩＳＳ 站载设备代表，利用其外热流数值模拟结

果，分析了 ＩＳＳ 部件及操作对站载设备外热流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ＩＳＳ 的轨道外热流受太阳阳光与轨道面的夹角（β）和 ＩＳＳ
与会日点的角距（θ）变化的影响明显；ＩＳＳ 的固定部件对 ＡＭＳ 的外热流影响较为稳定；在 ＩＳＳ 的可转动部件中，右舷主散热板

和左舷太阳能电池板的操作可改变 ＡＭＳ 的外热流；ＩＳＳ 正常飞行姿态下的 ＡＭＳ 外热流变化规律不适用于 ＩＳＳ 正侧边飞行姿

态．因此，β、θ、ＩＳＳ 部件及 ＩＳＳ 操作均是 ＩＳＳ 站载设备外热流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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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器的外热流是航天器在太空接受的主要热

源，是影响航天器温度的主要因素之一［１］ ．航天器在

设计、发射、运行阶段均需要计算其外热流．有学者

研究表明，各类型航天器（例如轨道空间相机［２］ 和

外露式星载光电设备［３］ ）的外热流计算结果，都是

其热分析的基本数据；一旦外热流参数取值存在偏

差，则会造成温度计算结果与测控结果出现偏差［４］ ．
外热流研究包括：推导并验证外热流分析所需

轨道参数的计算公式［５］，分析特定轨道下航天器的

各项外热流或总外热流受轨道参数的影响［６－７］，以
及进行空间热环境综合监测的实验［８］ ．在外热流计

算中，六面体航天器简化模型较为常用．宁献文等［９］

通过合理简化推导了倾斜轨道六面体航天器极端外

热流的解析模型，并利用 Ｎｅｖａｄａ 软件证实了六面体

航天器理论模型计算的有效性；徐向华等［１０］ 建立了

三轴稳定的六面体航天器外热流模型，推导了圆形

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外热流公式，分析了航天器表



面外热流受太阳阳光与轨道面的夹角（β）和航天器

在轨位置的影响．
本文将分析国际空间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Ｓ）站载设备的外热流：计算 ＩＳＳ 轨道外热

流分析所需的轨道参数；利用简化六面体航天器外

热流计算公式分析 ＩＳＳ 各区域的总外热流变化规

律；并以阿尔法磁谱仪（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ＭＳ）为 ＩＳＳ 站载设备代表，分析 ＩＳＳ 站载设备外热

流的影响因素．

１　 国际空间站站载设备

ＩＳＳ 站载设备随 ＩＳＳ 在低地球圆形轨道上飞行

（轨道高度约 ３７０ ～ ４６０ ｋｍ［１１］ ），因此，ＩＳＳ 的轨道外

热流是站载设备外热流的主体，但二者并不完全相

等．站载设备的外热流除了受到 ＩＳＳ 轨道外热流的

影响外，还受到 ＩＳＳ 部件和操作的次要影响．
本文以 ＡＭＳ 作为 ＩＳＳ 站载设备的代表，分析

ＩＳＳ 站载设备外热流的影响因素．ＡＭＳ 项目是大型

空间高能粒子探测实验研究．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ＡＭＳ 设备被安装在 ＩＳＳ 右舷侧，进行长期（约 ２０ ａ）
宇宙线探测任务［１２］ ．目前，ＡＭＳ 合作组已发表的结

果有：０．５ ～ ３５０ ＧｅＶ 宇宙射线正电子分数［１２］，０．５ ～
５００ ＧｅＶ 宇宙射线正电子分数［１３］，宇宙射线中电子

与正电子通量［１４］ 以及 １．０ ～ １．８ ＴｅＶ 宇宙射线质子

通量［１５］ ．在热控制方面，ＡＭＳ 热控团队［１６－１７］ 进行了

测控数据观测并分析了 ＩＳＳ 右舷主散热板、β 等对

该仪器温度的影响．通过分析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因

素，可总结类似空间站站载设备的热特性并运用于

未来站载设备的热设计中．

２　 国际空间站轨道参数

ＩＳＳ 轨道参数是计算 ＩＳＳ 轨道外热流的基础．涉
及轨道参数的计算为：轨道周期 τ０、太阳阳光与轨

道面的夹角 β、ＩＳＳ 在地球阴影区的持续时间 τｓｈ和

受晒因子 τ∗ ．
２．１　 轨道周期

假设 ＩＳＳ 轨道高度 ｈ 保持 ３７０．４ ｋｍ，其轨道周

期 τ０可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求解：
ａ３

τ２
０

＝ ＧＭ
４π２ ． （１）

式中：ａ 为轨道半径，ａ ＝ ｈ＋Ｒｅ；Ｒｅ 为地球赤道半径，
６．３７８ １４× １０３ ｋｍ； Ｇ 为 引 力 常 量， ６． ６７４ ２８ ×
１０－１１ Ｎｍ２ ／ ｋｇ２；Ｍ 为地球质量，５．９８×１０２４ ｋｇ．当 ＩＳＳ 轨

道高度 ｈ＝３７０．４ ｋｍ 时，ＩＳＳ 的轨道周期为９１．８ ｍｉｎ．
２．２　 太阳阳光与轨道面的夹角

β 是太阳阳光与轨道面的夹角，是航天器热环

境的重要参数．当太阳直射北半球时，从图 １ 的球面

三角关系可得：
ｓｉｎ β ＝ ｃｏｓ ｉｓｉｎ δθ ＋ ｓｉｎ ｉｃｏｓ δθｓｉｎ（αΩ － αθ） ．

（２）
式中：ｉ 为航天器轨道倾角；δθ为太阳赤纬，αθ为太阳赤

经，两者可根据给定日期从天文年历表中查出；αΩ为轨

道升交点赤经．计算中假定 １ ｄ 内的太阳赤经 αθ、太阳

赤纬 δθ保持不变．根据 ＩＳＳ 轨道倾角ｉ＝５１°［１１］可计算出

β 范围为－７５．５０°～＋７４．４３°（近似为－７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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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阳光与轨道面夹角计算中的球面三角关系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β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３　 地球阴影区的持续时间和受晒因子

ＩＳＳ 在轨运行可能进入地球的阴影区域，在地

球阴影区的持续时间 τｓｈ内，ＩＳＳ 接受不到太阳直接

辐射和地球反照辐射，因此，地球阴影区对 ＩＳＳ 的外

热流有重要的影响．假定：１）地球的阴影为圆柱体，
其直径等于地球的直径；２）太阳光为平行光，不考

虑太阳半阴影影响；３）忽略在一个轨道周期内太阳

位置的变化（通过计算，在一个轨道周期（９１．８ ｍｉｎ）
内 β 的变化为［０．００３°，０．３１°］，可引起平均总外热

流的最大误差为 ２．２３ Ｗ ／ ｍ２，是相同工况下该表面

平均总外热流（１１１．５２ Ｗ ／ ｍ２）的 ２％，且不影响文中

对总外热流变化规律的分析．因此，本文中忽略太阳

位置在一个轨道周期内的变化），且认为轨道是闭

合的，则根据图 ２ 的几何关系，ＩＳＳ 在地球阴影区的

持续时间 τｓｈ满足：

τｓｈ ＝
θＥτ０

２π
＝

θｅ － θｉ( ) τ０

２π
， （３）

式中 θｅ、θｉ分别为航天器与会日点的角距 θ 在 ９０° ～
２７０°范围内满足下式的解

ｃｏｓ θ ＝
± １ － Ｒｅ ／ ａ( ) ２

ｃｏｓ β
， （４）

由此可知，当 ａ≥Ｒｅ ｃｓｃ β 时，即当 β ＞７０．９６５°时，ＩＳＳ
不进入地球阴影区．ＩＳＳ 的受晒因子 τ∗是 ＩＳＳ 在一个轨

道周期内受到太阳照射的时间与轨道周期的比值，即

τ∗ ＝
τ０ － τｓｈ

τ０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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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地球阴影在圆形轨道内的投影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ｒｂｉｔ

　 　 在 ＩＳＳ 的 β 范围［ －７５°，＋７５°］内，通过上述公

式可计算阴影持续时间 τｓｈ和受晒因子 τ∗随 β 的变

化曲线（见图 ３）．在 ＩＳＳ 所处的低地球轨道上，当
β ＞７０．９６５°时，ＩＳＳ 轨道无阴影区（ τｓｈ ＝ ０ 且 τ∗ ＝

１）；当 β ≤７０．９６５°时，ＩＳＳ 受地球阴影区的影响：
ＩＳＳ 在阴影区的持续时间与 β 成反比关系，而受晒

因子与 β 成正比关系．当 β ＝ ０°时，ＩＳＳ 在一个轨道

周期里的阴影持续时间最长（３６．１９ ｍｉｎ），而受晒因

子最小（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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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ＩＳＳ 所在轨道的阴影持续时间和受晒因子随 β 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ｈａｄ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ｎ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 ｏｒｂｉｔ ｖｓ． β

３　 ＩＳＳ 的外热流计算

在 ＩＳＳ 轨道上，外热流主要包括太阳辐射热流

ｑ１、地球对太阳光的反照热流 ｑ２ 和地球红外辐射热

流 ｑ３ ．本文中使用简化六面体航天器（见图 ４）的 ６
个表面代表 ＩＳＳ 正常飞行姿态下 ＩＳＳ 各区域 （见

图 ５），分析在 ＩＳＳ 正常飞行姿态下 ＩＳＳ 各区域的外

热流变化规律．

太阳

会日点
β

θ

-y
-z
-x

+y
+z
+x

O

航天器轨道

图 ４　 简化六面体航天器在轨示意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ｈｅｘａｈｅｄｒａｌ ｉｎ ｏｒｂｉｔ

前进方向 +x,前进方向
(ISS前方)

+y
(ISS右舷)

+z(ISS向地面)

图 ５　 ＩＳＳ 正常飞行姿态下 ＩＳＳ 区域与简化六面体航天器表

面的对应关系示意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Ｓ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ｈｅｘａｈｅｄｒ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３．１　 太阳辐射热流

为了计算各表面的太阳光线入射角，需要采用

球面坐标系（见图 ４）．该球面坐标系的中心为地心，
主平面为航天器轨道面，原点为轨道会日点，由此可

知各表面、太阳和航天器的球面法线坐标（经度 α，
纬度 δ）（见表 １），则各表面所接收的太阳辐射热流

ｑ１ 可计算为

ｑ１ ＝ Ｓｍａｘ ｃｏｓ βｓ，０( ) ． （６）
其中： Ｓ 为 太 阳 常 数， 计 算 中 采 用 其 平 均 值

１ ３６７ Ｗ ／ ｍ２；βｓ为阳光和受照面法线方向的夹角，其
余弦值可由下式计算：

ｃｏｓ βｓ ＝ ｓｉｎ δｓｉｎ β ＋ ｃｏｓ δｃｏｓ βｃｏｓ α， （７）
由此可计算各表面或位置的 βｓ余弦值（见表 １）．

表 １　 各表面或位置的法线坐标以及 β ｓ余弦值

Ｔａｂ．１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ｉｎ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βｓ

表面或位置 法线坐标（α，δ） ｃｏｓ βｓ

太阳 （０，β） １

＋ｘ （θ＋π ／ ２，０） －ｓｉｎ θｃｏｓ β

－ｘ （θ－π ／ ２，０） ｓｉｎ θｃｏｓ β

＋ｙ （０，－π ／ ２） －ｓｉｎ β

－ｙ （０，π ／ ２） ｓｉｎ β

＋ｚ （θ－π，０） －ｃｏｓ θｃｏｓ β

－ｚ （θ，０） ｃｏｓ θｃｏｓ β

航天器 （θ，０） ｃｏｓ θｃｏｓ β

３．２　 地球反照热流

地球反照是指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地
球反照受地球表面环境的影响较大，不同区域内反

照率差别明显．对于无特殊条件下的航天器表面可

使用下式近似计算地球反照角系数为

φ２ ＝ φ３ｃｏｓ Φ． （８）
式中：φ３ 为该表面的地球红外辐射角系数；Φ 为相

角，ｃｏｓ Φ＝ｃｏｓ θｃｏｓ β．因此，地球反照热流 ｑ２ 计算式

可近似为

ｑ２ ＝ φ３Ｓρｍａｘ ０，ｃｏｓ Φ( ) ＝ φ３Ｓρｍａｘ ０，ｃｏｓ θｃｏｓ β( ) ．
（９）

式中 ρ 为地球反照率，取为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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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地球红外辐射热流

地球红外辐射 ＥＩＲ，是指太阳投射到地球上的辐

射能被地球吸收后，以红外辐射能的形式向太空排

散．本文假定地球在轨运行处于热平衡状态，且地球

为均匀辐射体，ＥＩＲ恒为 ２４６．０５ Ｗ ／ ｍ２，则各表面地

球红外辐射热流 ｑ３ 的计算公式为

ｑ３ ＝ φ３ＥＩＲ ． （１０）
式中，φ３ 为该表面的地球红外辐射角系数，可采用

表 ２ 计算．

表 ２　 各表面的地球红外辐射角系数计算公式

Ｔａｂ．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Ｓ ａｒｅａｓ

表面 地球红外辐射角系数

±ｘ、±ｙ φ３ ＝
１
２π

［π－２ｋ １－ｋ２ －２ａｒｃｓｉｎ １－ｋ２ ］其中，ｋ＝
Ｒｅ

Ｒｅ＋ｈ

＋ｚ φ３ ＝
Ｒｅ

Ｒｅ＋ｈ
( )

２

－ｚ ０

３．４　 总外热流的变化规律

ＩＳＳ 的总外热流 Σｑ 是太阳辐射热流 ｑ１、地球反

照热流 ｑ２ 和地球红外辐射热流 ｑ３ 的总和，即轨道

环境对 ＩＳＳ 热影响的总和．由上述外热流计算公式

可知，对于确定的轨道高度，各表面的地球红外辐射

热流可以近似当作恒定值，但各表面的地球反照热

流和太阳辐射热流则随着航天器在轨位置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因此，本文重点结合简化六面体航天器

（见图 ４）的外热流计算结果，分析 ＩＳＳ 正常飞行姿

态下（见图 ５）ＩＳＳ 各区域总外热流随 β 和 θ 变化的

规律．
３．４．１　 各表面平均总外热流随 β 变化的规律

平均总外热流（Σｑ） ａｖｅｒａｇｅ是总外热流在一个轨

道周期内的均值．各表面的平均总外热流随 β 变化

的规律如图 ６ 所示．ＩＳＳ 向地面的平均总外热流约为

３５０ Ｗ ／ ｍ２，受 β 变化的影响较小． ＩＳＳ 前、后方的平

均总 外 热 流 在 相 同 β 下 相 等， β ＝ ０° 时 最 大

（４０１．６１ Ｗ ／ ｍ２），随着 β 增大而缓慢下降， β ＝
７５°时最小（１９５．５７ Ｗ ／ ｍ２）． ＩＳＳ 向太空面的平均总

外热流随 β 的变化规律与 ＩＳＳ 前、后方类似，β ＝ ０°
时 最 大 （ ４３７． ２３ Ｗ ／ ｍ２ ）， β ＝ ７５° 时 最 小

（１１３．４４ Ｗ ／ ｍ２）．ＩＳＳ 左、右舷平均总外热流对 β 变

化敏感，不同 β 下其数值差异较大；当 β＞＋２０°时，
ＩＳＳ 左舷平均总外热流将高于其他表面，且随着 β
的增 大 而 明 显 增 大， 当 β ＝ ＋ ７５° 时 达 到 最 大

（１ ４０３．００ Ｗ ／ ｍ２）；当 β＜－２０°时，ＩＳＳ 右舷平均总外

热流将高于其他表面，且随着 β 的减小而明显增大，

当 β＝ －７５°时达到最大（１ ４０３．００ Ｗ ／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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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各表面平均总外热流随 β 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Ｏｒｂｉ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ｓ． β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
ａｒｅａｓ

３．４．２　 各表面的总外热流随 θ 变化的规律

由上述分析可知，β ＝ ０°和 β ＝ ±７５°是外热流的

极端工况条件，且鉴于 β 为负值时航天器外热流变

化规律与正值时类似，以下仅分析 β ＝ ０°和 β ＝ ＋７５°
下各表面的总外热流随 θ 变化的规律．

当 β＝ ０°时，各表面总外热流随 θ 的变化如图 ７
所示． 在 不 同 θ 角 度 下， 外 热 流 值 最 大 可 达

１ ４４５．２３ Ｗ ／ ｍ２（ＩＳＳ 前、后方），最小为 ０ Ｗ ／ ｍ２（ ＩＳＳ
向太空面）． ＩＳＳ 左、右舷总外热流随 θ 变化规律一

致．在一个 θ 周期内，ＩＳＳ 向太空面的总外热流最大

值与最小值差可达 １ ３６７ Ｗ ／ ｍ２，ＩＳＳ 前、后方的总外

热流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可达 １ ３７２．３６Ｗ ／ ｍ２，尤其当

ＩＳＳ 进出地球阴影区时 ＩＳＳ 前、后方总外热流变化

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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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当 β＝０°时各表面总外热流随 θ的变化

Ｆｉｇ．７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ｓ． θ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ｔ β＝０ °

　 　 当 β＝ ＋７５°时，各表面总外热流随 θ 的变化如

图 ８所示．ＩＳＳ 不进入地球阴影区，此时 ＩＳＳ 轨道为全

日照轨道． 在不同 θ 角度下，外热流值最大可达

１ ４２４．５０ Ｗ ／ ｍ２（ＩＳＳ 左舷），最小为 ０ Ｗ ／ ｍ２（ ＩＳＳ 向

太空面）．ＩＳＳ 左舷总外热流远大于其他表面总外热

流，且在一个 θ 周期内其总外热流变化较小，最大值

与最小值差仅为 ３１．４４ Ｗ ／ ｍ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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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当 β＝＋７５°时各表面总外热流随 θ的变化

Ｆｉｇ．８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ｓ． θ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ｔ β＝＋７５ °

４　 ＩＳＳ部件及操作对站载设备外热流的影响

站载设备的总外热流除了受到 ＩＳＳ 轨道外热流

的影响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ＩＳＳ 部件及操作的

影响．ＩＳＳ 主要部件有左、右舷太阳能电池板和左、右
舷主散热板等可转动部件，桁架、服务模块和实验台

架等固定部件（见图 ９）；ＩＳＳ 的主要操作是指 ＩＳＳ 对

左、右舷太阳能电池板、左、右舷主散热板和 ＩＳＳ 飞

行姿态的操作．本文以 ＡＭＳ 作为站载设备的代表，
通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ｓｋｔｏｐ 软件建立 ＡＭＳ 热模型，基于蒙

特卡洛方法计算 ＡＭＳ 的外热流，该 ＡＭＳ 热模型中

包含了来自 ＩＳＳ 的热影响．以下将结合 ＡＭＳ 温度规

律研究［１６－１７］中的 ＡＭＳ 热控重点区域（ＡＭＳ 左舷、前
方和后方），利用 ＡＭＳ 外热流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ＩＳＳ 固定部件、转动部件操作和飞行姿态操作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

图 ９　 ＩＳＳ 主要部件示意（图片来源：美国宇航局）
Ｆｉｇ．９　 ＩＳＳ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ｙ ＮＡＳＡ）

４．１　 ＩＳＳ 固定部件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

ＩＳＳ 固定部件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红外辐射、遮挡与反射轨道外热流等方面．
４．１．１　 红外辐射

图 １０ 为 ＡＭＳ 左舷、前、后方受到 ＩＳＳ 平均红外

辐射热流随 β 的变化，可见在不同 β 下 ＡＭＳ 的 ３ 个

面受到的 ＩＳＳ 平均红外辐射热流都较为稳定．保持

这种稳定状态的主要原因是：１） ＩＳＳ 固定部件和

ＡＭＳ 之间有稳定的几何关系；２）对 ＩＳＳ 固定部件的

温度控制限制了其红外辐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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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ＡＭＳ 的 ＩＳＳ 平均红外辐射热流随 β 的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Ｏｒｂｉｔ⁃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Ｉ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ＳＳ ｖｓ． β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Ｓ ａｒｅａｓ

４．１．２　 遮挡与反射轨道外热流

ＩＳＳ 的固定部件还有可能遮挡与反射轨道外热

流，由于固定部件和 ＡＭＳ 之间具有稳定的几何关

系，因此可认为其对轨道外热流的遮挡与反射在相

同轨道条件下保持不变．
４．２　 ＩＳＳ 可转动部件操作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

根据 ＡＭＳ 热控记录和学者研究［１６－１７］，ＩＳＳ 右舷

主散热板和左舷太阳能电池板操作对 ＡＭＳ 有重要

热影响，详见文献［１６－１７］，以 β＝ ＋７５°为例，分析各

项操作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
４．２．１　 右舷主散热板

ＩＳＳ 右 舷 主 散 热 板 （ ｓｔａｒｂｏａｒｄ ｍａｉｎ 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ＳＭＲ）靠近 ＡＭＳ 左舷（见图 １１）．文献［１６］指出 ＳＭＲ
角度变化可明显改变 ＡＭＳ 左舷的外热流．图 １１所示

为 ３ 种具有代表性的 ＳＭＲ 操作状态：水平、竖直和

阳光追踪．其中阳光追踪是指 ＳＭＲ 始终与阳光方向

保持平行，以避免阳光照射散热面．
y

z

β=0
β＜0β＞0

阳光方向

阳光追踪

竖直

水平 ISS桁架
右舷AMS

右舷主散热板

左舷

12?

图 １１　 ＩＳＳ 右舷主散热板操作示意

Ｆｉｇ．１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 ＳＭＲ

　 　 当 β＝ ＋７５°时，在不同 ＳＭＲ 工况下 ＡＭＳ 左舷总

外热流随 θ 的变化如图 １２ 所示．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流

在 ＳＭＲ 水平和阳光追踪两种工况下的变化基本一

致，而竖直工况下的变化则与之存在明显差异．在
ＳＭＲ 竖直工况下，ＳＭＲ 对阳光的遮挡减少了 ＡＭＳ
左舷的太阳辐射热流（当 ０°＜θ＜６０°、１３５°＜θ＜１６５°、
３１５°＜θ＜３６０°时），使得 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流显著低

于 ＳＭＲ 水平和阳光追踪工况，其最大差值可达

·１２·第 １０ 期 谢敏， 等：国际空间站站载设备的热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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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ＩＳＳ 右舷主散热板不同工况下 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流随

θ的变化（β＝＋７５°）
Ｆｉｇ．１２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ｓ． θ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Ｒ

ａｎｇ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Ｓ ｐｏｒｔ ａｒｅａ ａｔ β＝ ＋７５ °

４．２．２　 左舷太阳能电池板

ＩＳＳ 太阳能电池板离 ＡＭＳ 相对较远（见图 ９）．
通常，太阳能电池板处于自动追踪阳光的状态（如
图 １３），以获得最大的有效太阳辐射来满足 ＩＳＳ 电

力需求．但在 ＡＭＳ 运行期间，为了给某个 ＩＳＳ 站载设

备降温，当 β≥＋７０°时左舷太阳能电池板（ｐｏｒｔ ｓｏｌａｒ
ａｒｒａｙｓ，ＰＳＡ）始终被锁定于 ２８０°（如图 １３）．这一操作

也改变了部分 ＡＭＳ 区域的外热流．

阳光方向

自动追
踪阳光

ISS左舷太阳能电
池板锁定于280?

x

z

ISS前方 ISS后方
10?

AMS

图 １３　 ＩＳＳ 左舷太阳能电池板操作示意

Ｆｉｇ．１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 ＰＳＡ

当 β＝ ＋７５°时，不同 ＰＳＡ 工况下 ＡＭＳ 左舷总外

热流随 θ 的变化如图 １４ 所示．当 ０°＜θ＜３０°或 ３１５°＜
θ＜３６０°时，ＰＳＡ 被锁定于 ２８０°导致 ＰＳＡ 遮挡阳光，
使得 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流低于同 θ 角度 ＰＳＡ 自动追

踪阳光工况下数值．因为 ＰＳＡ 遮挡效果随 θ 变化而

变化，导致 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流数值也随之波动．当
θ＝ ０°（即 θ ＝ ３６０°）时，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流降幅最

大，下降 １ １７６．７２ Ｗ ／ ｍ２ ．
４．３　 ＩＳＳ 飞行姿态操作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

通常，ＩＳＳ 长期处于正常飞行姿态，如图 １５（ａ）
所示．为了进行飞船对接、宇航员舱外行走等活动，
需对 ＩＳＳ 进行短期飞行姿态调整，其中采取正、负侧

边飞行姿态较为频繁．ＩＳＳ 飞行姿态的改变使 ＩＳＳ 区

域与简化六面体航天器表面对应关系随之发生变

化．在正常飞行姿态下（见图 １５（ａ）），ＩＳＳ 左、右舷与

简化六面体航天器－ｙ、＋ｙ 面对应；而在正侧边飞行

姿态下（见图 １５（ｂ）），ＩＳＳ 前、后方与简化六面体航

天器－ｙ、＋ｙ 面对应．以 β ＝ ＋７５°为例，分析 ＩＳＳ 飞行

姿态操作对 ＡＭＳ 外热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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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ＩＳＳ 左舷太阳能电池板不同工况下 ＡＭＳ 左舷总外热

流随 θ的变化（β＝＋７５°）
Ｆｉｇ．１４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ｓ． θ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Ｓ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Ｓ ｐｏｒｔ ａｒｅａ ａｔ β＝ ＋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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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侧边飞行姿态

图 １５　 不同飞行姿态下 ＩＳＳ 区域与简化六面体航天器表面

的对应关系示意

Ｆｉｇ．１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Ｓ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ｈｅｘａｈｅｄｒ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Ｓ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当 β＝＋７５°时，上述两种 ＩＳＳ 飞行姿态下 ＡＭＳ 前

方总外热流随 θ 的变化如图 １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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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在 ＩＳＳ 不同飞行姿态下 ＡＭＳ 前方总外热流随 θ的变

化（β＝＋７５°）
Ｆｉｇ．１６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ｕｘ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ｓ． θ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Ｓ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Ｓ ｒａｍ ａｒｅａ ａｔ β＝＋７５ °

若 ＩＳＳ 姿态从正常飞行调整到正侧边飞行，则
ＡＭＳ 前方总外热流将明显增高：θ ＝ １０５°时增加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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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 １ ３０２． ２３ Ｗ／ ｍ２； θ＝２５５°时增加量最小，为

８０９．１５ Ｗ／ ｍ２ ．并且，ＡＭＳ 前方总外热流在姿态调整后

的变化规律不同于调整前，调整后的数值更为稳定

（平均为 １ ３９１．９２ Ｗ／ ｍ２）．此时，本文中基于 ＩＳＳ 正常

飞行姿态下的外热流变化规律将不再适用于调整后

的正侧边飞行姿态．

５　 结　 论

１） ＩＳＳ 的轨道外热流受 β 和 θ 变化的影响明

显，极端工作条件主要发生在 ＩＳＳ 进出地球阴影区、
β 零值和最值时．

２）ＩＳＳ 的固定部件对 ＡＭＳ 的红外辐射热流较

为稳定，对各项外热流的遮挡和反射在相同轨道参

数下不变．
３）在 ＩＳＳ 操作中，右舷主散热板和左舷太阳能

电池板的操作可改变 ＡＭＳ 外热流，ＩＳＳ 正常飞行姿

态下的 ＡＭＳ 外热流变化规律不适用于 ＩＳＳ 正侧边

飞行姿态．

参考文献

［１］ 侯增祺，胡金刚． 航天器热控制技术———原理及其应用［Ｍ］． 北

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 邓桂俊，武克用． 太阳同步圆形轨道空间相机太阳辐射外热流

的计算［Ｊ］ ． 光学精密工程，１９９７，５（６）：１０７－１１２．
ＤＥＮＧ Ｇｕｉｊｕｎ，ＷＵ Ｋｅｙｏ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ｓｕｎ ｆｏｒ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ｍｅｒａ ｉｎ ｓｕｎ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ｒｏｕｎｄ ｏｒｂｉｔ ［ Ｊ］ ．
Ｏｐ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５（６）：１０７－１１２．

［３］ 孙创，夏新林，董士奎，等． 外露式星载光电设备在轨热分析［Ｊ］ ．
宇航学报，２００９，３０ （ ２）：７７５ － ７７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８７３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
１３２８．２００９．０２．０６５．
ＳＵＮ Ｃ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 Ｘｉｎｌｉｎ， ＤＯＮＧ Ｓｈｉｋｕ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３０（２）：７７５－ ７７９． 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３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
１３２８．２００９．０２．０６５．

［４］ 钟奇，文耀普，李国强． 近地热环境参数对航天器温度影响浅析

［Ｊ］ ． 航天器工程，２００７，１６ （ ３）：７４ － ７７．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８７４８．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４．
ＺＨＯＮＧ Ｑｉ， ＷＥＮ Ｙａｏｐｕ， ＬＩ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６（３）：７４－７７．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８７４８．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４．

［５］ 李万林． 卫星空间外热流轨道参数 ψ０，Ω０ 和 ω０ 计算［ Ｊ］ ．中国

空间科学技术，１９９３，（６）：５８－６１．
ＬＩ Ｗａｎｌｉ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ψ０， Ω０ ａｎｄ ω０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３，（６）：５８－６１．

［６］ 徐向华，任建勋，梁新刚． 近地倾斜轨道航天器在轨热辐射分析

［Ｊ］ ． 太阳能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５）：７１７－７２１． 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 ／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００９６．２００４．０５．０３１．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 ＲＥＮ Ｊｉａｎｘｕｎ， ＬＩＡＮＧ Ｘｉｎｇａｎｇ．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ｏｎ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ｎｅａｒ⁃ｅａｒｔｈ ｏｒｂｉｔ ［ Ｊ ］ ． ＡＣＴＡ
Ｅｎｅｒｇｉａｅ Ｓｏ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４，２５（５）：７１７－７２１． ＤＯＩ：１０．３３２１ ／ ｊ．
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００９６．２００４．０５．０３１．

［７］ 吴晓迪，孙云辉，李秩． 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空间热流分析［ Ｊ］ ． 激

光与红外，２０１５，４５ （ ７）：８０５ － ８０８．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 －

５０７８．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５．
ＷＵ Ｘｉａｏｄｉ， ＳＵＮ Ｙｕｎｈｕｉ， ＬＩ Ｚｈ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ｏｒｂｉｔ［ Ｊ］ ． Ｌａｓｅｒ ＆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２０１５，
４５（７）：８０５－８０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５０７８．２０１５．０７．０１５．

［８］ 谭沧海，潘增富，钟奇，等． 一种空间热环境综合监测仪的设计

［Ｊ］ ． 宇航学报，２０１４， ３５ （ ５）：６０４ － ６１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８７３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３２８．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５．
ＴＡＮ Ｃａｎｇｈａｉ， ＰＡＮ Ｚｅｎｇｆｕ， ＺＨＯＮＧ Ｑ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５（５）：６０４－ ６１０． 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３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
１３２８．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５．

［９］ 宁献文，张加迅，江海，等． 倾斜轨道六面体卫星极端外热流解

析模型［ Ｊ］ ． 宇航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３）：７５４ － ７５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８７３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３２８．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４．
ＮＩＮＧ Ｘｉａｎ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ｘｕｎ， ＪＩＡＮＧ Ｈａｉ， 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ｏｒｂｉｔ ｈｅｘａｈｅｄｒ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０８，２９（３）：７５４－７５９． ＤＯＩ：
１０．３８７３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３２８．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４．

［１０］徐向华，程雪涛，梁新刚． 圆形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空间热环境

分析［Ｊ］ ． 宇航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３）：３９９－４０４． 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３ ／ 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３２８．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８．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 ＣＨＥＮＧ Ｘｕｅｔａｏ， ＬＩＡＮＧ Ｘｉｎｇａ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ｓｕ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ｏｒｂｉ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２， ３３ （ ３ ）： ３９９ － ４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３８７３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３２８．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８．

［１１］ＫＩＴＭＡＣＨＥＲ Ｇ 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Ｍ ］．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ＣｒｅａｔｅＳｐａ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２０１０．

［１２］ＡＧＵＩＬＡＲＭ， ＡＬＢＥＲＴＩ Ｇ， ＡＬＰＡＴ Ｂ， ｅｔ ａｌ．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ａｙｓ ｏｆ ０． ５ － ３５０ ＧｅＶ ［ Ｊ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１４）： １４１１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 ／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１１０．１４１１０２．

［１３］ＡＣＣＡＲＤＯ Ｌ， ＡＧＵＩＬＡＲＭ， ＡＩＳＡ Ｄ，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ａｙｓ ｏｆ
０．５－５００ ＧｅＶ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３（１２）：１２１１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 ／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１１３．１２１１０１．

［１４］ＡＧＵＩＬＡＲＭ， ＡＩＳＡ Ｄ， ＡＬＶＩＮＯ Ａ，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ａｙ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４，
１１３（１２）：１２１１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１１３．１２１１０２．

［１５］ＡＧＵＩＬＡＲＭ， ＡＩＳＡ Ｄ，ＡＬＰＡＴ Ｂ，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ｎ ｆｌｕｘ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１ ＧＶ ｔｏ １．８ ＴＶ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 １１４ （ １７）： １７１１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３ ／ ＰｈｙｓＲｅｖＬｅｔｔ．１１４．１７１１０３．

［１６］ＷＡＮＧ Ｋｕｎ， ＳＵＮ Ｑｉｅ， ＳＯＮＧ Ｌｉ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 ７９１ ）： ６９ － 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ｎｉｍａ．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１．

［１７］ＷＡＮＧ Ｋｕｎ， ＬＩ Ｊｉｎｂｏ， ＣＵＩ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ｌｐｈ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ｔａ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Ｊ］，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７６７）： ２３５－２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ｉｍａ．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０．

（编辑　 张　 红）

·３２·第 １０ 期 谢敏， 等：国际空间站站载设备的热环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