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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各国为了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都在大力开发空间资源和
加强国防建设。作为重要运载器的火箭、导弹，以及相关的发射科

学技术，也相应地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发射科学技术综合了基础
科学和其他应用科学领域的最新成就，以及工程技术的最新成果，

是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紧密结合的产物。同时，发射科学技术也反

映了一个国家相关科学技术和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

航天发射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漫长，我国古代带火的弓箭便是
火箭的雏形。火箭出现后，被迅速用于各种军事行动和民间娱乐。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增加，美国、俄罗斯、中国、

日本、法国、英国等航天大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航天

发射的研究和开发，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火箭、导弹的发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航天活动和国防保障区域
的范围。因此，各航天大国均把发展先进的发射和运载技术作为保
持其领先地位的战略部署之一。无论是空间应用、科学探测、载人
航天、国际商业发射与国际合作，还是国防建设，都对发射技术提

出了新的要求，促使航天发射科学技术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综上所述，系统归纳、总结发射领域的理论和技术成果，供从
事相关领域教学、研发、设计、使用人员学习和参考，具有重要的
意义。这对提高教育水平、提升技术能力、推动科学发展和提高航
天发射领域的研发水平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航天发射科学技术构成复杂，涉及众多学科，而且内容广泛，

系列丛书的编写需要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因此，北
京理工大学、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北
京特种机械研究所、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院等国内从事相关领域
研究的权威单位组建了本丛书的作者队伍，期望将发射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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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著作成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航天发射领域的
知识和技术，推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本丛书力求系统性、完整性、实用性和理论性的统一，从发射
总体技术、发射装置、地面支持技术、发射场总体设计、发射装置
设计、发射控制技术、发射装置试验技术、发射气体动力学、发射
动力学、弹射内弹道学等多个相互支撑的学科领域，以发射技术基
本理论，火箭、导弹发射相关典型系统和设备为重点，全面介绍国
内外的相关技术和设备、设施。

本丛书作者队伍是一个庞大的教育、科研、设计团队，为了编
写好本丛书，编写人员辛勤劳动，做出了很大努力。同时，得到了
相关学会，以及从事编写的五个单位的领导、专家及工作人员的关
心和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存在不当
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委员会



总 序

1

本书是由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多位长期从事火箭导弹发射工程

与地面设备的专家共同编写的。编写中，侧重于舰载平台、陆基机
动、空中平台和地面固定阵地发射的技术内容，既反映整个系统的
完整性，又对其中每一部分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遵循以工程应
用为主，着重从工程设计方面总结我国航天发射技术领域近几十年

来的研制成果和经验，强调理论和应用并重的原则，力求做到内容
翔实、概念清楚、结论正确，并且给出必要的公式、数据、图表和
引证依据，便于工程技术人员查阅。

本书共分 11 章，主要包括概述，发射装置总体设计，发射装置
载荷及结构分析，舰潜载发射装置设计，车载发射装置设计，机载

导弹弹射装置设计，地下井式发射装置设计，发射装置典型结构设
计，发射装置伪装、隐身与防护设计，发射装置 “六性”设计和发
射装置先进设计分析方法等内容。全书由贺卫东、常晓权、党海燕、

郝晓琴、陈海涛、周涛等合著。贺卫东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及第 1、
2 章的撰写工作，同时参与了其他章节的撰写工作; 陈海涛负责第 3

章的撰写工作; 党海燕负责第 4、8、10 章的撰写工作; 常晓权负责
第 5、9 章的撰写工作; 郝晓琴负责第 6、7 章的撰写工作; 周涛负责
第 11 章的撰写工作。

本书适用于从事航天发射装置研究、设计、生产、试验、使用
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

的教学参考书。由于发射技术专业构成复杂、内容广泛，因此本书
各章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读本书
的有关章节。

本书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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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和支持，得到了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的大力协助，更是得到
了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广泛支持，刘君、于
殿君、李文华、罗勇、蔡菀、申宏杰、马艳丽、谭浩、皮维超、邹
伟伟、刘世鑫等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对本书
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对所有关心帮助过此书的同行表示衷
心的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姜毅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全稿，对本书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特表衷心的感谢。

鉴于编写、校审人员水平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缺点
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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