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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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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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发射装置用于火箭导弹的贮存、运输和发射,是火箭导弹

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火箭导弹武器系统的技术水平、

使用性能和维护性能。如果说导弹是划破天空的利箭,那发射装置

就是射出利箭的强弓。

随着新工艺、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航天发射装置这

一集机、电、液等多种技术于一体的装备,无论是装备的复杂性还

是各项战术技术指标都在快速提升。新军事理论的不断涌现,更是

催生了很多新型发射装置和发射方式。为深入、全面了解世界各国

航天发射装置的发展和技术特点,把握航天发射装置的发展趋势,

推动航天发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作者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将长

期积累的国外航天发射装置有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和提炼,完

成了本书。

本书作为 《航天发射科学与技术》丛书的第二分册,力求将抽

象的航天发射科学技术以 《航天发射装置概览》的形式,较为形象、

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本书按航天发射装置中最具代表性的弹道

导弹发射装置、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巡航导弹发射装置和战术火箭

发射装置四大类型分别进行介绍 (不含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

空空导弹发射装置)。在介绍每个类型发射装置时,首先对该类型发

射装置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进行概要说明,随后按照所属国家分

类,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逐一对每种发射装置进行较为详细地说

明。鉴于美国和俄罗斯在航天发射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及其装备体

系的完整性,本书重点介绍了美国、俄罗斯两国研制的最有代表性

的航天发射装置的发展历程、发展趋势、功能、组成、性能指标和

技术特点,同时也介绍了与发射装置紧密相关的武器系统和有关参

数,便于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发射装置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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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刘浩、丁旭昶、陈亚军主持编写和

定稿。第一篇 “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主要由杨向东、丁旭昶编写,

第二篇 “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和第四篇 “战术火箭发射装置”主要

由刘浩、李喜仁、陈亚军编写,第三篇 “巡航导弹发射装置”主要

由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李文华编写。汤元平参加了本书编排、图片

搜集与处理和书稿校对工作。王金生对本书进行了校阅,并修订了

部分章节。凌莉参加了书稿打印工作。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秦烨、王生捷、郑伟、王蕴慧、王三舟

等同志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内容丰富,有较强的实用性,适合于从事航天发射技术研

究和发射装置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的教学参考书。

作者在编著过程中虽然花费了很大精力,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和

搜集的资料有限,本书仍难免有错误与不足之处,殷切希望专家和

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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