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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俄罗斯伟大的“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给《航空评论》杂志的信中写下这

样一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类不能永远躺在摇篮里，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开

始他将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便去征服太阳系，之后便是整个宇宙。” 
德国航天先驱奥伯特曾在致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您已经点燃了火炬，我们绝不会让它熄灭。

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人类最伟大的梦想。” 
浩瀚天空，人类从未停止对太空的向往，人类探索太空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4 世纪到

19 世纪，在这一阶段，从古代著名的“万户飞天实验”到开普勒发现的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再到牛顿提

出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发现为未来人类探索太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初至 50 年代，在这一时期，人类航天事业得以发展，勇于探索的航天先驱者用科技之力描绘出人类飞天

的梦想，以俄罗斯航天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美国的戈达德为代表人物为现代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第

三阶段是从 1957 年至今。在这短短 60 年，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笔的篇章。

从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载人航天得以实现，到现如今探月计划得以对接。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经

典历史历历在目。1970 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一首承载着中国希望的《东

方红》散播到全中国；2003 年，“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飞

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台载人飞船，从此太空有了中国人的身影；2005 年，“神舟六号”发射成功，实现

了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的飞行壮举；2008 年，“神舟七号”发射成功，中国航天员翟志刚在队友刘伯

明、景海鹏的协助下顺利出舱，标志着中国已经能够掌握出舱技术，而这项技术之前只被美国、苏联(俄
罗斯)所拥有。而此时，中国从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决策到目前仅仅用了 16 年。为了能够更好的深入太空，

2004 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遥远的月球已成为我国探索太空的新目标；2007 年，嫦娥一号研制成功，

中国首次捕捉到月球图像。这是继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后又一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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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军事战略学家曾认为，在 19 世纪，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是世界霸主；在 20 世纪，谁

能控制海洋，谁就能称霸世界；到了 21 世纪，谁能控制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尤其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又经历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

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纵观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并不太平，美国

称霸世界野心继续膨胀、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日本军国主义时而阴魂不散，朝鲜半岛无核化

及叙利亚、也门和谈曙光初现、但步履艰难，中东地区长期战乱，台海局势日趋复杂多变，欧美发达国

家经济增长趋缓，外太空竞赛加剧，国际恐怖主义盛行，……急切需要我们响应中央的号召，加速实施

“科技强军”和“科技兴装”及“兵马未动、装备先行”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加快军队现代化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进程。 
航天事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带动国家科技、国民经济、军事力量的飞速发展。

例如航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高能物理学、天文学、材料学、制造工艺、信息学等科学技术门类的发展，

催生了航天动力学、航天器结构力学、航天医学、空间电子学等新学科，形成了大批高科技工业群体，

丰富了人类对近地空间和月球的认识，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空间站的出现，使人类得以利用

微重力、超低温、强太阳辐射、真空等太空中的独特条件开展多项研究。航天技术不仅推动人类太空探

索和发现之旅，而且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航天科技已经潜移默化一点一滴渗透到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如方便面调料中的干菜叶本来是航天食品中的脱水菜，是为了让宇航员吃上含有蔬菜的航天食

品，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普通食品；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地通过通讯卫星的实况转播一起欣赏精彩的

体育赛事；手术移植常因找不到合适配体病人最终面临死亡，现在可以通过航天飞机的燃料泵技术来制

造人造心脏。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最先应用在航天领域，然后向民用转移，因而具有很高的外部效

益。据资料显示，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大约 2 万亿美元的收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航天事业发展和对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要求，世界上各大军事强国开

始了对太空进行了探索，而火箭发射是太空技术的核心之一，各类运载火箭包括各类战略战术导弹及其

它武器装备都需要以火箭推进剂作为动力来源。火箭推进剂是火箭发射的能源，一般以化学形式存储在

推进剂容器里，其原理是通过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内燃烧，通过燃烧产生大量热能，呈高温高压状态的

燃气快速从喷气管喷出，将热能转变为动能，按照牛顿第三定律克服地球引力推动火箭飞向太空。据不

完全统计，在长达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火箭推进剂产生的事故高达 300 多起，伤亡人数接近 1000
人，不仅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相关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也同时受到了威胁，更为严重的是阻滞航天和武

器装备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事业，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才有了关

于火箭推进剂安全防护科学概论，进而对火箭推进剂安全科学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火箭推进剂安全

科学研究已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和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因而《载人航天工程火箭推进剂安全科学概论》著作应运而生，该书由我国知名航天军事医学、有

机药物化学与微波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式候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军事医学研究所

所长胡文样研究员任主编执笔编著，当时军事医学研究所张康征、蒋俭、张光友、曹晔、丛继信、闵庆

旺和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李勇枝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邹利鹏等专家分别参加了部分编撰工作，于 2003 年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为培训材料和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相关专业教学参考书及研究生相关课程教材，

得到中央军委首长的热忱关怀和机关的大力支持！ 
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火箭推进剂安全防护科学的发展，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导弹、卫

星、载人航天飞船等发射试验以及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依据安全防护、监测与评价、污染治理、

医学防护、应急救援与卫勤保障原理，合理运用分子科学理论、智能检测报警技术、安全防护原则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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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毒理学，在载人航天工程火箭推进剂检测防护及应急救援领域，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与探索，建立了组

合分析检测、组合技术装备、组合安全防护与组合应急救援方法体系，先后获得国家、军队或部委级科

技进步奖、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及发表许多非保密性学术论文，产生了良好的军事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全书共分 9 章，第一章载人航天工程与天军医学防护概论；第二章液体火箭推进剂检测方法与快速

检测方法；第三章液体火箭推进剂质量保障体系等内容；第四章肼类推进剂发黄变质机理及其纯化工艺；

第五章火箭推进剂危险评估与安全防护体系等内容；第六章航天发射场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第七章导

弹卫星飞船发射突发事故应急保障指挥车及单兵急救气雾剂；第八章导弹卫星飞船发射实验卫勤保障与

应急救援工程；第九章附录，加上绪论、小结与展望、参考文献、后记、致谢和附图等内容，大约 80 余

万字。全书以载人航天工程为背景、以火箭推进剂安全科学和天军医学防护为中心，着重叙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火箭推进剂危险评估、快速监测、超限报警、质量监督、安全防护、治理和应急救援等方面

部分研究成果，同时概述了天军医学防护相关内容。 
本书是按照载人航天工程安全助护工作的实际需求及部队官兵高科技知识学习参考书要求编著的，

赠给航天科研试验人员和有关部队官兵及专业工作者参考。相关内容还借鉴、参阅了前人研究的文献资

料，无论在参考文献是否被列出，都为此书的完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普及航天科技知识、为国防现

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安全科学内容十分丰富，任何一本书都难以穷尽描绘。

限于时间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不妥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火箭升空需要强大的推进力，推进力需要借助推进剂燃烧释放热量将火箭运往太空，推进剂是发展

航天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航天事业的发展，有关火箭推进剂的安全概论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火箭推进剂一般按照物理状态分类一共分为五大类，包括固体推进剂、液体推进剂、固液推进剂、

液固推进剂及胶体推进剂。现阶段，液体推进剂一般用于航天领域中主发动机的能量来源，而固体推进

剂大多用于导弹发动机和航天器的助推系统。就两者状态不同其安全性能也是不同的。固体火箭推进剂

由于其运输比较方便在安全性能上略高于液体推进剂，但在运输过程中要注意避免碰撞、摩擦，严禁明

火等。液体推进剂因其具有燃烧完全、比推力大、热值高、冷却性能好、冰点沸点范围宽、毒性低、工

艺制作简单、对环境污染相对较小等优势而被广泛使用。由于其独特的理化系性质决定安全性能，在火

箭推进剂研究过程中，安全性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其中，最为容易发生、最危险的是火箭推进剂

的爆炸与着火，严重影响着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毒害作用可引起过敏和变态反应，严重可致畸、致癌，

甚至影响到后代的生长发育；窒息作用是因为其本身含有的窒息剂和蒸汽浓度过高使空气中氧气含量降

低所导致的；腐蚀作用是因为其本身或蒸汽所致，对其容器和皮肤带来灼烧伤害；环境污染，火箭推进

剂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影响庄稼农作物、动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平衡。 
为保障火箭顺利发射成功，切实保护相关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和环境，火箭推进剂的检测方法和检测

装备以及安全防护措施是保障火箭推进剂质量和火箭推进剂安全防护工作的基础依据。肼、甲基肼、偏

二甲肼是火箭推进剂的主体燃料，且三者对水体、大气、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危害，易燃易爆容易发生

爆炸事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在相关标准和技术中，对三肼的质量指标和分析技术均有严格要求。现

阶段国内外检测的主要方法包括：1) 比色法；2) 光学分析法；3) 电化学分析法；4) 色谱法；5) 化学分

析法；6) 检测管法；7) 传感器法等。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胡文祥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制出了火箭推进剂

系列快速定量检测管和自动检测报警仪，用于正常航天事业和突发事件大气、水体、土壤以及植物中火

箭推进剂浓度的快速检测，极大的提高了三肼及其他化合物浓度的监测速度。随着我国航天发射实验的

不断深入，火箭推进剂安全防护是航天事业得以发展的后勤保障。中国在最开始发展化学防护装备，是

处于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相对滞后的特殊国情下，按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持走独立自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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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方针，从从无到有、到仿制、自主研发发展起来的。映照可能发生的危险和事故，归纳并总结事

故发生的原因及急救方案，研制出相应防护装备，如一些防护服、防毒面罩、防护头盔等切实保障了相

关参试人员健康安全。对于后续火箭推进剂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样也做了相关处理，提出许多切实可

行的整理意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保障参试人员的安全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像“原子弹之父”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回忆 20 世纪 20 年

代时的感慨：“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那是一个需要在实验室耐心工作的时代。人们急切的往来通

讯，匆忙召开各种会议，辩论、批评，用数学方法提出令人叫绝的即兴想法，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里，充满了无限的机会和挑战，旧的秩序可以被打破，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

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 
回顾宇宙过去的历史，奥妙无穷，波澜壮阔；展望宇宙发展的未来，变化莫测，惊心动魄，就太阳

而言，它已经走过了灿烂辉煌的 50 亿个春夏秋冬，现正迈入比较稳定的中壮年时期，再过 50 亿年，他

将放尽最后一丝余辉、苍凉熄灭。在此之前，必须聚全人类的智慧、能源和力量(倒逼人类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飞向太空，飞到遥远的类地行星，带着人类的 DNA，在

那里繁衍生息，重建美好生活，再创世界文明，重复着地球昨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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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胡文祥教授实验室在载人航天相关领域非保密研究内容发表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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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胡文祥教授实验室在载人航天领域获得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目录 

载人航天领域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目录一览表 
 
编号 发明名称 发明类型 胡文祥排名 专利号 发明人 

1 导弹卫星发射突发事故应急保障指

挥车 实用新型 第一 ZL01278780.9 胡文祥，殷建刚，张光友，苏泰 

2 一种稠芳醛衍生化肼类化合物的紫

外或荧光检测方法 发明 第一 ZL97119148.4 胡文祥，恽榴红，王建营等 

3 新型高效中性补钙剂系列新产品 发明 第一 ZL97115225.X 胡文祥，谭生建，陈倍让等 

4 褪黑素简易合成路线 国防发明 第一 ZL97109466.7 胡文祥 

5 氧气检测管 实用新型 第三 ZL01275876.0 王建营，张光友胡文祥，戈敬中 

6 偏二甲肼个人剂量比色卡 实用新型 第四 ZL01275877.9 张光有，戈敬中，曹晔，胡文祥 

7 动态标准气样制备装置 实用新型 第二 ZL01260390.2 张光有，胡文祥，苏泰，曹晔，殷建刚 

8 褪黑素的制备方法 国防发明 第一 ZL02101035.8 胡文祥，王建营 

9 三肼电化气体传感器及制备方法 国防发明 第三 ZL02101361.6 曹晔，张光友，胡文祥 

10 军用应急小分子团水制备方法 国防发明 第一 ZL03105761.6 胡文祥，彭清涛，王建社 

11 特种系列综合急救箱 实用新型 第二 ZL200320121650.9 闵庆旺，胡文祥 

12 载人航天工程医疗救护机动卫生装

备的专用集装箱 实用新型 第二 ZL200320121651.3 闵庆旺，胡文祥，刘建中，李勇枝，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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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胡文祥教授实验室在载人航天工程相关领域荣获高等次科研成果奖目录 

编号 科研成果名称 奖励等级 胡教授排名 时间 
1. 航天发射火箭推进剂监测防护及应急救援应用工程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 2003 
2. 特殊性能化合物设计合成方法研究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第一 2001 
3. 芳香重氮甲烷及酰氯类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研究 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 1998 
4. 物理和生物催化在有机药物化学中的应用及催化原理研究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 1999 
5. 导弹卫星发射突发事故应急保障指挥车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 2002 
6. 火箭推进剂和作试环境毒物分析检测方法研究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一 2002 
7. 载人航天工程相关研究 总装备部创新贡献二等奖 第一 2004 
8. 肼类燃料和硝基氧化剂毒气检测报警系统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七 2005 
9. 微波化学系列仪器研制及其应用研究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相当于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第一 2015 
10. 褪黑素的合成及其在生物钟调控中的应用 中国发明创业成果一等奖(相当于省部级技术发明一等奖) 
第一 2018 
11. 飞天系列健康保障品研制及其应用研究 拟申报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相当于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 第一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首页：http://cnki.net/，点击页面中“外文资源总库 CNKI SCHOLAR”，跳转至：http://scholar.cnki.net/new，

搜索框内直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或点击“高级检索”，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574-4143，即可查询。 

2. 通过知网首页 http://cnki.net/顶部“旧版入口”进入知网旧版：http://www.cnki.net/old/，左侧选择“国际文献总库”

进入，搜索框直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isl@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isl.2019.33007
http://cnki.net/
http://scholar.cnki.net/new
http://cnki.net/
http://www.cnki.net/old/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isl@hanspub.org

	书评：《载人航天工程火箭推进剂安全科学概论》
	附录一：胡文祥教授实验室在载人航天相关领域非保密研究内容发表相关部分
	论著目录

	附录二：胡文祥教授实验室在载人航天领域获得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目录
	附录三：胡文祥教授实验室在载人航天工程相关领域荣获高等次科研成果奖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