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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完成科技成果鉴定

  文章来源：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4-07-17 【字号： 小  中  大 】 

   7月1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等离子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研制”科技成果鉴定会。 

  空间等离子体主动试验是利用火箭、卫星将粒子或电磁波人为地注入到空间，利用地面光学、电磁测量和雷达

进行观测，或者利用注入位置附近的火箭或卫星进行电磁场和粒子的就位探测，可以在指定时间、地点开展目的明

确的试验，是研究空间物理的一种主动、有效手段。等离子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的功能是在指定空间位置实现化学

释放的一种空间等离子体主动试验方法。 

  2013年，由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自主研制的空间等离子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搭载不同的探空火箭，

分别进行了200公里高度左右的电离层释放试验和10000公里高度左右的磁层释放试验，通过地面多点光学观测和箭

载设备就位探测，获取了大量科学试验数据，取得良好的试验成果。 

  鉴定委员会认为：项目研制难度大，创新性强，填补了国内空间物理主动试验领域的空白，项目整体技术处于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成果为我国高空科学试验任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我国空间物理研

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试验和探测手段。该装置可以推广至其他主动释放试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建议进一步开

展探测数据的应用研究。 

 

等离子体主动释放试验装置系统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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