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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4113:2011《航天系统 空间碎片减缓要求》。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改为《空间碎片减缓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泉浩芳、张小达、陆静、周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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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空间碎片包含了地球轨道上或再入地球大气层的所有无功能的人造物体(主要包括运载火箭轨道

级,退役、失效或解体的航天器,各种抛弃物,残余燃料爆炸后形成的航天器碎屑,以及固体燃料燃烧后

产生的微小金属氧化物颗粒和材料表面剥蚀脱落的颗粒等)。这些物体的数量不断增加,给航天任务也

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绝大多数空间碎片都不能在短期内自行降落到地球表面或远离地球空间轨道,而是会密集地长期

运行在地球空间轨道上(特别是利用率最高的LEO和GEO轨道区域),占据着大量的空间轨道资源。
高速运行的空间碎片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任何一颗微小碎片的撞击都可能造成在轨航天器的致命性故

障或解体,从而产生更多的空间碎片,并威胁在轨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某种程度上来说,空间碎片类似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产生的各类垃圾,对大气、河流、土壤、

和海洋等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危及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状况。同样,空间碎片也是人造的太空垃

圾,对人类的正常航天活动产生了严重威胁,且空间碎片的威胁不分国别和对象(可能危及到任何一个

国家的在轨航天器或地面人员/设施),而是关系到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和空间可持续发展。因而,维护空

间环境的正常有序和空间资产的安全、维持空间的可持续性正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当前,作为对此问题的响应,国际上已达成了广泛一致的共识,即航天活动需要进行有效地管控,使

空间碎片的产生及其威胁最小化。这些国际共识已充分体现在了国际电信联盟(ITU)、机构间空间碎

片协调委员会(IADC)、联合国(UN)等机构或组织相继发布的《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中。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已将这些碎片减缓指南转化成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工程实践标准(如,ISO24113《航天系统 空

间碎片减缓要求》)。
将ISO24113《航天系统 空间碎片减缓要求》等同转化为我国的国家标准(GB),是为了便于我国

参与航天活动的相关企业或实体机构更好地实施空间碎片减缓行动,与国际社会保持更好的一致性;同
时,也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我国在空间碎片减缓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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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碎片减缓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适用于进入或穿越近地空间的无人航天系统所有飞行物体的空间碎片减缓总要求,
包括运载火箭轨道级、工作中的航天器,以及正常运行或处置行动过程中释放的任何物体。

本标准中规定的要求旨在降低空间碎片的增长,通过确保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能以一种恰当

的方式进行设计、运行和处置,从而防止其在轨道寿命期内产生碎片。
本标准是有关空间碎片减缓的系列标准中的顶层标准。该标准将作为用户构建空间碎片减缓总要

求与低层级实施标准之间的主要接口和桥梁,从而确保其符合性。
本标准不考虑发射阶段的安全性,有关的特殊准则将在其他的文件中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000—2008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ISO9000:2005,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00—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关主管部门 approvingagent
批准与航天器采办、发射或在轨运行等活动中有关空间碎片减缓要求的实施方面的实体机构。
例如:法规部门或许可机构;国家或国际航天局。

3.2
解体 break-up
空间物体因自身原因或外部碰撞而引起本体裂解、产生并释放碎片到空间中的事件,包括故意解体

和意外解体。

3.3
伤亡风险 casualtyrisk
空间碎片再入大气层后,落到地面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的可能性。

3.4
处置 disposal
航天器或运载火箭轨道级所执行的某些行动/措施,以便永久降低其意外解体的风险,并达到长期

远离保护区的要求。

3.5
处置阶段 disposalphase
从航天器或运载火箭轨道级开始实施处置操作至整个处置过程结束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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