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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

装置，包括卫星顶板、多层结构、隔热垫片、螺钉；

多层结构包括星内多层隔热组件和星外多层隔

热组件，星内多层隔热组件包覆在卫星顶板下

侧，且朝向星内侧设置，星外多层隔热组件包覆

在卫星顶板上侧，且朝向星外侧设置；卫星顶板

上通过螺钉连接有载荷，隔热垫片位于载荷和卫

星顶板之间。本发明能够极大程度上减小空间环

境和内部外热流对顶板的影响，减小顶板的温度

梯度和波动，满足顶板在转移段和在轨期间的不

同温度需求；顶板与载荷隔热设计能够有效减少

载荷向顶板的漏热，减小顶板的温度梯度和波

动；热设计方法合理可行，材料来源充分，可靠性

高，工艺操作简单，易于实现，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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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卫星顶板、多层结构、隔热垫片、

螺钉；所述多层结构包括星内多层隔热组件和星外多层隔热组件，所述星内多层隔热组件

包覆在卫星顶板下侧，且朝向星内侧设置，星外多层隔热组件包覆在卫星顶板上侧，且朝向

星外侧设置；卫星顶板上通过螺钉连接有载荷，所述隔热垫片位于载荷和卫星顶板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卫星顶板从

上而下包括依次连接的上蒙皮、蜂窝芯和下蒙皮，上蒙皮和下蒙皮均为低导热系数的的

0.3mm碳纤维蒙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星内多层隔

热组件由10单元隔热组件组成，每个隔热单元由双面镀铝聚酯薄膜和锦纶网巾相间隔组

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星外多层隔

热组件由20单元隔热组件和聚酰亚胺镀铝二次表面镜组成，每个隔热单元由双面镀铝聚酯

薄膜和锦纶网巾相间隔组成，朝向星外最外层为聚酰亚胺镀铝二次表面镜。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热垫片为

低导热系数隔热垫片，选用10mm厚聚酰亚胺垫片。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钉为低导

热系数的螺钉，选用钛合金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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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航天航空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顶板作为卫星载荷的主承载面，对温度均匀性和稳定性有着极其苛刻的需求。特

别是光学载荷，顶板温度变化会影响载荷的结构稳定性，进而影响其观测精度，任何微量变

形都会引起光轴的指向差之千里。卫星在飞行过程中，顶板受照角度一直变化，导致外热流

复杂多变。同时，卫星存在多种工作模式，星内单机发热随工作模式不同而变化。另外，顶板

面积较大，这使得顶板各区域温度不均，且温度变化较大。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采用包覆多层

隔热组件结合隔热安装的方式可以有效减小顶板温度波动，提高其稳定性。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包括

卫星顶板、多层结构、隔热垫片、螺钉；所述多层结构包括星内多层隔热组件和星外多层隔

热组件，所述星内多层隔热组件包覆在卫星顶板下侧，且朝向星内侧设置，星外多层隔热组

件包覆在卫星顶板上侧，且朝向星外侧设置；卫星顶板上通过螺钉连接有载荷，所述隔热垫

片位于载荷和卫星顶板之间。

[0005] 优选地,所述卫星顶板从上而下包括依次连接的上蒙皮、蜂窝芯和下蒙皮，上蒙皮

和下蒙皮均为低导热系数的的0.3mm碳纤维蒙皮。

[0006] 优选地,所述星内多层隔热组件由10单元隔热组件组成，每个隔热单元由双面镀

铝聚酯薄膜和锦纶网巾相间隔组成。

[0007] 优选地,所述星外多层隔热组件由20单元隔热组件和聚酰亚胺镀铝二次表面镜组

成，每个隔热单元由双面镀铝聚酯薄膜和锦纶网巾相间隔组成，朝向星外最外层为聚酰亚

胺镀铝二次表面镜。

[0008] 优选地，所述隔热垫片为低导热系数隔热垫片，选用10mm厚聚酰亚胺垫片。

[0009] 优选地，所述螺钉为低导热系数的螺钉，选用钛合金螺钉。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1] 满足载荷对卫星顶板温度稳定性和精度的温控需求，能够极大程度上减小空间环

境和内部外热流对顶板的影响，减小顶板的温度梯度和波动，满足顶板在转移段和在轨期

间的不同温度需求；顶板与载荷隔热设计能够有效减少载荷向顶板的漏热，减小顶板的温

度梯度和波动；热设计方法合理可行，材料来源充分，可靠性高，工艺操作简单，易于实现，

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卫星顶板精细化热控设计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1/2 页

3

CN 108528760 A

3

https://thermal.biz



[0013] 图2是某卫星顶板采用本发明的热控精细化设计和措施，在轨时卫星顶板热敏电

阻测点的在轨温度数据。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15]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卫星顶板精细化热设计装置，包括卫星顶

板、多层结构、隔热垫片2、螺钉1；所述多层结构包括星内多层隔热组件9和星外多层隔热组

件8，所述星内多层隔热组件8包覆在卫星顶板下侧，且朝向星内侧设置，星外多层隔热组件

9包覆在卫星顶板上侧，且朝向星外侧设置；卫星顶板上通过螺钉1连接有载荷6，所述隔热

垫片3位于载荷6和卫星顶板之间,所述卫星顶板从上而下包括依次连接的上蒙皮3、蜂窝芯

4和下蒙皮5，上蒙皮3和下蒙皮5均为低导热系数的的0.3mm碳纤维蒙皮，所述蜂窝芯4为铝

蜂窝；所述星内多层隔热组件由10单元隔热组件组成，每个隔热单元由双面镀铝聚酯薄膜

和锦纶网巾相间隔组成。所述星外多层隔热组件由20单元隔热组件和聚酰亚胺镀铝二次表

面镜7组成，每个隔热单元由双面镀铝聚酯薄膜和锦纶网巾相间隔组成，朝向星外最外层为

聚酰亚胺镀铝二次表面镜7，所述隔热垫片为低导热系数隔热垫片，选用10mm厚聚酰亚胺垫

片，所述螺钉为低导热系数的螺钉，选用钛合金螺钉。

[0016] 根据如图2的在轨温度数据可知，采用本发明所述的热设计方法和措施后顶板温

度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且其温度波动范围远小于技术指标要求，验证了本发明所述的热

设计方法和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0017]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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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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