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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6871:2012《空间系统 爆破系统与装置》。
本文件与ISO26871:2012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文件与ISO26871:2012的

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文件与ISO26871:2012相比存在技术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置

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文件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标准名称为《航天火工系统及装置设计要求》;
———删除了ISO26871:2012的附录A~附录E;
———删除了ISO26871:2012的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科、卢红立、吴晗玲、宋乾强、胡振兴、王帅、张志峰、宋保永、张晓晖、王婧超、

谢萱、刘益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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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航天火工系统是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火工系统根据任务特点,完成某项预定功能或一

组预定功能,一般由点火系统、爆炸序列和终端装置三部分组成。当点火系统接收到工作指令后,生成一

束点火脉冲,施加给爆炸序列的首发火工品后,激发传爆火工品,引起爆炸序列一连串作用,最后生成爆炸

能量输出,驱动终端装置工作,完成预定任务的功能。其中,工作指令以电能、光能或机械能形式呈现。
常见的航天火工装置包括发射装置点火、发动机点火、级间分离、有效载荷分离、机构释放、活门打

开、电池激活、电缆切割、发动机安全自毁、太阳能翻板打开、推进系统开闭等。火工装置是重要的一次

性作用产品,功能不可检、不可测,其是否能够正常、可靠工作,直接关系着飞行任务的成败。国际上,多
次发生因火工装置失效而导致飞行任务失败的故障案例。因此,规范火工系统及装置在设计、生产制

造、试验验证、贮存、使用的全寿命周期的相关要求,对保证产品质量、确保任务成功十分重要。

ISO于2012年制定了ISO26871《Spacesystems—Explosivesystemsanddevices》,用于规范航天运载

火箭和卫星、飞行器上使用的火工品装置的要求,涉及设计、分析、验证、制造、操作和安全性方面的内容,
其中就提到火工品在确保航天发射任务成功中的重要性,以便为科研和生产部门提供质量可靠的火工品。

由于火工系统及装置是影响航天发射任务成败的关键产品,将ISO26871《Spacesystems—Explo-
sivesystemsanddevices》转化为我国的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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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规范地开展火工系统及装置的研制和选型,确保火工系统及装置的可靠性、安全性,为确保

航天发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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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火工系统及装置设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航天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用火工系统和装置的火工系统要求、火工装置要求、产品保障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航天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用火工系统和装置的设计、生产制造、试验验证、贮存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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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2702 爆炸品保险箱

GB/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32455 运载火箭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2455和GB/T19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火工系统 explosivesystem
当点火系统接收到工作指令后,生成一束点火脉冲,施加给爆炸序列的首发火工品后,激发传爆火

工品,引起爆炸序列一连串作用,最后生成爆炸能量输出,驱动终端装置工作,完成预定任务的功能。
注:航天火工系统由点火系统、爆炸序列和终端装置三部分组成。其中,工作指令以电能、光能或机械能形式呈现。

火工系统连接关系见图1。

图1 火工系统连接关系图

3.2
点火系统 firingsystem
由控制系统输入供电、指令和控制,这些输入信息被转化为电能、光能或机械能输出,从而激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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