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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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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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空间科学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昆、李鹏、党炜、伏洪勇、赵黎平、邓晓梅、袁永春、郭旭、范斌、梁晓峰、赵振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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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空间有效载荷在轨重复使用可降低项目成本、缩短地面准备时间,在保证功能和性能符合需求并且

安全可靠的前提下,以再飞形式开展在轨任务是应对航天任务密度大、研制成本高等问题的重要途径。
使用再飞载荷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a) 在完成在轨飞行任务后需要回收科学实验设备与样品;

b) 空间科学计划具有延续性和共通性,因此存在有效载荷设备功能和结构相近甚至相同的情

况,而通用化、标准化的载荷研制方式,更增加了其在不同空间飞行器平台执行再飞任务的可

行性;

c) 有效载荷设备所使用的元器件质量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有效载荷的设计寿命远超空间科学

任务周期,有效载荷在回收后仍可正常工作,具备执行再飞任务的基本能力。
本文件将规范我国空间有效载荷再飞任务,促进建立通用化、国际化的空间科学平台,便于全球范

围内大规模、长周期、多类型的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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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有效载荷再飞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空间有效载荷执行再飞任务前地面阶段的工作项目和内容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有效载荷计划在卫星、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空间探测器等空间飞行器平台执行

再飞任务的地面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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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9017 质量管理 技术状态管理指南

GB/T30114.1 空间科学及其应用术语 第1部分:基础通用

GB/T32299 航天项目风险管理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17、GB/T30114.1、GB/T322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再飞 re-flight
经历过空间在轨运行,返回地面后,计划再次入轨运行的相关活动。

3.2 
再飞空间有效载荷 re-flightspacepayloads
装载于空间飞行器平台并计划再飞的设备,特别是执行空间科学、空间探索与应用研究任务的仪

器、设备或系统。
注:以下简称“再飞载荷”。

3.3 
原状态 originalstatus
对再飞载荷不做任何功能和性能、结构、材料、接口等设计更改,维持原有效载荷技术状态。

3.4 
翻新状态 refurbishmentstatus
对再飞载荷进行更改,替换寿命有限件的技术状态。

3.5 
改造状态 improvementstatus
再飞载荷的主要功能和性能不变,对有效载荷部分次要功能和性能进行优化设计或增删的技术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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