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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热试验舱内污染监测及烘烤出气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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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卫星热试验过程中采取烘烤出气措施后舱体内部污染状况分析，为卫星试验过

程中污染控制工作提供有效方法。方法 使用石英晶体微量天平（QCM）及真空度测试系统，对

星内污染沉积量与真空度进行实时监测，比较卫星高温静置工况前后沉积量与真空度测试量值

的变化。结果 整个热试验过程中星内污染出气沉积量为1.8×10-5 g/cm2，高温静置工况星内污

染出气沉积量为5.67×10-6 g/cm2，高温静置工况开始前星内真空度为2.9×10-2 Pa，第一次高温循

环工况开始时星内真空度为2.3×10-3 Pa。结论 整个高温静置工况星内污染出气沉积量约占整

个热试验过程中的30%，且使得星内真空度由10-2 Pa的量级降低到10-3 Pa的量级，因此高温静置

烘烤措施能够有效去除卫星材料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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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ntamination condition in satellite cabin after baking 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rmal test, 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contamination control of satellite. Methods The contamination
deposition mass and the vacuum pressure were monitored with the 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QCM) and the vacuum
test system. The changes of the deposition mass and the vacuum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quiescence in high
temperatur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ntamination deposition mass was 1.8×10-5 g/cm2 in the process of thermal
test and the contamination deposition mass was 5.67×10-6 g/cm2 in the process of baking phase. The vacuum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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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2.9×10-2 Pa before the bake-out phase and the vacuum pressure was 2.3×10-3 Pa before the first temperature cycle
phase. Conclusion The contamination deposition mass in the process of baking phase was about thirty percent of that in
the thermal test. The baking method can decrease the vacuum pressure level from 10-2 Pa to 10-3 Pa, which can decrease
the contamination condition in satellite cabin effectively.
KEY WORDS：contamination mass；vacuum pressure；baking；material outgassing

卫星在轨过程中，由于其非金属材料受真空、高

温环境的影响，产生大量有机气体污染物，会对卫星

舱外的太阳电池、热控涂层、光学相机等敏感部件产

生影响，降低部件的光学性能[1—2]。国内外在这些方面

开展了较多研究。在某颗卫星真空模拟室进行热试

验期间，舱内的微波开关器件出现了功能异常[3]，试验

后打开卫星舱板，在星体内部发现大量油状污染物。

经过分析，卫星舱内使用了白漆、导热硅脂、电

缆、粘接剂等多类非金属材料[4]。在高温真空环境下，

由于解吸附和材料出气机理，释放出大量分子污染

物，形成了低气压环境。低气压环境下，起晕电压远

低于大气环境或高真空环境，电子部件很容易发生放

电[5—6]。系统加电后，开关器件在大功率信号工作过程

中出现低气压放电，导致器件失效。国外卫星热试验

过程中针对卫星出气控制非常重视，在采取监测措施

的基础上，采取材料出气筛选[7]及真空烘烤等方法改

善污染状况[8]，降低对卫星器件的影响。如美国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为避免星上的超频

转发器以及高电压设备发生电晕放电或弧光放电，要

求舱内的真空度达到20%安全余量后，器件才能工

作[9]。美国 NASA 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GSFC），在

1996年开展了103次系统级烘烤试验，115次高敏感

部件烘烤出气试验，真空烘烤成为对卫星进行污染控

制的有效方法[8，10]。

目前我国卫星热试验过程中，通常要求使用石英

微量天平、成分分析等方法[11]对舱外的污染状况进行

监测，获得了多次卫星舱外的污染状况[12—13]，但是对舱

内的污染监测、舱内污染防护方法关注较少。基于上

述原因，文中使用石英晶体微量天平（QCM）及真空计

测试系统对卫星舱内的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并采取了

烘烤出气污染控制方法，进行污染去除研究。该研究

对了解卫星舱内的污染状况，确定烘烤污染控制方法

的效果具有实际的意义。

1 热试验舱内污染监测

1.1 测试仪器

1）石英晶体微量天平（QCM）。QCM是通过改变

输出频率表征表面污染沉积量的测试仪器，可用于

微小质量的实时监测，广泛应用于我国卫星研制过

程中的污染监测工作。试验采用北京卫星环境工程

研究所研制的QK-20型QCM对舱体内污染累积量进

行监测，QCM的基频为20 MHz，质量灵敏度为1.1×

10-9 g/（cm2·Hz）。

2）真空计。真空计是用来监测真空模拟器中环

境压力的测试仪器。试验采用热阴极电离真空规，真

空度的测试范围为1～10-5 Pa[14 ]。

3）气相色谱质谱仪。气相色谱质谱仪用来分析

热试验卫星材料出气污染物的组分。试验使用美国

安捷伦公司的气相色谱质谱仪（5975C，7890A），质量

范围为1～1050 amu，质量分辨率为1 amu。

1.2 卫星热试验工况

为了防止卫星的开关器件在试验过程中由于污

染出气引起低气压环境造成损坏，在进行卫星热试验

前，采取了高温静置烘烤措施，使舱内材料出气，以改

善试验时舱内真空环境，减小材料出气对舱内设备的

影响。高温静置时间为72 h，温度为45 ℃。随后为试

验的4个温度循环阶段。卫星热试验过程中，设置的

工况剖面如图1所示。

1.3 热试验出气污染物结果

热试验过程中，在开关器件附近安装了QCM传感

器，QCM传感器使用铝制支架安装在卫星的内部，测

试面与开关器件保持一致，用来实时监测卫星舱内开

图1 卫星热试验工况

Fig.1 Thermal test phase of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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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器件附近的污染沉积量。整个卫星热试验期间污

染沉积曲线如图2所示。

试验结束后，对卫星舱体内的污染物质取样，使

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仪对物质的组分进行了分析，物

质色谱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污染物主要成分为邻苯和硅氧烷类物质。其中

邻苯类物质包括：邻苯二甲酸二乙酯（31.648）、邻苯二

甲酸二2-甲基丙酯（35.917）、邻苯二甲酸二2-甲基庚

酯（47.296）。硅氧烷类物质包括：八甲基环四硅氧烷

（D4，35.075）、十四甲基环七硅氧烷（D7，43.447）、十八

甲基环九硅氧烷（D9，45.760）。

1.4 结果分析

上述QCM及污染物组分测试结果表明：整个试验

过程中的污染累积量达到了1.8×10-5 g/cm2量级，试验

后在卫星舱内也发现了明显的污染物质，表明卫星舱

内的污染状况严重；污染物主要成分为邻苯和硅氧烷

类物质；污染物可能对卫星器件产生影响，有必要对

卫星舱内的污染进行控制。

2 热试验高温静置烘烤措施效果分析

2.1 卫星材料出气机理

根据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机制，材料出气污染物的

产生主要包括解吸附和材料真空出气过程。解吸附

过程是一种物理过程，材料在大气环境下会吸附一些

气体。当材料置于真空中时，物理吸附于材料表面的

气体从表面挥发，解吸附过程比较容易发生，持续的

时间较短，在真空环境下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基本完

成。材料真空出气是一种包括了物理和化学机理的

过程，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通常材料解吸附的是一

些分子量较小的气体，这些气体不会对敏感表面形成

较大污染，而材料真空出气产物通常是一些大分子有

机污染物，易于沉积在敏感表面，因此材料真空出气

是导致卫星表面长期受到分子污染影响的主要机

制。材料真空出气速率可以通过式（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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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a为激活能，J/mol；R为气体常数，一般取

8.314 J/（mol·K）。因此卫星材料的出气速率受材料温

度、出气时间的影响，其中与温度呈指数关系，与试验

时间呈幂函数关系。

2.2 各工况舱内污染结果对比

由图2所示石英晶体微量天平污染沉积量测试结

果，得出热试验过程中各工况的污染累积量见表1。

污染沉积量结果能从侧面反应卫星材料出气污

染的状况。由表1可知，在整个高温静置阶段，天平测

试污染沉积量为5.67×10-6 g/cm2，而整个热试验过程

中的污染为1.8×10-5 g/cm2，高温静置阶段的污染物沉

积量占整个热试验过程污染沉积量的比例超过了

30%。在整个热试验阶段，各工况天平污染量结果逐

图2 热试验过程中石英晶体微量天平污染沉积曲线

Fig.2 Deposition mass of QCM in the process of thermal test

图3 热试验污染物色谱图

Fig.3 Contamination chromatogram of thermal test 表1 热试验各工况污染量结果

Table 1 Contamination deposition mass in the process of thermal

test

试验阶段

高温静置阶段

第一循环工况

第二循环工况

第三循环工况

第四循环工况

时间/h

72

60

60

60

60

天平污染沉积量/（×10-6 g·cm-2）

5.67

4.67

2.47

2.13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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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少。

热试验期间，在卫星舱外、舱内均放置了电离规

真空计，实时监测卫星舱外及舱内环境真空度。高温

静置阶段及第一高温工况中不同时刻星内外真空度

的变化情况见表2。

真空度结果反应了卫星舱内空间环境的污染状

况。由表2可知，高温静置阶段开始时，卫星舱内的真

空度为2.9×10-2 Pa；高温静置阶段结束后，卫星舱内

的真空度为5.5×10-4 Pa；随后进行的第一循环工况阶

段，卫星舱内的真空度为2.3×10-3 Pa。

2.3 结果分析

由上述卫星热试验各工况污染量及真空度结果

对比，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1）热试验各个阶段天平污染沉积量逐渐减少，反应

了材料出气污染逐渐减少，符合材料真空出气的规律。

2）由污染量测试结果可知，通过高温静置阶段的

烘烤处理，材料出气污染沉积量占整个热试验过程的

30%，高温静置阶段有效促进了材料出气。

3）经过高温静置阶段的烘烤处理，卫星舱内的真

空度由10-2 Pa量级降低到了10-3 Pa量级。

3 结论

该次热试验过程中对某卫星舱内的污染状况进

行了监测，并在试验过程中采取了减轻卫星舱内污染

状况的高温静置烘烤处理方法。对上述结果分析，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1）卫星热试验过程中舱内污染状况严重，有必要

开展卫星舱内污染环境的监测与控制研究。

2）高温静置烘烤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措施，能有效

去除卫星舱内材料出气污染，能够保证星内开关器件

试验过程中运行的可靠性。

3）舱内环境相对密闭，需要在烘烤措施期间，设

置排气通道，使材料出气物快速导出舱外。

4）卫星舱体内污染产生的源头主要是非金属材

料真空出气，需要开展部件级甚至材料级污染控制方

法的研究，包括污染控制的方式，污染控制措施的实

施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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