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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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5390:2004《空间环境(自然与人工) 银河宇宙线模型》。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改为《银河宇宙线模型》;
———增加了引言,对模型的背景做了简要说明;
———增加了对各公式中相关物理符号的解释,以便于理解和应用本标准中的相关公式;
———增加了参考文献,以标识本标准中相关公式的来源。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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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天工科

仪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自才、张小达、贾瑞金、泉浩芳、刘宇明、夏彦、田东波、向树红、丁义刚、

赵春晴、杨艳斌、吴宜勇、王世金、马新。

Ⅰ

GB/T37834—2019/ISO15390:2004



引  言

  ISO15390银河宇宙线(GCR)模型是基于莫斯科国立大学(MSU)的Nymmik模型开发的(见参考

文献[1]和参考文献[2]),其数据来源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质子、He和重离子的通量监测数据。需

要注意的是,在ISO15390模型中只利用唯一参数(沃尔夫数)来描述监测数据,因此,它是一个半经验

模型(见参考文献[3]),模型中的相关公式都是数据拟合公式(量纲无法完全对应),而不是理论推导公

式。在ISO15390模型中,GCR通量变化相对于太阳活动扰动的滞后与磁场刚度、太阳活动周是奇数

或偶数、太阳周期相位等相关,但该模型不包括异常宇宙射线。
后来,被广泛应用的、用于研究GCR对航天器辐射效应的CRÈME模型,如CREME96(见参考文

献[4])和CREME2009模型(见参考文献[5]),均使用了ISO15390模型(见参考文献[6])。

Ⅱ

GB/T37834—2019/ISO15390:2004



银 河 宇 宙 线 模 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分析银河宇宙线对空间硬件、生物体和其他物体的辐射效应的模型,为科学研究

提供银河宇宙线通量的实验论据。
本标准给出了能量范围为10MeV~105MeV的银河宇宙线粒子(近地空间地磁场外的电子、质子

和核电荷数为Z=2到92的粒子)的模型参数。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银河宇宙线 galacticcosmicrays
银河宇宙射线

GCR
来自于星际空间穿透日球层的高能带电粒子流。

2.2
沃尔夫数 wolfnumber
W
W=10g+f
此处,g 为太阳黑子群数,f 为可见的太阳表面的太阳黑子个数。

2.3
刚度谱 rigidityspectrum

ϕi R( )

宇宙线粒子通量随刚度的分布。

2.4
能谱 energyspectrum
Fi E( )

宇宙线粒子通量随能量的分布。

3 模型原理

3.1 本模型描述了在22年太阳活动周期中GCR的通量随太阳活动和在大尺度日球层磁场(太阳极区

磁场)的变化。

3.2 在地磁层外的地球轨道上,GCR通量的角分布为各向同性。

3.3 太阳活动以12个月的沃尔夫数(太阳黑子数)的平均值(W)表征。

3.4 假设大尺度日球层磁场的变化与太阳极区磁场的变化成正比,而太阳极区磁场的强度和极性取决

于太阳活动水平以及太阳活动周编号为奇数或偶数,按式(1)计算(见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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