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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航天技术是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促
进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与小型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卫星研制技术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原来需要几吨甚
至十几吨重卫星来实现的功能，现在可以通过几个或几十个重数百千克乃至几十千克以下的现代小卫
星来实现，这使航天与空间科学应用领域出现了新的生机。
国际上通常将重量小于1000Kg的卫星称为小卫星。
实际上，对现代小卫星的定义更侧重于技术先进性与高功能性。
虽然现代小卫星在技术与应用原理上与传统卫星具有继承关系，但二者在设计技术与应用场合方面有
较大的不同。
现代小卫星在许多方面的应用已经改变了事物原有的特点，比如，现代小卫星已经渗透到军事斗争的
各个领域，其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现代战争的整体作战性能，它是取得现代信息战争主导权的主要手
段之一。
本书主要为通信与信息领域相关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和工程技术人员而编写。
编写中力求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当前技术现状和未来的发展，重点阐述了现代小卫星在各领域中的
应用，从而扩展信息、航天和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知识面。
现代小卫星不仅在军事上应用广泛，而且也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本书关于小卫星在通信
、导航与对地观测方面的应用性知识，也可作为通信广播、导航定位、卫星遥感、航天测绘、应急联
动、安全保卫、抢险救援、灾害监测与预报等领域及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公安消防、农林水利、气
象环保、地质矿产、城乡建设、能源电力、医疗卫生、新闻出版、测绘制图、防灾减灾、海洋监测与
开发等部门的技术保障人员的参考资料。
全书共分13章，张艳娥为第1、2、3、4章提供了很多素材，常江、吕晶、潘巍为第5、6章提供了很多
素材，谢智东、李仰志、冯少栋、贺超、马冲为第7、8章提供了很多素材，胡景明、张建锋、张昭为
第9、10章提供了很多素材，冯少栋撰写了10．6节的初稿，张昭撰写了10．7节的初稿，李勇撰写了10
．8节的初稿，朱宏鹏撰写了10．9节的初稿，李伟撰写了10．10节的初稿，姜自森提供了10．11节的
初稿，罗清勇撰写了10．12节的初稿，宋莉撰写了第11章的初稿，胡景明撰写了第12章的初稿，其余
章节由张更新撰写。
甘仲民教授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
全书由张更新统稿并完成定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小卫星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现代小卫星的发展现状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概况，范围广，内容新。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介绍了现代小卫星的发展背景、组成和特点，以及卫星轨道和星座设计、卫星发射
和航天测控等基础知识；从应用的角度介绍了现代小卫星在导航定位、通信、对地观测以及空间科学
技术试验中的应用，并介绍了有关空间电子战(太空战)和信息融合以及天基综合信息网等的基本知识
。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通信与信息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与参考书，也可供信息、航天
和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阅读，达到扩展知识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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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论　1.1　人造地球卫星发展概述　围绕行星旋转的天体称为卫星，它是一种自然天
体。
比如月亮就是地球的卫星。
人造地球卫星是指在外层空间中环绕地球至少运动一圈的一种人造天体，是由人类制造并发射到外层
空间的一种航天器。
本书中所述的卫星都是指人造地球卫星。
自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Sputnik-1）”卫星（也称
为“旅行者1号”卫星）以来，综合了多项现代科学技术的航天技术从许多方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对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军用卫星的发展为例，其应用大大提高了现代军事斗争的整体作战性能，极大地加速了军事现代化
的进程，使军事侦察、通信、测绘、导航定位、预警、监视和气象预报等能力和水平空前提高，它在
军事指挥及作战中起着重大作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世界各国在过去50年里竞相发展自已的航天技术。
截至2008年，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共发射了8 000多个航天器，其中约70％用于军事目的，每天有2 000
多颗卫星在环绕地球运行。
发射卫星的国家按照其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分别是前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中
国、英国、印度和以色列等。
表1.1给出了各国发射的第一颗卫星的基本情况。
从中可见，受当时运载能力及技术水平的限制，早期研制的卫星都具有重量轻（通常小于数百千克）
、功能简单（主要进行探测空间环境等简单的试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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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小卫星及其应用》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小卫星及其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