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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星通信网络作为获取、融合、分发、处理空间信息或资源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在气象预测、环
境与灾害监测、资源探测、导航定位、通信广播、数字化城市和数字地球等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及作
用，已成为我国急需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性工程。
空间信息的获取与应用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有效提高该国的政治、经
济、军事地位，是标志国家综合实力的特征之一。
　　当前，世界主要航天国家正在开展卫星网络信息技术的研究。
其中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航天能力，在卫星网络的研究和建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俄罗斯已提出建立军民两用的卫星综合信息网——“多功能卫星通信和远程地球监视系统”
（ROSTELESAT）。
欧盟准备在各国航天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泛欧军用航天系统。
欧州航天局与意大利已开始验证卫星网络的研究并获得了初步进展。
自“东方红一号”发射上天30多年以来，我国的航天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美、俄等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卫星数量较少，没有组成卫星通信网络。
　　目前世界上主要航天国家都在调整并制定2l世纪航天发展战略。
总的趋势是：各国的航天活动更加注重实效，把下一步发展目标定位于在完善卫星系统种类和提高卫
星系统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小型卫星并建立网络化的新型综合性卫星通信体系。
而建立网络化的卫星系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星上路由技术。
国外在卫星网方面的研究比较早，陆续推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商用和军用价值的卫星网络系统，在基于
卫星网的路由技术上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国内近年来针对卫星网络路由技术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实用的卫星
网动态路由系统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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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通信网路由技术及其模拟》共分三篇，第一篇是卫星通信网及其路由技术，系统阐述了卫
星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相关知识、卫星通信网体系结构与研究热点、卫星网路由技术的分析及其
面临的主要问题，全面分析了现有的卫星网路由技术研究成果；第二篇介绍适用于卫星网的模拟工具
，包括NS简介与安装、NS脚本语言、NS的离散事件机制和分裂对象机制、卫星节点的模拟、卫星链
路的模拟、定时器和分组头、跟踪文件支持以及常用的分析与调试工具；第三篇是卫星网路由技术模
拟，详细介绍了DRA路由技术、SGRP路由技术、SDRA-MA路由技术在NS中的模拟实现。
　　《卫星通信网路由技术及其模拟》概念清晰、选材新颖、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实用性强，既可
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大学高年级学生、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参考用书，对从事卫星通信网络研究的
科技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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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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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卫星通信是指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或反射空间电磁波来实现信息传输的通信技术
。
卫星通信是宇宙无线通信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微波通信发展的特殊形式之一。
卫星通信使用微波频段（300MHz～300GHz），其原因，除了可获得通信容量大的优点之外，主要是
考虑到卫星处于外层空间（即在电离层之外），地面上发射的电磁波必须能穿透电离层才能到达卫星
。
同样，从卫星到地面上的电磁波也必须穿透电离层，而微波频段恰好具备这一条件。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活动领域已扩大到地球大气层以外的空间。
为了满足宇宙航行传递信息的需要，宇宙（空间）无线电通信也随之发展起来。
国际电信联盟（ITU）和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从1959年起开始把宇宙（空间）通信列为新
的课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建议。
1963年召开了世界临时无线电行政会议（EARC），为宇宙通信指定了法规，分配给10G：Hz以下的频
带。
1971年又为宇宙通信召开了世界无线电行政会议（WARC），将分配的频段扩展到275GHz~修订了有
关的技术标准，并对宇宙无线电的术语及其定义作了统一的规定。
1979年WARC又作了新的规定：以宇宙飞行体或通信转发体为对象的无线电通信称为宇宙通信。
它包括3种形式：（1）地球站与宇宙站之间的通信；（2）宇宙站之间的通信；（3）通过宇宙站的转
发或反射进行地球站之间的通信。
通常人们把第三种形式称为宇宙通信。
这里所说的地球站是指设在地球表面（包括地面、海洋或大气层）的通信站，而把用于实现通信目的
的人造卫星称为通信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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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通信网路由技术及其模拟》特点　　《卫星通信网路由技术及其模拟》对卫星通信网的热
点问题——卫星通信网路由协议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系统介绍了模拟工具，最后运用模拟工具对卫星
网络的搭建和协议进行了模拟。
《卫星通信网路由技术及其模拟》将为从事卫星通信网模拟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工程人员提供重要的借
鉴作用。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是一项具有明确国家目标的国家科技计划，是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
“863”通信高技术丛书，是对通信信息领域的课题以及相关重大专项的成果总结，被新闻出版总署列
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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