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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10月，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国人飞向太空的历史性跨越，这是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开创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为进一步牵动我国相关产业和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进一步开发、利用空间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国的
国际威望和民族凝聚力，激发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实现伟大振兴的信心和决心，国家决定，继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重大突破之后，计划自2004年2月起，分“绕、落、回”三个阶段实现月球探测工
程。
月球探测工程与近地空间航天工程不同。
为了探讨环月探测器从发射到进入环月轨道过程的测控问题，郝岩同志在总结我国近地卫星、地球同
步卫星测控工程设计、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深空测控网》一书。
在书中，他紧密围绕对月球探测器的跟踪测量与控制等问题，论述了深空探测跟踪任务特点、我国深
空测控网的结构、对月球探测器飞行路线测控覆盖要求和深空测控网运行机理，并运用二体理论，采
用解析方法，通过大量计算，分析了月球探测器的轨道特征和测量几何特征，提出了我国深空测控网
的设计、建设思路。
同时对行星探测方式和测量几何也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深空测控网》一书是在深空探测系统工程领域阐述深空测控网的一本专著，其内容系统完整，既注
重理论性又注重实用性，对于从事航天测控系统分析和研究的技术人员大有裨益，对于我国月球探测
器地面测控系统工程设计、建设也会产生影响，对我国从事航天系统工程的专业技术人员将大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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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深空探测系统工程领域阐述深空测控网的一本专著。
全书共分4章，分别论述深空探测及其探测方式、深空跟踪任务分析、深空网及其结构和深空网运行
技术。
为使论述的问题具体，本书以环月探测为例，根据二体理论，将地月转移轨道和月心双曲线轨道进行
线性组合，运用二体理论，在轨道平面对探测器从地月转移轨道至月心双曲线轨道转移、中途导航及
其策略和环月目标轨道捕获及其策略进行了分析、计算。
 　　本书内容系统、完整，并力求与实际工程相联系，其特点是既注重理论性又注重实用性。
适合于从事航天测控系统分析与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航天测控专业的教材和研究生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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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在（3）基础上，探测器沿弹道式轨道在月球表面软着陆，进行实地探察，信息传回地球
。
（5）探测器由轨道器和着月器组成。
在（3）基础上，着月器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机械人采集样品，样品送至着月器上升段返回舱，着月
器上升段起飞进入环月轨道与月球轨道器对接，上升段与返回舱分离，轨道器发动机启动，带返回舱
逃逸月球，进入返地椭圆轨道，轨道器发动机再启动并与返回舱分离，返回舱将样品带回地球。
这种探测方式可以是有航天员参与的，例如阿波罗奔月工程；也可以是无人参与的，但需高精度的无
人交会、对接技术。
月球探测方式是靠深空网和月球探测器的有关系统配合，经多次机动控制实现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的早期月球探测方式（第1种和第2种）是可以跨
越的，第3种探测方式具有实际意义与理论意义。
地月转移轨道可由运载器直接实现，也可在运载器实现的初始中间轨道基础上经探测器多次变轨生成
多条中间轨道及最终生成地月转移轨道。
地月转移轨道设计涉及运载器起飞和探测器到达拼接点时月球相对于地球的初始相位和相遇时相位问
题。
本书不讨论如何设计探测器的地月转移轨道，但对探测器跟踪测量、中间轨道变轨、中途导航以及捕
获环月目标轨道必然涉及探测器的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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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空测控网》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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