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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50年代，人类利用航天技术开辟了探索外层空间的新时代，进入21世纪，人类迎来了深空探测
活动的新热潮。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完成了120次成功或基本成功的深空探测活动，探测了太阳系的7颗行星和太阳、
彗星、小行星以及月球，并实现了在火星、金星、土卫六等天体上的软着陆。
已有4个探测器飞出了太阳系。
与此同时，我国的深空探测活动也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2000年和2006年，中国政府分别发布《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2007年2月，标志着中国政府未来空间科学发展蓝图《“十一五”空间科学发展规划》发布实施，指出
未来15年，我国在环月探测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月球探测和以火星为主线的深空探测。
同年10月，《航天“十一五”规划》发布实施，将载人航天工程、月球探测工程等列入重大科技工程
。
同年11月，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奔月梦想，开启了中国人走
向深空探索宇宙奥秘的时代，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具有深空探测能力的国家行列。
深空通信一般是指地球上的实体与处于月球及月球以远的宇宙空间中的航天器之间的通信，包括各行
星表面的区域通信以及地球与太阳系以外星球间的通信。
深空通信是维系人类与深空探测器的纽带，是实现深空探测的基础和重要保证。
美国、苏联是最早开展深空探测和深空通信的国家，欧洲航天局也于21世纪提出了未来20年空间科学
发展的“宇宙全景计划”，深空通信技术正处在不断地向前飞速发展之中。
为了全面系统地阐述深空通信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以及深空通信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力求做到内
容全面、技术新颖、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兼顾基础性、先进性和普遍性，本书以美国NASA的深空网
以及欧洲航天局的深空探测资料为基础，经过全面分析和系统归纳，尽可能将深空通信领域的主要技
术进展和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
本书共分为9章。
第1章概括介绍了深空通信的基础知识，包括深空通信的相关概念、深空通信的主要术语和技术指标
、宇宙空间环境，以及深空通信的发展概况、深空通信的主要特点、系统组成和深空通信的几种基本
技术。
第2章从深空通信链路的重要性出发，主要介绍深空网络链路结构、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数据传
输过程中对可靠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并介绍分析了几种国际上对于克服深空通信干扰、提高通信链路
容量的科研成果，以及链路分析工具。
第3章围绕当今主流的2种深空天线系统，详细介绍了系统要求和制约因素，全面描述了所选的系统结
构，分析和讨论了系统设计的关键技术，概述了天线系统改善方案以及微卫星技术中的天线组阵。
第4章主要介绍了一种应用于深空通信的GMSK解调器以及为通信和导航实现混合GMSK调制和PN测距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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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空通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深空通信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以及深空通信领域研究的热点问
题,基本反映了深空通信发展的现状。
全书共分为9章,内容包括概论、深空通信链路、深空通信天线、深空通信调制、深空通信的差错控制
编码、深空通信的高效信道编码、深空光通信、深空网络、深空通信前景与展望。
　　《深空通信》概念清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可作为高等学校通信、电子和信息类各专业高年级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具有相应水平从事空间探测、航天测控等领域的工程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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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论无垠的太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探索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探索和认识宇宙奥秘，开发和利用宇宙资源，探求人类进入新的活动疆域的可能与途径，这已成为国
际宇航界的三大任务，也是世界各国竞相开展宇宙探测的动力之所在。
人类的探测活动离不开通信技术的支持与保障，通信是维系人类与深空探测器的纽带。
深空通信一般是指地球上的实体与处于月球及月球以远的宇宙空间中的航天器之间的通信，包括各行
星表面的区域通信以及地球与太阳系以外星球间的通信。
本章主要以美国NASA的深空网和深空探测为背景，首先介绍深空通信的基础知识，包含深空通信的
相关概念、深空通信的主要术语和技术指标以及宇宙空间环境情况，然后介绍深空通信的发展概况、
主要特点和系统组成，最后简要介绍深空通信的几种基本技术。
1.1　深空通信的基础知识1.1.1　深空通信的相关概念外层空间（Outer Space）是地球稠密大气层之外
的宇宙范围，简称外空或空间（Space），又称太空。
“外层空间”一词首次由Herbert George Wells于1901年提出，“空间”一词则首次由John Milton于1667
年在著名史诗Paradise Lost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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