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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TK在航天任务仿真分析中的应用》研究了利用STK（Satellite Tool Kit）进行航天任务仿真分析
的问题，利用STK不仅提高了仿真分析的效率和效果，而且解决了复杂航天任务的仿真分析问题，对
提高航天任务仿真分析的技术水平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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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利用三维图形显示发射坐标轴和本体坐标轴 利用三维图形可以显示创建的发射坐
标轴，同时为了验证发射坐标轴的正确性，也可以同时显示地面站本体坐标轴以进行比较。
 （1）在场景中打开地面站Xichang的Properties页面，打开3D Graph—ies—Vector页面。
 （2）在出现的组件选择框中选中Body Axes，使其后的Show复选框为选中状态，在右边出现的页面中
设置矢量在三维图形中显示的颜色，并选中Show Label选项。
 （3）单击组件选择框下面的Add⋯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Available选项下的Xichang文件夹中新建
的Launch—axe，单击Insert按钮将其插入到Selected选项中；单击OK按钮返回。
 （4）此时在组件选择框中出现launch—axe Axes，确定其后的Show复选框为选中状态，并在右边的页
面设置矢量在三维图形中显示的颜色，并选中Show Label选项，单击Apply按钮后再单击OK按钮。
 （5）返回到场景后在View菜单下面，选择New 3D Graphics Window，创建一个三维图形；单击3D
Graphics工具栏上的View From／To，设置View选项为From Position to Position，并设置From Position
和To Position均为Xichang，单击OK按钮。
 （6）将鼠标点入三维图形窗口，通过拖拉鼠标调整三维图形的视角，调整出适当的角度即可得到如
图3—7所示的图形，图中显示了地面站Xichan9的Body坐标轴和新建的发射坐标轴。
由图可见，显示的两个坐标轴与图3—4和图3—5定义的情况相同，说明创建的发射坐标轴是正确的。
 5.添加运载火箭 运载火箭是本次仿真的关键组件，下面将首先在场景中添加一个运载火箭。
再利用创建好的外部文件设置运载火箭的飞行弹道和飞行姿态。
 （1）从Object Catalog中选择launchVehicle，并确定其Central Body forObject为Earth，单击Insert按钮将
其插入到场景中，并将其改名为cz。
 （2）打开Cz的Properties选项，在Basic—Traiectory页面，将Propa—gator选择为StkExtemal，然后在下
面的Filename中选择按照如图3—2创建的外部星历文件，单击Apply按钮后再单击OK按钮。
 （3）在Basic—Attitude页面Precomputed部分选中0verride Basic＆Target Pointing Attitude for specified times
，在File部分选择如图3—3创建的外部姿态数据，单击Apply按钮后再单击0K按钮。
这样就完成了运载火箭的添加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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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TK在航天任务仿真分析中的应用》适用于使用STK进行航天任务设计与分析的科研人员，同时也
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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