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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星通信自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逐渐成为区域与跨洋通信、国家基
础干线通信、国际军事通信、行业及企业专网通信乃至个人通信的重要手段。
进入到20世纪末，卫星通信面临地面高密度、大容量光纤通信的严峻挑战，但随着信息全球化、互联
网、数字多媒体通信以及视频、音频业务的增长，通信个体化、机动性及无缝覆盖的需求，卫星通信
己转向其具有独特优势的方向发展。
当前卫星通信的业务范围为：卫星固定通信、卫星移动通信、卫星电视直播／数字多媒体直播、卫星
宽带通信等四个方面。
其中，卫星宽带通信正处在发展的培育期，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已成为地面通信网和地面移动网的一种
延伸和补充，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应急通信和个人通信，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本书详细介绍了卫星通信系统的发展、组成、关键技术及应用。
作者根据多年在卫星通信系统方面的研究工作积累，对卫星通信业务范围内的系统工作机理、关键技
术等进行了介绍。
该书在对卫星通信的基本概念、卫星轨道、电波传播、卫星通信系统天线、空间段、地面段介绍的基
础上，对卫星通信系统通信体制、卫星链路性能、卫星通信系统多址接入技术进行了论述。
对卫星通信系统面临的干扰问题，分析了不同种类的干扰对卫星通信系统性能的影响以及卫星通信系
统的抗干扰技术特点。
针对卫星星座通信系统，介绍了单层及多层卫星星座的设计方法，并对不同轨道卫星在各种覆盖区域
要求条件下的星座特性进行了分析，重点介绍了卫星星座稳定性结构的设计思想及方法。
针对卫星通信组网技术，介绍了卫星通信网络结构、单层和多层卫星通信网络路由技术、切换技术、
星上处理技术、星上交换技术和移动性管理策略，总结了当前卫星通信网络采用的新技术。
随着卫星广播事业的迅猛发展，卫星广播技术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数字时代，该书介绍了目前卫星数
字广播系统采用的DVB.S、DVB-S2、DVB.RCS等新体制及工作流程。
最后，该书介绍了卫星通信业务及实际在轨运行的卫星通信系统及应用。
该书既有理论论述，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技术分析与介绍，此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的通信电子
教育做出应有的贡献。
可以预期，此书将受到相关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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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通信系统由于具有三维无缝覆盖能力、独特灵活的普遍服务能力、覆盖区域的可移动性、广
域复杂网络构成能力、广域Internet交互连接能力，以及特有的广域广播与多播能力，对应急救灾的快
速灵活与安全可靠的支持能力等特点，已经成为实现全球通信不可或缺的通信手段之一。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卫星通信系统的相关技术，包括基本概念、卫星轨道的空间参数、卫星通信电波传
播特性、卫星天线、卫星系统构成、卫星通信体制、卫星链路特性、移动卫星组网设计等内容。
此外，还对卫星通信的新技术应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介绍了卫星通信抗干扰技术、卫星数字广播系
统、卫星互联网技术，以及卫星通信业务和卫星通信系统的应用。
本书内容新颖，概念清楚，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本书适合于从事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研究与设计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高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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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地球静止轨道（GEO）　　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优点是只需3～4颗卫星就可覆盖除两
极以外的全球区域，现已成为全球洲际及远程通信的重要工具，并且已在部分地区的陆、海、空领域
的车、船和飞机移动通信中占有一定的市场，但由于星地之间距离较远，因而链路损耗大，传输时延
长，使得卫星和移动用户终端的体积和成本都增大，因此支持手机移动通信还比较困难。
随着技术的进步，已有支持手机移动通信的静止轨道卫星升空，不过支持个人手机移动通信的主要是
利用中低轨道的通信卫星。
区域性卫星移动通信主要采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其典型的代表是国际移动卫星系统的第一代、第二
代。
1976年，美国通信卫星公司开发了海事卫星系统，目的是为船舶与陆地用户之间提供区域性移动通信
服务，后由国际海事组织倡导成立了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并于1982年开始提供全球海上移动通信业务
。
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已发展成为海上、陆地和空中全方位提供卫星移动通信服务
的全球性通信组织，并于1995年正式更名为国际移动卫星组织，国际海事卫星系统也随之改为国际移
动卫星系统。
　　（2）低轨道（LEO）　　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系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设想，低轨道的
卫星移动通信星座实现全球覆盖需要数十颗甚至数百颗，现已成为卫星移动通信发展的热点。
这是因为它的轨道低，一般在500～1500km的高度上。
信号衰减损耗小，能获得有效的频率复用，1990年6月，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率先推出实现全球个人移动
通信的“铱”系统计划，用66颗低轨道卫星星座组网，实现地球上的任何两个移动用户之间的通信
，1998年11月开通了全球移动电话业务。
由美国劳拉公司和高通公司倡导发起的全球星系统，利用48颗绕地球运行的低轨道卫星在全球范围（
不包括南北极）向用户提供无缝隙覆盖的低价卫星移动通信业务（包括语音、传真、数据、短信息、
定位等）。
用户使用双模式手持机，可实现全球范围内任何地点、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的通
信，即所谓的全球个人通信。
1994成立了年全球星公司，目前，全球星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主体已经完成，48颗在轨卫星另加4颗备
用卫星的空间部分已部署完毕，全球的十几个关口站也相继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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