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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和动力学分析》(作者周志成、曲广吉)以现代通信卫星为代表的地球静止轨
道(GEO)航天器为设计研究对象，在系统工程方法论和航天器总体设计框架体系指导下，结合几十年
航天工程实践，并从航天器设计学科高度，系统总结和详细介绍了GEO航天器总体设计、动力学与控
制分析仿真、多学科设计优化和设计验证的技术内容和理论方法。
全书编写遵循系统性、可读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的宗旨要求，并在有关章节设置了工程应用
范例。

    全书共分15章。
第1章为绪论；第2、3章为轨道动力学和空间环境；第4、5、6章为航天器总体设计、有效载荷设计和
主要分系统设计；第7章为航天器总体设计优化方法，包括构型拓扑优化、设备布局优化、结构参数
优化、总体参数多学科设计优化；第8章为航天器结构动力学、模型修正、力学环境和力学试验；第9
～13章为柔性、晃动、多体和热致微振动等动力学以及动力学与控制仿真；第14章为航天器总体设计
、分析、优化范例；第15章为可靠性设计、分析、验证。

    《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和动力学分析》读者对象为航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航天器总体设计、动
力学与控制分析仿真、优化设计理论方法研究应用的科技人员、教师和研究生，也可作为空间飞行器
设计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和动力学分析>>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航天器设计的研究范畴和基本内涵 1.2 航天器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方法 1.2.1 航天器工程
1.2.2 航天器系统工程 1.2.3 航天器任务分析和总体设计方法 1.3 航天器动力学（工程）的分析研究方法
1.3.1 现代航天器动力学的主要特征 1.3.2 航天器动力学（工程）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
1.3.3 航天器动力学（工程）的研究方法 1.4 我国通信卫星工程的研究进展和重要意义 1.4.1 通信卫星工
程发展应用概况 1.4.2 通信卫星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1.4.3 发展通信卫星工程重要意义 第2章 航天器轨道
动力学 2.1 引言 2.2 航天器二体问题 2.2.1 二体问题解析解和轨道根数 2.2.2 二体问题的应用 2.3 航天器轨
道摄动 2.3.1 轨道摄动方程 2.3.2 地球非球形摄动 2.3.3 其他摄动 2.4 轨道转移 2.4.1 共面圆轨道最优转移
2.4.2 共面椭圆轨道双脉冲最优转移 2.4.3 异面轨道转移 2.5 GEO航天器轨道设计 2.5.1 GEO转移轨道变轨
策略 2.5.2 东西和南北位置摄动与保持 2.6 高轨星座对地覆盖设计分析 2.6.1 高轨星座任务类型和设计要
求 2.6.2 区域和全球单重覆盖星座设计 2.6.3 区域和全球双重覆盖星座分析 2.6.4 预警星座导弹红外目标
弹道估计与误差分析 第3章 航天器空间环境 3.1 引言 3.1.1 空间环境基本要素及影响 3.1.2 航天器空问环
境工程设计的目标和内容 3.2 地球空间环境 3.2.1 太阳活动 3.2.2 地球大气层 3.2.3 地球电离层 3.2.4 地球
磁场与磁层 3.2.5 空间带电粒子辐射 3.3 航天器空间环境效应 3.3.1 空间辐射环境效应类型 3.3.2 空间环境
效应分析 3.4 航天器空间环境效应防护设计 3.4.1 电离总剂量效应防护设计 3.4.2 单粒子效应防护设计
3.4.3 表面充放电效应防护设计 3.4.4 航天器内带电效应防护设计 3.5 空间环境和效应在轨监测 3.5.1 航天
器在轨异常／故障与空间环境的相关性 3.5.2 航天器内外环境及其环境效应监测 3.5.3 典型的环境与效
应监测仪器 第4章 航天器总体设计 4.1 引言 4.2 航天器总体设计任务分析 4.2.1 用户任务要求和卫星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分析 4.2.2 航天器轨道选择和分析 4.2.3 有效载荷技术指标分析 4.2.4 卫星平台功能需求和
主要技术指标分析 4.2.5 卫星与大系统接口要求分析 4.3 航天器总体方案设计 4.3.1 有效载荷方案设计
4.3.2 卫星平台主要分系统方案设计 4.3.3 卫星总体参数预算 4.3.4 卫星平台构型和承力结构方案设计
4.3.5 卫星设备布局方案设计 4.3.6 卫星轨道设计分析 4.3.7 卫星接口设计 4.3.8 总体方案系统性能分析 4.4
航天器总体详细设计 4.4.1 卫星主要分系统详细设计 4.4.2 卫星总装设计 4.4.3 卫星总体电路设计 4.4.4 卫
星环境试验设计 4.4.5 卫星综合测试设计 4.4.6 卫星飞行程序设计 4.5 航天器研制技术流程 第5章 航天器
有效载荷设计 5.1 引言 5.1.1 GEO航天器有效载荷分类和特点 5.1.2 GEO航天器有效载荷设计任务和要求
5.1.3 GEO航天器有效载荷技术发展 5.2 通信卫星有效载荷设计 5.2.1 通信卫星有效载荷指标分析 5.2.2 通
信卫星天线设计 5.2.3 通信卫星转发器设计 5.2.4 移动通信卫星新型有效载荷设计 5.2.5 宽带通信卫星新
型有效载荷设计 5.2.6 激光通信卫星新型有效载荷设计 5.3 跟踪中继卫星有效载荷设计 5.3.1 跟踪中继卫
星功能任务及其系统和有效载荷组成 5.3.2 跟踪中继卫星有效载荷主要技术指标分析 5.3.3 跟踪中继卫
星有效载荷设计 5.4 遥感卫星有效载荷设计 5.4.1 遥感卫星功能任务及其分类 5.4.2 遥感卫星有效载荷主
要技术指标分析 5.4.3 遥感卫星有效载荷设计 第6章 航天器主要分系统设计 6.1 引言 6.2 航天器结构分系
统设计 6.2.1 结构分系统设计任务和要求 6.2.2 主承力结构设计 6.2.3 结构板及结构连接设计 6.2.4 太阳翼
机械设计 6.2.5 结构分析及试验 6.3 航天器热控分系统设计 6.3.1 热控分系统设计任务和要求 6.3.2 航天器
热控技术 6.3.3 航天器热控设计 6.3.4 航天器热分析 6.3.5 航天器热平衡试验 6.4 航天器姿态与轨道控制分
系统设计 6.4.1 控制分系统设计任务和要求 6.4.2 姿态测量系统方案设计 6.4.3 姿控执行机构方案设计
6.4.4 控制系统控制器设计 6.4.5 控制系统试验验证 6.5 航天器推进分系统设计 6.5.1 推进分系统设计任务
和要求 6.5.2 典型推进系统 6.5.3 推进系统方案设计 6.6 航天器供配电分系统设计 6.6.1 供配电分系统设计
任务和要求 6.6.2 航天器供配电技术 6.6.3 供配电体制及电源调节方案设计 6.6.4 太阳电池阵及蓄电池设
计 6.6.5 总体电路设计 6.7 航天器测控分系统设计 6.7.1 测控分系统设计任务和要求 6.7.2 航天器测控体制
和测控技术 6.7.3 测控任务分析及测控方案设计 6.7.4 测控链路预算及测距精度分析 6.8 航天器数据管理
分系统设计 6.8.1 数管分系统设计任务和要求 6.8.2 数管分系统体系结构设计和工作模式 6.8.3 星载计算
机选用和数管软件设计 6.8.4 数管分系统的总线设计和自主管理 6.9 航天器综合电子系统设计 6.9.1 综合
电子系统设计任务和要求 6.9.2 综合电子系统方案设计 ⋯⋯ 第7章 航天器总体设计优化方法 第8章 航天
器结构动力学与力学环境 第9章 航天器柔性耦合动力学 第9章 航天器柔性耦合动力学 第10章 航天器液
体晃动动力学 第11章 航天器多体动力学 第12章 航天器热致微振动动力学 第13章 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
总体仿真 第14章 航天器总体方案设计分析优化范例 第15章 航天器可靠性设计和故障对策 缩略词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和动力学分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和动力学分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5.1.1 GEO航天器有效载荷分类和特点 GEO航天器有效载荷按应用领域，可划分为通信、跟
踪中继、遥感和导航等载荷。
 （1）GEO通信有效载荷：根据所提供的业务类型，又可分为通信广播、移动通信、宽带通信和激光
通信等载荷。
其中，通信广播有效载荷能提供直接到户甚至直接到手持机的音频和视频广播等业务；移动通信有效
载荷能提供个人手持终端之间的话音、短消息、数据通信等业务；宽带通信有效载荷能为用户提供话
音、视频、数据、图像等多媒体通信业务；激光通信有效载荷采用激光作为信息载体进行通信，主要
提供高速数据传输业务，是通信卫星的重要发展方向。
通信卫星有效载荷主要包括天线和转发器分系统；对于激光通信卫星，还包括瞄准捕获跟跞分系统。
 （2）GEO跟踪中继有效载荷：主要提供地面站对卫星、飞船、飞机等的跟踪和高速数据传输业务，
能将用户航天器提供的数据、遥测等信息中继至地面站，并能传输地面站对用户航天器的控制指令和
数据等信息。
其有效载荷主要包括天线、转发器和捕获跟踪分系统。
 （3）GEO遥感有效载荷：主要通过主动或被动等观测设备获取卫星监视区域内目标的遥感信息，并
将获得的数据发送到地面站；根据有效载荷的工作频段，可分为光学遥感载荷（主要包括可见光、红
外、紫外等频段）和微波遥感载荷（主要包括L、S、C、Ku、Ka等频段）两大类；根据载荷任务，可
分为气象、对地观测、电子侦察、导弹预警等有效载荷。
 （4）GEO导航有效载荷：主要用于区域卫星导航，实现导航定位、授时和测速等功能，其有效载荷
包括导航分系统和天线分系统等。
本章重点对GEO通信卫星、跟踪中继卫星和遥感卫星有效载荷的技术指标分析方法和系统设计方法进
行介绍。
 5.1.2 GEO航天器有效载荷设计任务和要求 航天器有效载荷设计是根据用户需求分析，并在运行轨道
、卫星平台和应用系统等的约束下开展的。
在用户需求分析基础上，确定有效载荷功能组成和性能指标要求及其运行轨道；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有
效载荷初步设计，形成对卫星平台的承载能力、设备布局能力、控制能力、供电能力和散热能力等基
本要求，支持平台选型和改进设计；在平台和应用系统的约束下，进一步设计形成有效载荷方案，并
将系统指标逐步分解到有效载荷各分系统和各单机，支持开展各分系统和单机的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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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和动力学分析》读者对象为航天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航天器总体设计、动力
学与控制分析仿真、优化设计理论方法研究应用的科技人员、教师和研究生，也可作为空间飞行器设
计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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