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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星工程系列是《导弹与航天丛书》的系列之一。
我国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在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正常，我国跨入了
空间大国的行列。
至今，我国成功地研制和发射了30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其中包括当代最重要的三类应用卫星：高
轨道的静止通信卫星、低轨道的返回式卫星和中轨道的遥感卫星。
这些卫星应用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很多部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我国在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中，开展了创造性的科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学科门类
齐全的卫星工程知识体系。
我们组织众多的工程技术专家编写本系列图书的目的，在于将这些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进一步系统化
和理论化，并适当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使其形成一整套航天技术著作，用于指导今后的卫
星研制工作。
本系列图书共有19种29分册，包括卫星工程概论、卫星分系统技术和专业技术，以及探空火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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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是关于卫星姿态运动规律及其控制技术领域的专著。
全书分4册，本书是第2分册，重点阐述卫星姿态测量和姿态确定的基础知识，详细论述自旋卫星、双
自旋卫星和三轴稳定卫星的姿态确定和控制技术，以及应用空间环境力矩的姿态控制技术，最后详细
介绍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测试技术。
　　本书适合于从事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
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2)>>

书籍目录

第8章 卫星姿态测量和姿态确定基础　8.1 概述　8.2 姿态测量及姿态确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8.2.1 
参考矢量法　　8.2.2 惯性测量姿态确定　　8.2.3 统计估计姿态确定　8.3 空间基准场　　8.3.1 地球热
辐射场　　8.3.2 地磁场　　8.3.3 太阳方向场、恒星方向场　　8.3.4 无线电波场　8.4 姿态敏感器　参
考文献第9章 自旋、双自旋卫星的姿态确定　9.1 概述　9.2 姿态信息测量　　9.2.1 地球弧长测量　
　9.2.2 太阳角测量　　9.2.3 转动角测量　　9.2.4 陆标方向测量_　9.3 自旋轴姿态的几何确定法　9.4 
姿态确定的精度　　9.4.1 误差灵敏度系数　　9.4.2 相关角　　9.4.3 姿态确定精度　9.5 姿态确定的几
何限制　　9.5.1 姿态精度对姿态方向的限制　　9.5.2 姿态精度对参考矢量方向的限制　9.6 章动测量
　　9.6.1 用轴向加速度计测量章动　　9.6.2 由光学敏感器测量数据提取章动信息　9.7 摇摆角的测定
　参考文献第10章 三轴稳定卫星的姿态确定　10.1 利用地球敏感器和太阳敏感器确定卫星三轴姿态
　10.2 利用星敏感器确定卫星三轴姿态　10.3 利用全球定位系统确定卫星三轴姿态　10.4 利用轨道罗
盘确定卫星三轴姿态　参考文献第11章 统计估计理论及其在卫星姿态确定中的应用　11.1 统计估计的
基本原理　11.2 统计估计的基本方法　　11.2.1 最小二乘法　　11.2.2 卡尔曼滤波器　11.3 中国东方红
二号通信卫星的姿态确定　11.4 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姿态确定　11.5 中国传输型对地观测卫星的姿态确
定　参考文献第12章 自旋、双自旋卫星的姿态控制　12.1 概述　12.2 自旋、双自旋卫星的运动稳定性
　　12.2.1 卫星姿态运动方程　　12.2.2 轴对称自旋卫星的稳定性　　12.2.3 对称双自旋卫星的稳定性
　12.3 自旋、双自旋卫星姿态控制的任务和方法　　12.3.1 卫星姿态控制的方法　　12.3.2 产生控制力
矩的方法　12.4 自旋、双自旋卫星的姿态机动　　12.4.1 磁力矩控制　　12.4.2 喷气控制　12.5 章动阻
尼及控制　　12.5.1 被动章动阻尼　　12.5.2 主动章动控制　12.6 自旋、双自旋卫星的平旋及其恢复　
　12.6.1 平旋的产生　　12.6.2 单自旋卫星的平旋恢复　　12.6.3 双自旋卫星的平旋恢复　12.7 消旋控
制系统　　12.7.1 消旋方式分类　　12.7.2 消旋控制系统的组成　　12.7.3 消旋系统的工作原理　12.8 
现状及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第13章 三轴稳定卫星的姿态控制　13.1 三轴稳定卫星的喷气控制　　13.1.1
系统特性　　13.1.2 动力学方程和相平面法　　13.1.3 模拟式控制系统　　13.1.4 数字式控制系统　13.2
采用角动量交换装置的姿态控制系统　　13.2.1 动量轮控制系统分类　　13.2.2 轮控系统的构形　
　13.2.3 动量轮的两种工作模式　　13.2.4 轮控系统的各种方案　　13.2.5 扰动力矩描述　　13.2.6 零动
量系统的设计方法　　13.2.7 偏置动量轮的设计方法　13.3 带挠性附件卫星的姿态控制　　13.3.1 卫星
动力学模型　　13.3.2 控制系统分析和设计要求　　13.3.3 使用推力器作为执行机构的单轴控制器的设
计方法　　13.3.4 控制系统的优化方法　13.4 姿态捕获与姿态机动　　13.4.1 姿态捕获　　13.4.2 姿态
机动　13.5 变轨机动期间的姿态控制　　13.5.1 系统模型及解耦　　13.5.2 抗干扰设计考虑　　13.5.3 
晃动零极点分析和晃动滤波器设计考虑　　13.5.4 改善过渡过程性能的设计考虑　参考文献第14章 应
用空间环境力矩的姿态控制技术　14.1 概述　14.2 磁力矩姿态控制系统⋯⋯第15章 卫星姿态控制系统
的测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2)>>

章节摘录

插图：比如定义参考矢量S为卫星至地球中心的连线。
为了测量它，可利用红外地球敏感器。
通常，整个地球红外辐射在视场中形成一个圆盘，此圆盘面的中心和地球中心以及卫星在一条直线上
。
检测出这个圆盘中心即可检测出S的位置。
但实际视场中的圆盘面不是一个理想的圆盘，其“中心”并不是地球中心，有一定的位置误差，既有
常值部分，也有随机变化部分，这使反映S位置的信息包含误差和噪声，即使一个完全理想的红外地
球敏感器也无法绝对准确地确定JS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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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2)》：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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