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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卫星无线电测控原理和工程技术的专著。
全书共16章，分上、下两册。
下册8～16章着重介绍工程设计及卫星上主要部件的设计，包括天线技术、数据管理技术等，并从系统
工程角度介绍了测控系统（星地一体化设计）及地面测控网，面对卫星无线电测控技术的快速发展，
还介绍了空间数据咨询委员会（CCSDS）的研究成果和发播标准中有关卫星无线电测控技术的内容，
最后介绍了作为未来卫星测控的重要发展趋势——天基测控。
　　本书可供从事航天器研究、设计、试验和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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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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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地面对卫星进行遥测、遥控目前均利用无线电通道，但对卫星跟踪测轨却分为光学和无线电两
种。
光学是在地面上依靠光学跟踪经纬仪、激光测距仪等光学手段进行跟踪测轨，目前较少采用，仅作为
辅助手段。
无线电跟踪测轨，它是利用无线电技术测量卫星与地面站之间的角度（方位角、俯仰角）、距离、相
对速度，其本身也是一个无线电信息传输系统，不过其无线电波所携带的信息是卫星位置、速度的信
息。
不论什么类型的人造卫星，无线电测控是作为各种卫星所必须具备的分系统，和卫星电源、结构、热
控、姿轨控等星上分系统一样，是属于卫星的服务系统，是卫星服务舱（或称公用服务平台）的基本
组成之一；但不同的是无线电测控包含了星上部分和地面部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有
效的、完整的功能系统。
星上部分包括了跟踪测轨、遥测、遥控的星载设备以及星上天线；地面部分包括了地面跟踪天线及地
面测控站的接收发射调制解调设备以及信息处理、记录、存储及控制管理设备等。
随着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卫星无线电测控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大中型卫星遥测参数已多达上千
条，并发展了可编程遥测、分包遥测等技术；星上遥控指令也多达数百条，并能向星上注入大量的程
序和数据，发展了各种抗干扰编码措施、保密指令和分包遥控等。
随着微处理器在卫星上的广泛应用，卫星遥测遥控也大多采用了星上计算机，通过总线控制多个星上
远置单元进行遥测信息采集和指令控制，形成了星载数据管理系统（OBDH：On Board Data Handling
），从而把遥测遥控统一起来，并且在信道上与跟踪测轨结合成统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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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无线电测控技术(上)》：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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