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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航天器的轨道测量与确定是航天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航天器按预先设计的状态飞行、
工作，完成规定航天任务的重要支柱。
几十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航天测控系统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已
经建成了满足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等航天飞行任务要求的航天测控网；同样地，航天器轨道测量数据
处理与定轨技术也在不断地提高和进步。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学试验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各类应用卫星应运而生，它们对航天器轨道测量与
数据处理技术提出了更高、更多和更新的测量任务及要求。
例如，提高了定轨精度的要求；增加了航天器运行轨道结果参数的多样性；有些航天任务还提出了实
时精确定轨的要求，甚至要求在较短观测弧段内精确确定航天器运行轨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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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EMBET”自校准技术的基本原理，以及精确确定航天器轨道的方法和各种应用公式
。
主要内容包括“EMBET”自校准即使的基本原理、基于轨道约束“EMBET”自校准技术的基本原理、
轨道数据系统误差模型辨识的数学原理和方法、两种测轨体制和几种常用轨道根数的自校准定轨方法
、具有实时性的递推自校准定轨技术及改进方法、基于AR模型的轨道约束自校准定轨技术和自校准技
术参数估计改进方法等。
　　本书为提高测轨数据和定轨精度全面地论述了航天测控系统总体设计和测轨数据预处理方法的改
进途径；深入地阐述轨道约束自校准技术在航天测控系统测量精度自鉴定、测站站址误差休整和多测
速数据自定位定轨中的应用。
　　本书可供从事航天测控系统总体设计、精度评定和轨道测量数据处理工作的科研人员，以及高等
院校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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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近40年来，我国的航天技术和航天器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航天系统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航天
测控系统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我国已经建成适应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航天系统任务要求的相互兼容的航天测控网；同样地，轨道测
量数据处理技术也在不断地提高和进步。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以及国民经济、科研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和需要，各类科学研究和
试验卫星、军用和民用的应用卫星应运而生，它们又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科研试验和军事技术服务。
同时，它们对航天器轨道测量与数据处理技术提出了更高、更多和更新的测量任务和要求。
因此，为了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的需要，迅速提高我国轨道测量数据处理技术是急不可待的。
根据航天任务的发展，它对轨道测量与数据处理的要求，增加了下述几个新的特点。
航天技术和应用的发展，首先是对航天器轨道确定的精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例如为国民经济和军事技术服务的导航卫星、测地卫星和侦察卫星等，都需要测轨系统提供其在空间
运行的高精度轨道或空间轨迹，从而可为用户做到精确导航定位，测定地面点位的精确位标，或者有
效地监视、跟踪目标并确定目标的精确位置以及获取清晰的资料等。
又例如海洋监视军事卫星可以有效地鉴别海上舰船目标，并准确地确定其位置、航向和航速，甚至为
军事空间武器系统提高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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