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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密切结合载人航天工程，从交会对接基本轨道原理与姿态运动出发，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交会对接
过程中轨道动力学模型、交会对接的飞行策略、导引与控制规律、发射窗口等问题，全面完整地绐出
了工程实用的理论模型和工程仿真算例。
主要内客包括：交会运动理论；远程段变轨、调相与导航过渡段设计；近程段制导与轨迹控制；最终
逼近段的相对状态测定、估计与控制；联接机构与联接动力学；对接后的分离与轨道转移；交会飞行
程序设计与发射时间选择。
    本书是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学习和掌握航天器交会对接技术的一本优秀教材和科技参考书，主要读
者对象为载人航天设计师以及高校航天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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