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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自古以来，月球引发了人们无尽的遐想，探索月球一直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
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以其独特的空间位置和潜在资源，成为人类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
。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在2020
年前将实现&ldquo;绕、落、回&rdquo;的目标。
嫦娥1号卫星圆满完成绕月探测任务后，2010年10月1日，嫦娥2号卫星成功发射，直接地月转移，成功
环月，有效探测，开展了一系列技术试验验证，获得了迄今为止最高分辨率的全月图，并飞离月球，
奔赴日地拉格朗日L2点，实现了我国空间探测由40万千米到150万千米的跨越。
　　火箭发射、星箭分离以后，飞行控制成为绕月探测卫星飞行任务实施的主线和影响成败的关键。
嫦娥2号卫星的飞行控制是一项多学科、高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与近地航天器飞行控制相比较，具
有飞行距离远、通信时延长、技术动作多、控制精度高、实施风险大等特点，在飞行控制系统设计、
工作模式、实施方案、风险分析、故障预案等诸方面达到了我国航天器飞行控制的最高水平，这也是
工程总体和测控通信、卫星、地面应用等各系统密切配合、大力协同取得的成果。
　　本书紧密结合嫦娥2号卫星飞行控制的实施，系统论述了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的技术基础和技
术体系，全面阐述了飞行控制的总体技术和各阶段的实施要点，是对我国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过程
中积累的专业技术和经验的重要归纳与总结，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地阐述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
技术的论著。
本书将对参与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的各系统进行技术交流、优化设计发挥重要作用，也能为后续月
球探测及深空探测任务的飞行控制提供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
　　随着探月工程和后续深空探测工程的实施，飞行控制面临更高的要求、更新的技术，需要我们不
断积累、勇于创新，去迎接新的挑战。
衷心祝愿我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再创辉煌。
　　探月工程总指挥　　2011年9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

内容概要

　　《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紧密结合嫦娥2号卫星飞行控制的实施，系统论述了绕月探测卫星飞
行控制的技术基础和技术体系，全面阐述了飞行控制的总体技术和各阶段的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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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监控显示系统接收主机发送的各种处理信息，根据飞行控制任务需要，加工、处理
成各种图形（包括立体图形）、表格、文字等，此外还需对图像等信息进行处理，因此数据量很大。
 为了适应不同人员、不同层次的监视显示需求，监控显示系统软、硬件工作环境比较复杂，有多种软
件平台和多种图形工具，要在各种不同的工作站上运行，要能驱动多种显示设备和传输设备。
 监控显示系统的软件主要有微机综合显示处理软件、三维图形软件、LED显示软件、多媒体显示软件
。
 （3）事后数据处理分析软件 事后数据处理分析软件是对飞行控制任务过程中实时记录的各类数据进
行精确处理、分析的软件，一般指遥测信息准实时处理软件和事后数据处理软件。
 遥测信息准实时处理通常在卫星出现异常后或进行状态分析时，为迅速定位异常原因或确认卫星状态
而将遥测记盘数据提取或回放处理，为状态确定提供依据。
外测事后数据处理软件对实时飞行任务过程记录的测量信息，以较精确的算法修正测量设备系统误差
、电波折射误差，压缩随机误差，最终获得高精度的外测数据。
 （4）仿真软件 仿真软件是仿真系统中所用软件的总称。
仿真软件主要完成飞行控制任务仿真，也可在任务过程中通过“超实时仿真”的形式验证飞行控制策
略或故障处理对策的正确性。
飞行控制任务仿真就是用简化的实物、半实物或数字方法来模拟实际飞行控制任务过程及该过程中测
控系统、卫星系统的工作状态，建立仿真环境。
一般情况下，仿真系统包括测控站仿真系统（简易USB）、数字仿真系统和飞行控制模拟器系统。
 仿真软件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卫星状态仿真软件。
主要仿真与卫星控制相关的部分，如遥测信息传输、遥控指令接收及执行过程、卫星各分系统状态等
。
 动力学仿真软件。
通过计算地、日、月对卫星的作用力及卫星的机动力，仿真卫星的轨道和姿态变化情况。
 空间环境仿真软件。
仿真卫星在飞行中的地、日、月、恒星或其他飞行体的位置或状态。
 测控网仿真软件。
仿真测控网中各测控站在可观测弧段的各类测量信息及接收飞行控制中心通过该测控站发送的上行控
制信息。
 1.4.2系统验证 飞行任务实施前，飞行控制中心要进行充分的联调联试工作，以验证参试任务系统的可
靠性和飞行控制实施方案的正确性。
根据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将联调联试工作分为飞行控制内部演练、对外测控信息联试、天地一体化
联试验证和专项演练等4个阶段。
各阶段联调联试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如下。
 （1）内部演练 在任务前期准备阶段，飞行控制中心主要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协调与任务分析、中心建
设改造方案及飞行控制实施方案的制定、飞行控制平台的建设（包括硬件平台的建设和软件系统的开
发）等工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

编辑推荐

《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首次重点论述了我国绕、月探测卫星的飞行控制原理与技术，可作为后续
探月工程和深空探测器飞行控制的有益借鉴，也可供从事深空探测领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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