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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是《导航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的一本技术专著，由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多位专家共同编写，主要论述了航天器自然轨道的理论基础、轨道设计和轨道确定以及受控
运动时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本书为下册，共6章，内容包括：轨道控制系统，变轨控制和轨道机动，轨道保持与星座控制，空间
交会对接，返回与着陆控制，地月及行星际飞行的轨道控制。
它涵盖了中国航天器在轨道控制技术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在编写中也涉及国外轨道控制
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
本书的特点是注意结合航天任务的要求，强调原理与设计相结合，以增强工程实用性，并力求做到概
念清晰、叙述准确、结论正确。
本书适合于从事航天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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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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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是卫星工程技术领域的一本专著。
全书共16章，分上、下两册，上册10章，下册6章。
书中主要论述航天器自然轨道的基础理论、轨道设计和轨道确定以及受控运动时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本书适合于从事航天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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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下）>>

书籍目录

第11章　轨道控制系统　11.1　概述　11.2　火箭推进定律　11.3　轨道控制方法　　11.3.1　非自主轨
道控制　　11.3.2  自主轨道控制　11.4　轨道测量系统　　11.4.1　基本概念　　11.4.2　测量系统的能
观度和状态估计精度一　　11.4.3　冗余测量与能观度　　11.4.4　测量硬件　11.5　控制器　　11.5.1
　非自主轨道控制的控制器　　11.5.2  自主轨道控制的控制器　11.6　推进分系统　　11.6.1　几种典
型的推进分系统　　11.6.2　中国研制的单组元肼推进系统　　11.6.3  中国研制的双组元统一推进系统
　参考文献第12章　变轨控制和轨道机动　12.1　概述　　12.1.1  变轨控制和轨道机动的含义　
　12.1.2　轨道机动的分类　　12.1.3　轨道机动的控制策略　　12.1.4  变轨控制的工程实现　12.2  变
轨的动力学问题一般情形　　12.2.1　推力模型　　12.2.2　用位置和速度表达的运动方程　　12.2.3　
用轨道根数表达的运动方程　　12.2.4　脉冲推力变轨　　12.2.5  大推力变轨的脉冲近似　12.3　变轨
的动力学问题——小特征速度情形　　12.3.1　邻近卫星相对运动方程　　12.3.2　近圆轨道的球坐标
相对运动方程　　12.3.3　近圆轨道的摄动方程　　12.3.4　小推力脉冲对近圆轨道的控制作用　12.4　
脉冲推力近圆轨道修正　　12.4.1　控制策略的综合　　12.4.2　定点捕获导引律设计思想　　12.4.3　
平面内最小燃耗导引律分析　　12.4.4　定点捕获导引律的综合　　12.4.5　定点捕获实例　12.5　最优
轨道控制和均匀引力场情形　　12.5.1　轨道机动的最优控制问题　　12.5.2　最优推力和主矢量　
　12.5.3　共轭方程　　12.5.4　边界条件　　12.5.5　脉冲推力情形　　12.5.6　均匀引力场中最优轨道
机动　12.6　近圆轨道的最优修正　　12.6.1　线性最优轨道控制　　12.6.2　倾角修正　　12.6.3　共
面近圆轨道间的最优转移　　12.6.4　共面近圆轨道间的最优交会⋯⋯第13章　轨道保持与星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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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自主轨道控制用测量敏感器自主轨道控制用测量敏感器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1）惯性参考基准：如太阳敏感器、星敏感器、陀螺等。
2）近体敏感器：如地球敏感器（静态的、扫描的）、陆标跟踪器、月球跟踪器等。
（3）自主导航用组合仪器（或称组合系统）自主导航的原理与分类：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自主
导航系统可分为4类。
1）天文导航方法。
在这种系统中，航天器首先测定它对地球表面的当地垂线，然后以此为基准，再测出对三个不同星体
的角度。
根据这些测量数据就可推算出航天器的位置和姿态信息。
使用这类技术的有林肯实验卫星。
正是在这种卫星上实验了自主导航的能力，才证实了航天器上的自主导航是可行的。
一个航天器的自主位置保持系统所需要的输入是卫星在轨道平面上的角位置，角位置是用两个太阳敏
感器、一个地平敏感器、一个太阳历表合成器测量确定的。
这种测量方法由于用地平敏感器测量地球边缘来确定当地垂线，引入了姿态误差，这种自主位置保持
系统的平面内位置保持精度可达0.02。
2）以地球上的目标为测量参考基准来确定航天器的位置和姿态。
这种系统要依靠在空中可识别的地面控制点或陆标，虽然不同的系统探测地面控制点的形状各不相同
，但被测量的参数其坐标总是已知的特征中心角度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就可得到航天器完整的位置
和姿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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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下)》：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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