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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于激光链路的卫星光通信网络，作为未来空间宽带信息系统的可选方案，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它也
是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外时有一些令人振奋的典型试验系统的研究进展。
近闻美国国会停止了其转型卫星系统中卫星激光通信系统的经费，我想这不是说在空间发展激光传输
系统的决策错误，或者激光通信技术在空间传输上困难太大、行不通；而应该主要是出于经济形势、
国际政治形势的某些考虑吧。
卫星激光通信技术一定会不断发展，并在可见的时间里建设起实用的空间激光链路和网络，承担起在
广袤太空传递高质量、大容量信息的重任。
赵尚弘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2005年出版了《卫星光通信导论》，最近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新作《卫星
光网络技术》，我有幸先看了书稿。
这本书收集了很多国内外的研究资料，列出了不少参考文献，免除了读者繁琐的查阅工作。
同时，书中也有编著者的研究心得，值得学习、讨论。
书中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卫星激光通信技术的系统及链路技术，这是符合当前此技术发展水平及系统建
设的实际的。
书中也讨论了卫星激光网络及编队飞行，鉴于目前实际上还没有规模韵哪怕是实验的卫星激光网络，
书中在讨论卫星光网络拓扑结构等内容时，只能用有关的卫星微波网络来举例，可以理解。
关于卫星激光网络，深入的、有规模的研究工作尚未真正开始，还有大量事情要做，还需大家努力。
总体看，这是一本推动空间光通信发展的好书，特别适合初接触卫星激光通信的学生、教师、科技人
员阅读。
我愿向有兴趣研究、关心空间激光通信的各位推荐此书，也想借此书出版之机，再次呼吁加强空间激
光通信技术的研究，包括星一地自适应激光通信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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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星光通信是21世纪新兴的通信技术，具有容量大、速率高、体积小、质量轻、功耗低以及高保密性
和抗电磁干扰等优势，被公认为是构建未来天基信息系统的理想方案，在预警侦察、导航定位、深空
探测以及全球通信等军事和民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书内容丰富、新颖，理论讲解与技术实现相结合，是国内首部卫星光网络领域的专著。
全书由卫星光通信技术和卫星光网络技术两大部分组成，详细介绍了卫星光通信系统原理，卫星光通
信捕获、跟踪和瞄准技术，空间光信号的传输与接收，卫星激光链路组网体系结构，网络拓扑结构设
计，路由算法等关键技术。
    本书可作为空间光通信专业研究生的试用教材，也可供从事光通信及相关领域专业的科研人员和高
等院校师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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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光通信包括地面的有线光通信和空间的无线光通信两个重要部分。
有线光通信就是光纤通信，是以激光为信号载波、光导纤维为传输介质的通信方式，已经成为十分成
熟的通信手段。
无线光通信也是以激光为信号载波、空间或大气为传输介质的通信方式。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方法也越来越广泛，人类历史
进人了“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建立传输速率高、信息量大、覆盖范围广的通信网络系统。
采用波长极短、带宽极宽的光束进行空间卫星通信是实现高码率通信的最佳方案，尤其是在空间卫星
日益拥挤的今天，这一点已经获得了通信领域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实际上，世界主要空间技术强国为了争夺卫星光通信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已经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微波通信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际应用的一种先进通信技术，由于它建设周期短、质量稳定、维护方
便、费用相对较低，与有线通信相比可节省大量有色金属并易于跨越复杂地形等特点，已迅速成为现
代化通信的一种重要传输手段。
而传统的空间通信（包括卫星通信）则几乎都是利用微波进行通信。
但是，随着移动通信的迅速增长，地面基站数量的增多，卫星通信采用微波通信技术遇到一系列新问
题，如微波频带资源有限、通信容量不够、传输方向性不好等。
近几年，无线光通信迅速崛起，它作为一种新兴的通信技术，与微波通信相比，具有保密性和抗干扰
能力极强、信息容量大、天线尺寸小、功耗低、体积小、质量轻等优点，是进一步利用广阔的宇宙空
间发展通信方式，获取高速率、大容量、广覆盖面通信的最佳途径之一。
随着光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光器件的成熟，空间激光通信可行性问题已经解决。
近几年，卫星光通信的关键技术，如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光束的捕获、跟踪、瞄准技术
（acquistion，tracking and pointing，ATP）、热和机械稳定性均已取得明显进展。
相信不久的将来，空间卫星光通信会取代传统的“弯管”式卫星微波通信。
卫星网络的概念在20世纪被提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基于地面网络的通信技术无法满足广大用
户多种通信业务的需求，商业和军事的不同需求也推动卫星通信向网络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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