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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激光通信技术与系统》简要阐述了空间激光通信系统内涵、特点、研究意义与国内外发展
现状，使读者对空间激光通信技术有一个宏观和大致了解；对影响空间激光通信系统总体方案的多种
外界约束条件进行分析；重点论述空间激光通信系统总体设计，并分别详细论述光学分系统、通信发
射与接收分系统以及光束捕获、跟踪、对准分系统设计。
每个分系统设计都包括基本原理、系统组成、关键技术、具体实施方案等，最后简单介绍国际上几个
典型的空间激光通信系统。

　　《空间激光通信技术与系统》是一部空间激光通信领域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理论论述与科
研成果相结合的专著，内容新颖，物理概念清晰，不仅适用于直接从事空间激光通信领域的科技人员
，而且还适合光学工程、通信工程等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高等学校教师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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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辐射带是指在近地空间被地磁场捕获的高强度带电粒子区域，它是地球外层大气中的放射性
粒子受地球重力场和磁场的影响集中起来的辐射能带，根据地球辐射带的结构和空间分布可分为内辐
射带与外辐射带。
地球辐射带是由美国学者范·艾伦发现的，也叫范·艾伦辐射带，通常将对航天器产生较大影响、离
地面2000km-8000km的内辐射带称为范·艾伦内带；离地面15000kin-20000km的外辐射带称为范·艾伦
外带。
为尽可能避免范·艾伦内带的影响，延长卫星寿命，轨道高度的选择应尽量避开范·艾伦带的影响。
LEO卫星一般运行在范·艾伦内带以下（为提高LEO卫星寿命，通常在400kin以上）；MEO卫星在范
·艾伦内、外带之间；GEO卫星则在范·艾伦外带以上。
空间高能带电粒子对航天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航天器的功能材料、电子元器件、生
物及宇航员的总剂量效应；二是对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微电子器件的单粒子效应。
　　1.总剂量效应空间带电粒子对航天器的总剂量损伤，主要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是电离作用，即入
射粒子的能量通过吸收体的原子电离而被吸收，高能电子大都产生这种电离作用；二是位移作用，即
入射的高能粒子击中吸收体的原子，使其原子的位置移动而脱离原来所处晶格的位置造成晶格缺陷，
高能粒子和重离子既产生电离作用，又产生位移作用。
带电粒子中对辐射剂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是能量不高、作用时间较长的粒子成分，大多是内辐射带捕获
的电子和质子、外辐射带的电子、太阳耀斑质子等。
总剂量效应将导致航天器上的各种电子元器件和功能材料等的功能漂移、功能衰退，严重时会完全失
效或损坏，如玻璃材料在受到严重辐射后会变黑，变暗，胶卷变得模糊不清；人体感到不舒服、患病
或死亡；太阳电池输出功率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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