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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系统中的应用》使航天
器具各自主与自治能力的技术虽然取得了稳步推进，但如《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
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系统中的应用》所述，为确保未来的无人太空任务成功，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系统中的应用》所述的
技术与成果，不仅在NASA已经实施的航天任务中得到应用，而且适用于未来的航天任务。
以自主与自治能力为主线，《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
系统中的应用》首先阐述了已执行的空间任务的背景知识，包括任务设计、执行，并描述了未来空间
任务的概念。

　　除了提高自主系统、基于智能体的自主技术、自主协作、星座任务以及空间群任务的技术外，《
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系统中的应用》还讲述了飞行
与地面软件、飞行与地面自主能力的进展情况。
附录一讲述了航天器姿态、轨道确定与控制；附录二描述了基于协同工作智能体的空间操作应用场景
。

　　理解《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系统中的应用》内
容无需任何专业背景知识。
《国防科技著作精品译丛：自主系统及其在NASA智能航天器操作和探测系统中的应用》适用于航天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补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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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1.3科研计划实施 科研计划实施包含所有载荷的活动和工作，是与科学研究任务相
关的工作。
包括目标捕获、科研仪器参数设定、科学仪器对目标的操作（例如，曝光时间的管理等）。
 2.1.4科研支持活动实施 科研支持活动是指那些特定的用来保证科研观测成功实施的工作，而不是指科
研观测本身，也不是指正常情况下为保持观测条件而进行的位置保持。
它们是指那些绝对的任务或科研仪器的特定工作，包括光学望远镜装配标校和管理以及科研设备指向
（例如调整指向点）。
这些活动可以是根据当前科研内容需要立即实施的操作，也可以是与当前观测不直接相关的后台活动
。
虽然这些操作都在星上执行，但大多数都需要在地面完成计算后将结果以指令或注入数据的形式传送
给星上计算机使用。
 2.1.5工程支持活动 工程支持活动是指那些为了保持观测条件所进行的常规事务工作。
实际的执行形式会由于航天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通常的范围都包含在普通任务类型中（例如，地
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地球指向、近地卫星的天体指向等）。
常规事务包含角动量卸载、数据存储和管理、姿态与轨道确定或预测、姿态控制和轨道位置保持控制
。
这些活动可能因科研要求而立即执行，也可能与当前工作无关而按计划执行。
同样的，虽然工作在星上完成，但是大多数计算都需要在地面完成后将结果以指令或注入数据的形式
发送给星载计算机。
 2.1.6下行链路数据捕获 下行链路数据捕获是一个相当直接和高度标准化的工作，地面系统功能将通过
商业工具实现较为稳定的自动化。
 2.1.7性能监视 航天器性能监视和健康／安全检查主要是通过检查遥测数据和衍生参数结果而实现，该
功能由航天器和地面系统共同完成。
重要的健康／安全检查是星上的职责（特别是那些能够触发航天器进入安全模式的状态）；而在过去
地面系统，完成长期的和非实时的质量检查，例如，硬件单元的趋势、正确性分析以及更加普遍的性
能因素分析（如总体观测效率分析等）。
 2.1.8故障诊断 术语“故障检测与修复”（FDC）经常与航天器的健康／安全自主相关联。
这一术语倾向于隐藏程序中的一个重要逻辑步骤，这在过去由系统工程师负责。
这一步骤主要基于可测量“现象”来分析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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