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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环境建模与可视化仿真技术》适用于从事航天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和相关应用领域的科技
人员，也可作为高等院校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空间科学、系统建模与仿真等学科的研究生教材，同
时可供从事空间环境和建模仿真领域研究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航天器飞行所处的空间环境，不仅对航天器平台及其载荷的工作效能有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到整
个空间信息系统的信息获取、传输和处理等环节，最终影响航天任务的有效实施。
复杂多变的空间环境造成了物理实验与验证的困难，而通过可视化仿真模拟来推演其物理机理则可成
为一种有效的实验手段。
《空间环境建模与可视化仿真技术》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用理论分析与仿真实验相结合
的方法，系统阐述了空间环境仿真的相关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
全书共12章，主要介绍了空间环境及其建模仿真理论，空间环境数值建模与仿真，空间环境三维建模
与可视化仿真和基于HLA的分布式空间环境仿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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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LEO卫星地面视野小，且相对于地球表面运动快，因此LEO不太适于如通信之
类的任务。
但是，如果LEO网络包含足够多的卫星，可以看到地球所有区域，并且能中继星间信号，那么这
个LEO卫星网络就能提供连续的全球覆盖。
如果网络中包括极地轨道或近极地轨道，那么网络还能覆盖地球静止卫星不能覆盖的极地地区和高纬
度地区。
此外，由于卫星处于低轨道，信息往返传输时间相对较短（从地面到卫星往返需要0.005s），不需要
回波控制或其他特殊处理（当通过多颗卫星中继地球上远距离之间的信号时，传输时间主要是由与地
球的距离决定，而与卫星的高度关系不大：地球上距离20000km之间传输时间需要至少需要0.067s）。
另外，如果有些卫星工作在高倾斜轨道，则高纬度的观察者就能以高仰角看到卫星，减少了建筑物和
其他物体对信号的干扰。
为了适于个人通信系统，构建的LEO轨道网络需要很多颗卫星。
由于观察者可见卫星的过境时间约为10min而卫星轨道周期约90min，所以需要9颗卫星才能提供地球
地面轨迹单重连续覆盖（轨道高度500km的覆盖宽度约3000km）。
如果覆盖范围更宽，就需要更多颗卫星。
 6.1.2地球中轨道 地球中轨道（MEO）的轨道高度为1000km～20000km，运行在此轨道上的航天器
每1.7h～11.8h可绕地球一周，一般需要10颗—15颗运行在此轨道上的卫星才能覆盖全球。
位于该类轨道的航天器不受大气阻力的干扰，适于执行长期任务。
但由于距离地面较远，观测分辨率有所降低。
一般来说，位于该类轨道的航天器较适于完成普查型侦察、资源探测和导航定位等作战任务。
典型的地球中轨道是半同步轨道，轨道周期为12h，高度约20000km。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Glonass导航卫星等全球导航类卫星都采用这种轨道。
导航系统要求任一时刻用户视线范围内必须至少有4颗卫星，而连续通信系统只需要l颗卫星。
因此，导航系统在相同高度需要比通信系统部署更多颗卫星：GPS和Glonass（部署完毕时）都使用24
颗卫星。
GPS卫星位于倾角55。
的6个轨道平面内；Glonass设计采用倾角65°的3个轨道平面。
 6.1.3地球高轨道 地球高轨道（High Earth Orbit，HEO）的轨道高度在20000km以上，运行在此轨道上
的航天器的运行周期一般在12h以上，实现全球覆盖只需要3颗或4颗卫星。
位于该类轨道的航天器，不受大气阻力的干扰，适于执行长期任务。
 典型的地球高轨道是Molniya轨道（又称大椭圆轨道），周期为12h，倾角为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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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环境建模与可视化仿真技术》适用于从事航天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和相关应用领域的科技人员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空间科学、系统建模与仿真等学科的研究生教材，同时可
供从事空间环境和建模仿真领域研究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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