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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是《导弹与航天丛书》卫星工程系列中关于卫星姿态运动及控制技术的基
础理论和研究成果的专著，它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众多工程技术专家多年来从
事卫星控制系统研制和工程实践的经验总结。
本书力图根据多年来的研究、开发和实践经验，以对完成卫星总体任务具有重要应用需求的姿态控制
技术为主，阐明人造地球卫星姿态的运动规律及其控制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
但书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更广义的航天器姿态动力学和控制问题。
卫星的控制包括轨道控制和姿态控制两个方面。
卫星姿态动力学研究卫星绕其质心的转动运动，而卫星姿态控制主要研究卫星姿态的确定和控制。
姿态确定是利用姿态敏感器的测量数据根据姿态确定模型计算卫星相对于某个基准或目标的方位，姿
态控制是把卫星姿态保持在给定方向或从原方向机动到另一要求方向的过程，它包括姿态稳定和姿态
机动控制。
在轨运行的卫星都承担特定的空间探测、开发和应用任务，为完成这些应用任务，要求卫星姿态正确
地定向在给定的方向上或从原姿态机动到另一指向姿态。
典型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由姿态敏感器、控制器、控制执行机构与卫星动力学一起构成闭环控制回路。
高性能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是在姿态动力学、姿态确定和姿态控制建模的基础上运用经典或现代控制理
论和方法实现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3)>>

内容概要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是关于卫星姿态运动规律及其控制技术的专著。
全书分4册，《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3）》是第3分册，重点阐述为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提供姿态测量
信息的各种典型姿态敏感器，包括卫星常用的光学姿态测量敏感器（太阳敏感器、地球敏感器、恒星
敏感器）和惯性姿态敏感器（陀螺），及其姿态测量原理、敏感器的设计、试验和标定技术，最后简
要介绍在卫星上有不同应用价值的地磁姿态敏感器、射频敏感器和GPS姿态确定技术。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3）》适合于从事卫星姿态敏感器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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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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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码盘式太阳敏感器码盘式太阳敏感器目前应用比较广泛，因为它既适用于三轴稳定卫星
，又适用于自旋稳定卫星，而且它的视场大，精度可以从0.5。
到几十角秒。
将它归类于数字式太阳敏感器的原因是因为码盘的码位安排使敏感器的输出相对于太阳像在码盘上的
线位移是离散的数字量。
（2）阵列式太阳敏感器虽然码盘式敏感器优点很多，但因为目前都应用硅太阳电池作为探测器，而
码盘与太阳电池靠粘接等工艺实现，使得太阳电池不可能做得很小。
此外，处理电路也较难与探测器紧凑结合在一起。
所以近年来，阵列式太阳敏感器逐渐发展起来。
阵列是指利用集成技术将较多的光敏二极管有规则地排列制作在单一的基片上。
阵列有单自由度的线阵和双自由度的面阵。
由于一般像素都是等距离刻度的，应用于小视场测角时，可获得较高精度；而应用于大视场测角时，
由于太阳像的线位移与太阳角的非线性关系，输出数字一般要经过换算才能确切代表太阳角的度量。
a.光电二极管阵列太阳敏感器1974年发射成功的荷兰天文卫星（ANS）所采用的精密太阳敏感器就是
线阵式光电二极管的一个例子。
它所采用的检测元件由200个光电二极管线阵列组成。
这个阵列构成动态移位寄存器的一部分，每个二极管都附有一个双稳态触发器，太阳光产生一个垂直
于该阵列的带状像，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二极管被照到。
被光照到的二极管导通，使双稳态触发器翻转；通过移位操作，依次送出双稳态触发器的状态，从而
可算出太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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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制(3)》：导弹与航天丛书.第5辑·卫星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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