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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迅速兴起，国力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各类高技术、高层次
人才的质量与数量，因此，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工作——教材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为总结
、巩固国防科研试验的经验和成果，促进国防科研试验事业的发展，加快人才培养，我们组织了近千
名专家、学者编著了这套系列教材。　　建国以来，我国国防科研试验战线上的广大科技人员，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是、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了具
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科研试验体系，创立了一系列科研试验理论，造就了一支既有较高科学理论知识
、又有实践经验，勇于攻关、能打硬仗的优秀科技队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对增强国
防实力，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国家和民族威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著这
套系列教材是国防科研试验事业继往开来的大事，它是国防科研试验工程技术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国防科技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国防科研试验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承担着记
载与弘扬科技成就、积累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使命，是众多科技工作者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科技成果。
编著该套系列教材，旨在从总体的系统性、完整性、实用性角度出发，把丰富的实践经验进一步理论
化、科学化，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国防科研试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体系。一是总结整理国防科
研试验事业创业40年来的重要成果及宝贵经验；二是优化专业技术教材体系，为国防科研试验专业技
术人员提供一套系统、全面的教科书，满足人才培养对教材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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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测控计算机与监控显示系统》是我国导弹、航天测控网中测控计算机系统、监控显示系统建设的经
验总结。它系统而全面地概括了我国测控领域内该专业40多年的技术发展和进步，是一本理论与工程
实际相结合的教科书。
《测控计算机与监控显示系统》主要介绍测控计算机和监控显示系统在测控网中的地位、作用，测控
计算机系统的总体设计，专用测控部件设计，监控显示系统设计和测控软件设计以及系统测试与检验
等内容。测控网中各控制中心与测控站间的计算机网络通信和实时通信规程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书中
论述的一个重点。
《测控计算机与监控显示系统》的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实用价值高，可作为从事本专
业的技术人员继续工程教育的教材，还可作为指挥干部及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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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信控制处理机是实时测控计算机系统的前端机，专门处理测控网中的通信问题，其主要作用包
括以下几点。　　（1）减轻测控主计算机的负担。在早期测控网中，计算机的性能比较低，将通信
前端功能从主机中分离出来，解决了计算机性能难以胜任实时测控任务的矛盾。在计算机性能大大提
高的今天，这种分离仍有利于简化主机软件。　　（2）有利于组成相对稳定的实时测控网。众所周
知，当代计算机是发展最快、更新最频繁的设施。测控主计算机也随着测控任务的发展，在不同的时
代选用不同的计算机，但从测控网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这种相对地稳定，为测控网的
兼容性和可靠性带来了好处，也保护了原有资源。　　（3）通信处理专业化。将计算机中处理数据
通信业务分出来专门由一台计算机处理，称为通信处理专业化。对于国内任务，测控网中所有的计算
机与测控设备都采用我国制订的“航天测控实时信息传递规范”。这一规范的核心是在实时数据通信
中采用具有高实时性的简化HDLC规程（法国在航天测控中也采用这种规程）。为了满足与国外联网
的需要，我国自行研制的通信控制处理机也可以执行X.2 5规程和帧中继。　　通信处理的专业化使测
控主计算机摆脱了各种通信规程的特殊要求的约束，可把精力集中在提高航天实时测控软件精度、实
时性和可靠性方面，各种通信规程的实现专门由通信控制处理机去完成，使整个系统的性能更加优化
。　　（4）有利于跟踪最新成就并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通信控制处理功能从测控主计算机中
分离出来自成体系，纯属通信方面的技术。按专业分工使从事该专业的技术人员可集中精力深入研究
世界范围内的计算机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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