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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方法》

前言

随着我国航天和国防技术的发展以及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等重大专项的实施，自主导航技
术日益成为影响深空探测器自主运行和管理的技术瓶颈。传统地面测控和卫星导航必须依赖测控通信
系统，缺乏自主性；惯性导航系统难以应用于长时间自由飞行的深空探测器，且误差随时间积累。天
文导航具有自主性强、精度高、误差不随时间积累、抗干扰能力强以及可提供位置和姿态信息等优点
，是实现深空探测器自主导航的有效手段之一。笔者及课题组成员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从事深空探
测器自主天文导航技术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书即为该方向最新研究成果的总结与
提炼，书中同时也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全书内容共分9章。第1章——绪论，
是深空探测器自主导航和天文导航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第2章——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的
基本原理，简要介绍了天文导航的基本原理以及常用坐标系、轨道和姿态动力学及滤波方法等基础知
识。第3章——近地停泊轨道上深空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主要是针对现有天文导航方法的不
足，提出了两种新方法，提高了导航精度和可靠性。第4章——近地停泊轨道上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
导航系统的性能分析，针对工程应用的要求，系统地论述了滤波方法、滤波参数和星敏感器安装方位
等对系统导航性能的影响。第5章——月球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主要针对月球探测器，论述
了月球探测器在环月轨道（月球卫星）上和地月转移轨道上的天文和组合导航方法。第6章——火星
及其他行星际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专门论述了火星及其他行星际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
，包括深空探测器在一般转移轨道上和特殊的借力飞行轨道上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并简要介绍了新
颖的基于X射线脉冲星的导航方法。第7章——行星探测漫游车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主要论述了行星
探测漫游车在探测行星表面上的自主天文和组合导航方法，包括月球车和火星车的自主天文和天文／
惯性导航方法。第8章——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的计算机仿真实验和半物理仿真实验，介绍了深
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的计算机仿真实验和半物理仿真实验。第9章——总结与展望，对深空探测器
自主天文导航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书内容涉及多门学科前沿，内容新颖，由于笔者水
平、时间有限，难免存在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同行、读者批评指正。最后感谢在本书的撰写、
评审和出版过程中所有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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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空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针对国防基础科研单位和相关工程部门对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
航技术的迫切需求，在总结多年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深入地论述了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的
基本原理、理论与应用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深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的国内外发展现状，相关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近地停泊轨道上、转移轨道上深空探测器和行星探测漫游车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深
空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的计算机仿真实验和半物理仿真实验等。
《深空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既可作为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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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深空探测任务的增多，深空探测器在转移轨道上的自主导航已经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关键
技术问题，而自主天文导航则是适于转移轨道深空探测器的一种有效的自主导航手段。由于不同的深
空探测器其运行轨道各不相同，所受引力作用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不同的深空探测器必须根据其具体
情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轨道动力学模型，选择最适合的滤波方法。本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
研究了不同轨道上深空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案。首先针对行星际转移轨道上的深空探测器与地月
转移轨道上的深空探测器相比，不仅挣脱了地球引力的束缚，航行时间更长，并且在轨道运行中所受
太阳及各行星引力的大小会随其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其轨道模型参数也随之变化这一问题，提出
了一种可自适应调节模型参数的改进的MMUPF方法，将该方法用于火星探测器自主天文导航中，显
著降低了计算量，并提高了导航精度。其次，由于探测较远星球的深空探测器在途中往往需要多次借
力飞行，而其借力过程中轨道参数变化较大，难以建立精确的轨道动力学模型，如果采用不精确的模
型进行滤波计算会引起滤波发散，带来极大的估计误差，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种将深空探测器的纯
天文几何解析方法和滤波方法相结合的导航新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保证了探测器在借力飞行时也
可实现自主天文导航。最后，探索了新颖的基于X射线脉冲星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该方法导航精度
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火星探测及其他行星际探测的飞行过程中，经常需要进行轨道修正，此
时的定位导航就必须考虑含有推进力的轨道和姿态动力学模型，如何建立精确的推进力或推进加速度
模型，实现深空探测器在轨道机动和变轨时的精确导航是未来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探测器在经
过转移轨道的漫长旅行后，最终会到达某个目标天体，探测天体的组成、特点和起源等，要获得丰富
的科学数据和天体岩石、土壤样本等就需要用到行星探测漫游车，因此下一章将系统地研究行星探测
漫游车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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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空探测器的自主天文导航方法》：国防特色学术专著·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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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书，很值得阅读！
2、非常好的一本书！阅读这本书，能够看到未来：印着五星红旗图案的我国深空探测器，首次进入
了无与伦比的木星磁气圈（强大的木星磁场偏折太阳风形成的磁层顶），星上辐射传感器记录到了滴
滴答答的大量辐射。这是我国航天器首次造访这颗太阳系行星之王，木星今天的条纹特别绚丽，难道
它也知道，今天是地球文明中最善良、也在逐步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探测器首次造访它么？木星，
我们来了！无与伦比！！！我国探测器首次实现对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乃至柯伊柏带的造访
，都将同我国航天员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甚至在火星上留下脚印一样，彪炳史册！带着中华民族的梦
想与光荣！！！这一刻，伟大的祖国是何等的荣耀啊。。。
3、有点高深，好好学习
4、浩瀚的天空中如何自主导航。。近地停泊轨道，转移轨道，漫游车，地平，星敏，X射线脉冲星，
限制性三体，滤波，STK。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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