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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深空探测中地面站的窄波束天线对深空探测器的捕获问题，提出了在粗轨道预报

情况下集馈源阵列电波束扫描和反射面机械扫描于一体的多波束螺旋快速扫描方法。该方法将

馈源阵列布置在反射面的焦平面进行馈电，利用物理光学法对每个馈源激励反射面产生的次级远

场方向图进行计算、分析，应用共轭场匹配技术在一定空域同时形成多个正交电扫波束，结合天线

反射面的螺旋机械扫描对指定空域进行搜索。最后，对提出的多波束螺旋扫描捕获方法与传统螺

旋扫描方法的性能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利用阵列馈电的多波束反射面天线具有更广的可视范

围，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对指定空域的搜索，实现对深空探测器的捕获的同时获得了阵列增益，使更

远的深空探测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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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启动，人类又掀起了１

次航天活动的热潮。深空探测是人类在新世纪的３

大航天活动之一［１］。深空探测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和

利用空间资源、探索太阳系和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扩

展人类的生存空间、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服务。

深空探测比静地轨道通信的距离更远，空间传

输损耗增加，采用大口径反射面天线及提高工作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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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弥补远距离路径损耗实现通信和测控目的主要

手段［２３］，这也使得深空站天线的波束宽度变窄。由

于地球和被探测星球的自转、运动及探测器本身的

运动，深空测控站和探测器之间只能断续（８～１２ｈ）

进行测控和通信，通信链路处于不断地建立、断开状

态。因此，在深空探测中，深空站的大口径窄波束天

线对探测器的捕获、跟踪是深空探测中１项重要任

务，是保障整个通信测控链路建立的首要条件。为

了克服地球自转对深空站与深空探测器的通信和测

控的影响，国际上目前采用的方法是在地球表面建

立全球性的陆基深空网。因为，理论上只要在地心

角相距１２０°的地方各建１座深空站，即可对探测器

进行全天候联系观测。高精度的定位导航是深空站

对探测器进行捕获和跟踪的前提。通过在地球两端

建立深空站，增加甚长基线干涉测量（ｖｅｒｙｌｏｎｇ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ｒｙ，ＶＬＢＩ）的基线长度，提高

ＶＬＢＩ的测角精度
［４］。由于安全、保密等原因，目前

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建立３座深空

站。针对高精度定位导航，国内外学者也做了大量

的研究［５６］，利用有限长度的基线提高导航精度。中

国目前轨道预报精度不高，若以卫星轨道预报误差

约为±０．４°为例，Ｋａ波段深空站的窄波束大天线

（频率为３２ＧＨｚ的５ｍ大的反射面天线半功率波

束宽度＜０．２°，相对轨道预报范围很小）如何在短时

间捕获粗略预报轨道的探测器是个关键问题。因

此，在粗轨道预报情况下，研究深空站窄波束天线对

探测器实现快速扫描捕获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

价值。

目前，中继星的星间链路中 Ｋａ窄波束天线对

用户星的扫描搜索捕获采用电机驱动反射面天线进

行转动扫描，其中代表性的有恒角速度、恒线速度螺

旋搜索方法［７］、变速度轨迹预处理器规划搜索方

法［８］。在深空探测中，探测器飞越指定空域的时间

有限，传输时延大，单一传统的机械扫描方法的扫描

速度难以保证捕获成功率。

基于天线阵列的阵列信号处理可实现天线波束

综合、自适应波束形成和波达方向估计等提高天线

性能的技术［９１１］。在反射面的焦平面的利用阵列天

线对反射面天线馈电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射电天文、

气象雷达等领域中，通过对接收信号加权处理可以

补偿反射面失真、在干扰方向形成零限抑制干扰、在

更大空域范围内形成电扫波束等功能［１２１６］。在深空

通信中，超大反射面（ＤＳＳ１４天线孔径７０ｍ，重量达

３０００ｔ）由于重力引起的形变误差、副反射面位置误

差、静态或风致天线指向误差，这种误差现象在 Ｋａ

波段尤为严重。焦平面阵列天线馈电可应用于补偿

以上误差引起的能量损失［１７２０］。

从天线扫描的原理出发，深入分析阵列天线对

反射面天线馈电的特性。针对深空探测中深空站窄

波束天线快速扫描、捕获超远距离探测器的需求，提

出了１种在粗轨道预报情况下的多波束电扫描和反

射面机械扫描相结合的多波束螺旋快速扫描捕获

方法，应用物理光学法逐个对焦平面的馈源阵列中

的馈源激励反射产生的次级远场方向图进行计算，

利用共轭场匹配技术对馈源接收信号进行加权综合

出多个正交波束，仿真结果表明：通过对接收信号进

行加权处理，同时形成的多个波束具有更宽的可视

空间并获得了一定的增益。最后对提出的方法与传

统螺旋扫描方法的性能进行比较分析，多波束螺旋

快速扫描能明显改善扫描速度。

１　理论与设计

中国载人航天目前采用统一犛波段（ｕｎｉｆｉｅｄｓ

ｂａｎｄ，ＵＳＢ）测控体制
［２１２２］，犛波段天线波束相对较

宽，利用传统的圆锥扫描或馈源扫描即可实现快速

对飞行器扫描、捕获。深空探测一般指对２×１０６ｋｍ

以远的天体和空间进行探测，其测控距离大大增加。

若采用现有统一犛波段体制或利用犛 波段引导Ｋａ

波段天线方法，犛波段地面站接收到信号将非常微

弱。为了克服地面测控站的微弱信号检测问题，其

中１个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系统的工作频率。自由

空间传输损耗犘犔ｄＢ为
［２３］

犘犔ｄＢ ＝３２．４＋２０ｌｏｇ犳＋２０ｌｏｇ犱， （１）

其中：犳为载波频率（ＭＨｚ）；犱为发射天线和接收天

线的距离（ｋｍ）。从式（１）可知，假设深空／地面系统

的天线口径、系统噪声系数和发射功率不变，载波频

率提高犖 倍，接收到的信号电平将提高２０ｌｇ犖ｄＢ。

但是，频率提高犖 倍同时也将使天线的波束宽带将

变为原来的１／犖。因此，若探测器的预报轨道精度

不变，深空站天线扫描、捕获探测器就更难。

１．１　天线扫描

地面测控站天线对探测器的捕获是建立测控通

信链路、实现对探测器测控的首要任务。由于对探

测器的轨道预报存在误差，测控站天线总是要经历

１个在预报的空域范围内进行扫描搜索，使天线的

波束中心与目标方向偏差小于１／２个波束宽度从而

实现对探测器的捕获，再牵引转入自动跟踪的过程，

如图１所示。

天线反射面的机械扫描过程是伺服计算机按照

预设程序控制电机以一定角速度和线速度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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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天线扫描

完成的。扫描轨迹的选择非常关键。阿基米德螺旋

扫描方法由于轨迹方程简单、螺距相等、易实现全覆

盖扫描及系统稳定等优点在实际工程中常被采用。

恒角速度螺旋扫描过程中：角速度恒定易控制；在估

计位置的附近空间（目标最可能的区间）以较低的线

速度扫描，更有利于目标的发现和捕获。设在坐标

系ＸＹＺ内，螺旋扫描开始（狋＝０）时刻天线指向的初

始方位角为α０，俯仰角为β０，恒角速度螺旋扫描开始

后狋时刻天线空间角表达式为
［８］

α狋 ＝α０＋
ｄω狋
２π
ｃｏｓ（ω狋）； （２）

β狋 ＝β０＋
ｄω狋
２π
ｓｉｎ（ω狋）； （３）

其中：犱为阿基米德螺旋线的螺距；ω为扫描角速度。

从式（２）、（３）可以看出通过合理选择螺距和扫描角速

度，即可在一定时间内对指定空域（α′，β′）进行完全扫

描；当角速度ω一定，完成指定空域的扫描需要的时

间与螺距犱成反比。而扫描螺距大小选择与扫描天

线的波束宽度是相关的，一般来说，扫描螺距取天线３

ｄＢ波束宽度的１／２可保证全空域搜索。因此，天线

波束宽度是影响扫描时间的关键因素之一。

１．２　偏馈反射面天线

地面站常用的旋转抛物反射面天线是典型的聚

焦系统，平行于反射器主轴的入射波将被聚焦在焦

点附近很小的范围内，其方向图为高增益的针状波

束，天线波束覆盖的空间范围有限。通常，将整个反

射面旋转（如螺旋扫描）可以进行波束扫描，但这种

波束扫描的速度和范围也往往受到反射面的体积、

重量及伺服系统的速度和精度及天线的波束宽度的

限制。但如果将馈源偏离焦点，也会产生偏离的扫

描波束［２１］，如图２所示。

在图２中，馈源偏离焦点的横向位移引入了平

面波前相对于口径平面的倾斜。波束扫描角θＢ 和

馈源偏离角θＦ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波束偏离因子

（ｂｅａｍ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ＢＤＦ）来定义为
［２４］

图２　偏馈反射面天线

ＢＤＦ＝
θ犅

θ犉
＝

１＋０．３６４
犉［ ］犇

－２

１＋ ４
犉［ ］犇

－２
， （４）

其中犉和犇 分别为图２中抛物面天线的焦距和反

射面的孔径尺寸。

１．３　阵列馈电反射面天线

Ｋａ波段深空站天线的波束极窄，在深空探测器

有限的飞越指定空域时间内，传统的螺旋扫描速度

相对太慢，捕获成功率难以保证。根据偏馈反射面

天线可产生偏离的扫描波束的特性，可利用多个馈

源组成的馈源阵列安装反射面的焦平面进行馈电，

如图３所示，反射面天线就产生多个扫描波束，相对

于单个馈源馈电时可视范围要更广。

值得注意的是：等式（４）中的右半部分仅在较小

的偏离δ近似成立。随着馈源横向偏移增加，引入

作为口径面内馈源位置函数非线性相位明显，将导

致天线方向图变差、波束变宽和增益下降。方向图

变差１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称为科马瓣（ｃｏｍａｌｏｂｅ

ＣＬ）的第一旁瓣的变大。馈源阵列大小的选择也应

综合考虑非线性相位因素。馈源阵列的阵元偏离了

焦点（最多只有１个馈源在真正焦点），每个馈源的

激励反射面产生的次级远场方向图不同。因此，必

须对每个馈源照射反射面产生的次级方向图进行计

算、分析。

图３　阵列馈电反射面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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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中，远场观察点、抛物面、馈源阵分别处于

犆Ｐ＝（犡Ｐ，犢Ｐ，犣Ｐ），犆Ｒ＝（犡Ｒ，犢Ｒ，犣Ｒ），犆ｓ＝（犡ｓ，

犢ｓ，犣ｓ）３个坐标系中。３个不同坐标系关系如图所

示，反射面坐标系犆Ｒ 为远场方向图犆Ｐ 坐标系犡，犢

翻转得到，馈源坐标系的原点在犆犘 坐标系的坐标为

（狓犛犘，狔
犛
犘，狕

犛
犘）。犆Ｐ 坐标系中的犡Ｐ 与大地坐标系犡

同方向，犣Ｐ 指向预报轨道的初始方向，如图１所示。

深空站天线为了获得高增益，抛物面具有电大

曲面半径。当馈源远场照射抛物面时，采用物理光

学法可以较精确的计算抛物反射面的辐射场。设反

射面是理想电导表面，则利用物理光学法可得到抛

物面的表面电流为

犑犘犗 ＝２狀×犎
犻， （５）

其中：狀是指向馈源垂直抛物面的法向矢量；犎犻 是

馈源照射抛物面的入射磁场。对于狔轴极化馈源，

其入射到抛物面电场可以表示为

犈犻（狉ｓ）＝ ［（犆犈（θｓ）ｓｉｎｓ）^θｓ＋

（犆犎（θｓ）ｃｏｓｓ）^ｓ］
ｅ－犼犽狉狊

狉ｓ
， （６）

其中犆犈（θＳ）＝（ｃｏｓθｓ）狇
犈，犆犎（θｓ）＝（ｃｏｓθｓ）狇

犎定义了

馈源犈 面和犎 面电场方向图的形状。

因此入射到反射面的磁场犎犻可表示为

犎犻＝
１

η０
狉狊×犈

犻（狉狊）， （７）

其中狉狊为馈源指向反射面的方向矢量。

在狉犘 方向的远场方向图可以表示为
［２４］

犈（狉犘）＝－犼犽η０犵（狉犘）（犐－^狉犘^狉犘）犜（θ犘，犘），（８）

其中：犵（狉犘）＝
犲－犼犽狉犘

狉犘
为空间格林函数；犜（θ犘，犘）＝

∫犑
犘犗
犛犲

犼犽珋狉犚狉^犘犱ｓ为对面电流的积分量。

１．４　多波束－螺旋扫描

由式（２）、（３）可知，扫描角速度一定时，天线波

束宽度越宽，螺旋扫描时螺距可设更大，完成指定空

域扫描时间更短。共焦面的馈电阵列中的犖 阵元

偏馈能产生犖 个指向不同方向的波束，具有更广的

可视范围。当轨道预报范围大于可视范围时，若直

接将这个犖 个波束用于螺旋扫描，可减少天线扫描

的时间。但以上方法不足之处在于：由空间位置决

定的 犖 个波束的旁瓣和方向都不可调整，不易使

用。根据阵列信号处理理论，若将共焦面的各馈源

信号分别加权后便可综合出期望的方向图，提高反

射面天线的性能。

由于每个馈源照射反射面形成的次级方向图并

不一样，所以不能按照常规阵列信号处理中仅根据

空间位置的不同形成的相位差信息来做加权量。通

常用于焦平面阵元的权的确定采用共轭场匹配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ｆｉｅｌ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ＦＭ）技术。此法主要

思想是，将平面波从期望方向照射反射面，利用物理

光学法计算反射面的共焦面的电场分布，取各个阵

元位置上电场的共轭值为各个阵元的权值。这种方

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在实际应用和仿真过程中很难

产生控制旁瓣电平的锥削平面波，因此通过计算焦

平面电场获得共轭场匹配权向量形成的方向图旁瓣

不易控制［１７］。根据互易定理，可使用间接的方式获

得权值：即先计算馈源阵每个阵元单独馈电反射面

天线的远场方向图，取期望方向的远场电场共轭值

为权值。然后利用约束波束形成的方法对每个馈源

进行加权处理，综合期望方向、符合旁瓣电平要求的

远场方向图。

因此，为了改善深空站窄波束天线对探测器的

扫描、捕获速度，可以将馈源阵列接收的信号加权，

同时形成多个正交的波束，结合阿基米德螺旋扫描

对指定空域进行搜索，如图４所示。由于多波束反

射面天线可视范围增加，因此阿基米德螺旋扫描的

螺距增加，扫描的时间就可减少。扫描过程中，信号

的门限设置应该综合虚警、检测概率、捕获时间、旁

瓣错锁等因素。

图４　多波束螺旋扫描

２　仿真结果和分析

以５ｍ 孔径的抛物反射面天线为例，犉／犇＝

０．８，频率３２．０５ＧＨｚ，设馈源为圆喇叭，方向图具有

圆对称特性，且狇Ｅ＝狇Ｈ＝６．５，此时抛物面边缘锥削

电平约为－１１ｄＢ。反射面的焦点与坐标系犆Ｐ 的原

点重合。

２．１　偏馈反射面天线分析

首先，将馈源分别放在焦点、偏离焦点２λ、４λ，对

反射面偏馈方向图进行计算分析。各位置馈电产生

的次级方向图扫描波束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偏离焦点２λ、４λ的馈源馈

电分别产生了偏移０．２５°、０．５１°的次级方向图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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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偏馈反射面天线

与在焦点的馈源产生的波束相比，随着偏移量增加，

偏馈产生的扫描波束科马瓣电平增加，增益略有下

降（如：偏离焦点４λ的馈源产生的波束的第一旁瓣

上升了７ｄＢ，增益下降０．１ｄＢ）。因此，由于非线性

相位因素，馈电阵列中每个馈源激励反射的远场方

向图并不一样。馈电阵列大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遮

挡效应及馈源位置函数引起的非线性相位因素。

２．１　多波束螺旋扫描

在抛物面的焦平面放置如图３类似的３７六边

形喇叭阵进行馈电，阵元之间距离Δ犛为０．６λ。先

利用物理光学法对每个喇叭阵照射反射面产生的次

级远场方向图进行计算、存储，再将计算到的方向图

数据利用间接共轭场匹配法综合７个正交的波束。

其中３个波束在Ｐ＝０面的方向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多波束天线

在图６中，形成了指向θＰ 为－０．１５°、０°、０．１５°

３个波束，从图中可以看出：各波束正交于３ｄＢ处，３

个波束可覆盖±０．２３°空域，相对于中心单个馈源激励

反射面产生波束０．１４°，其覆盖范围增加为原来的３

倍；并且，综合形成的波束相对于单个馈源对反射面

馈电的方向图有约６．８ｄＢ的增益。因此，利用阵列

对反射面馈电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综合出期望方向的

波束，增加天线的可视范围。阵列增益提高了信号的

信噪比，缓解了深空探测微弱信号接收的困难。

按照螺旋扫描螺距的选择，分别取多波束天线

３ｄＢ波束宽带的１／２０．２３°和单馈源天线３ｄＢ波束

宽带的一半０．０７°作为螺距，角速度为０．３°／ｓ，对±

０．４°的不定区间进行阿基米德螺旋扫描，扫描轨迹

及搜索角度如图７所示。

图７　螺旋扫描曲线

从图７中扫描轨迹曲线可以看出：大螺距的多

波束－螺旋扫描可以更快的完成对指定空域进行搜

索，以图７（ａ）中的（－０．４°，０°）点为例，多波束螺旋

扫描从原点到该点只需约１．７５圈，而传统螺旋扫描

需５．７５圈才能到达。从图７（ｂ）中搜索角度变化规

律可以看出传统螺旋扫描完成±０．４°空域的扫描需

要１３０ｓ，而多波束－螺旋扫描则只需要大约４５ｓ，

扫描时间缩短约为原来的１／３。值得一提的是：若

轨道精度进一步提高或馈电阵元增加，当可视范围

大于预报的不确定范围时，深空站天线可不需螺旋

扫描只通过同时综合多个波束就可捕获探测器。

综上，馈源偏离焦点馈电可产生扫描波束，随着

偏馈距离的增加，馈源位置引起的非线性相位效应

越明显。通过合理设计在反射面的焦平面的馈源阵

列，利用物理光学法对每个馈源馈电反射面产生的

次级方向图分析，运用共轭场匹配技术综合出多个

期望方向的正交的波束可以大大改善反射面天线的

可视范围。多波束反射面天线由于较传统单个馈源

激励的反射面天线具有更大的波束宽度，进行扫描

时，多波束反射面天线扫描螺距可设更大，能于更短

的时间完成指定空域的扫描。综合形成的多波束在

改善可视范围的同时通过对各通道的信号进行加权

处理获得了阵列增益，改善了信号的信噪比，为超远

距离深空探测提供可能。

３　结　语

针对深空探测中地面站窄波束天线捕获深空探

测器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电波束扫描和机械扫描

相结合的多波束－螺旋快速扫描捕获方法。从天线

扫描原理出发，利用物理光学法对偏馈反射面方向

图进行分析，对共焦面馈源阵列中每个馈源照射反

射面形成的次级远场方向图计算，利用共轭场匹配

技术综合出一组正交的波束，形成了具有更广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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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范围多波束反射面天线，以更大螺距进行螺旋扫

描。仿真结果和分析表明多波束－螺旋扫描在较粗

预报范围能快速扫描、捕获探测器。利用共轭场匹

配技术综合的多波束不但能改善天线的可视范围，

而且获得了更高的增益，改善了链路中信号的信噪

比，为更远的深空探测提供可能。该方法同样适用

中继星星间链路中的窄波束捕获用户星的场合，非

常具有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１］欧阳自远，李春来，邹永廖，等．深空探测的进展与我国

深空探测的发展战略［Ｊ］．中国航天，２００２，１３（１２）：

２８３２．

ＯＵＹＡＮＧＺＩＹＵＡＮ，ＬＩＣＨＵＮＬＡＩ，ＺＯＵ ＹＯＮＧ

ＬＩＡＯ，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２，１３（１２）：２８３２．

［２］ＦＡＲＡＭＡＺＤ，ＬＵＩＴＪＥＮＳＰ．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９５（１１）：２１０８２１１０．

［３］张乃通，李晖，张钦宇．深空探测通信技术发展趋势及

思考［Ｊ］．宇航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４）：７８６７９３．

ＺＨＡＮＧ ＮＡＩＴＯＮＧ，ＬＩ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ＹＵ．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ｉｎ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７，

２８（４）：７８６７９３．

［４］刘嘉兴．向技术极限挑战深空测控通信的目标［Ｊ］．电

讯技术，２００８，４８（４）：１７．

ＬＩＵＪＩＡＸ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ｍｉｔ：ｔｈｅ

ｇｏａｌｏｆ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ＴＴＣ ＆ 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Ｊ］．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４８（４）：１７．

［５］ＭＡＬＣＯＬＭ Ｃ， ＨＵＡＮＧ Ｓ，ＲＯＢＥＲＴ Ｌ．Ｓｔａｂｌｅ

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ｌｉｎｋｓｆｏ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ｅ

ｄｅｅｐｓｐａ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ａｒｒａｙｓ ［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ＥＥＥ，２００７，９５（１０）：１９３１１９４６．

［６］郑为民，舒逢春，张冬．用于深空跟踪测量的ＶＬＢＩ软件

相关处理技术［Ｊ］．宇航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８２３．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ＳＨＵ ＦＥＮＧＣＨＵＮ，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ｏｒｔｏｄｅｅｐ

ｓｐａｃｅＶＬＢＩ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８２３．

［７］黎孝纯，于瑞霞，闫剑虹．间链路天线扫描捕获方法［Ｊ］．

空间电子技术，２００８，２６（７）：５１１．

ＬＩ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ＹＵＲＵＩＸＩＡ，ＹＡＮＪＩＡＮＨＯＮＧ．

Ｔｈ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Ｊ］．

Ｓｐａ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６（７）：５１１．

［８］孙小松，杨涤，耿云海，等．中继卫星天线指向控制策略

研究［Ｊ］．航空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４）：３７６３８０．

ＳＵＮ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ＤＩ，ＧＥＮＧＹＵＮＨＡＩ，ｅｔａｌ．

Ｔｈｅａｎｔｅｎｎａ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ｕｄｙ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ａｙ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Ｊ］． ＡＣＴＡ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 ＥＴ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２５（４）：３７６３８０．

［９］ＨＡＲＲＹ Ｌ．Ｏｐｔｉｍｕｍａｒｒａ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２００２．

［１０］ＪＥＦＦＳＢＤ，ＷＡＲＮＩＣＫ Ｋ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ｂｉａｓｉ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９，５７（４）：１３７３１３８２．

［１１］ＣＡＯ Ｈ Ｌ， ＹＡＮＧ Ｌ Ｓ， ＴＡＮ Ｘ Ｈ，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２Ｄ ＤＯ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ｉｎｅａｒａｒｒａｙｓ［Ｊ］．ＥＴＲＩ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９，３１（６）：８０６８０８．

［１２］ＨＡＮＳＥＮＣＫ，ＷＡＲＮＩＣＫＫＦ，ＪＥＦＦＳＢＤ，ｅ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ｆｏｃａｌｐｌａｎｅａｒｒａｙ［Ｊ］．

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４０（５）：１１３．

［１３］ＰＯＵＬＳＥＮＡＪ，ＪＥＦＦＳＢＤ，ＷＡＲＮＩＣＫＫＦ，ｅ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ｎ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ｂａｎｋ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Ｊ］．Ｔｈｅ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１３０（６）：２９１６２９２７．

［１４］ＮＡＧＥＬＪＲ，ＷＡＲＮＩＣＫ ＫＦ，ＪＥＦＦＳＢＤ，ｅｔ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ＦＩ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ｆｏｃａｌ

ｐｌａｎｅａ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Ｊ］．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４２（６）：１８．

［１５］ＷＡＲＮＩＣＫＫＦ，ＪＥＦＦＳＢ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ｏｒａ ｂｅａｍ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ｒａｙ ［Ｊ］．ＩＥＥ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

７（１）：５６５５６８．

［１６］ＪＥＦＦＳＢ Ｄ，ＷＡＲＮＩＣＫ Ｋ Ｆ，ＬＡＮＤＯＮＪ，ｅ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ｏｒ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ｓｉｎ ｒａｄｉｏ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５）：６３５６４６．

［１７］ＢＡＨＡＤＯＲＩ Ｋ， ＲＡＨＭＡＴ Ｓ Ｙ． Ａｎ ａｒｒａ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ａｎｔｅｎｎａｆｏｒａ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ｃａｎｎｅｄｂｅａｍ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５３（１１）：３５４７３５５４．

［１８］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Ａ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ｓｈａｐｅｄ ｂｅａ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 ｐｈａｓｅｄ ａｒｒａｙ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５５（３）：６７５６８３．

［１９］ＫＥＨＮＭＮＭ，ＳＨＡＦＡＩ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ｓｅ

ｆｏｃａｌｐｌａｎｅ ａ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ｓｆｏｒ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ｓ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 ｗｉｄｅｌ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ｂｅａｍｓ［Ｊ］．Ｒａｄ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４４：１２５．

［２０］ＳＡＫＡ Ｂ，ＹＡＺＧＯＮ 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ａｎｔｅｎｎａｗｉｔｈｐｌａｎａｒａ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ｓａｎｄｃｌｕｓｔｅｒ

ｆｅｅｄｓ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４５（１）：９３９７．

［２１］杨士中，杨力生，谭晓衡，等．多飞行器测控技术的研

究［Ｊ］．宇航学报，２００２，２３（６）：１２１８．

Ｙ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ＩＳＨＥＮＧ， ＴＡＮ

ＸＩＡＯ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ＴＴ＆Ｃｆｏｒ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２，

２３（６）：１２１８．

［２２］刘嘉兴．载人航天 ＵＳＢ测控系统及其关键技术［Ｊ］．宇

航学报，２００５，２６（６）：７４３７４７．

ＬＩＵＪＩＡＸＩＮＧ．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ＳＢＴＴ＆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６（６）：７４３７４７．

［２３］ＳＡＹＥＲＣ．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ｄｅｓｉｇ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１．

［２４］ＳＴＵＴＺＭＡＮ Ｗ Ｌ，ＴＨＩＥＬＥＧＡ．Ａｎｔｅｎｎａ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２ｎｄ ｅｄ）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２００６．

（编辑　侯　湘）

２３１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３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