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　国　科　学　院　上　海　天　文　台　年　刊
２００７年　总第２８期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ＣＡＳ 　 Ｎｏ．２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年上海天文台卫星激光测距观测报告
上海天文台卫星激光测距应用团组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提　　　要

介绍了２００６年上海天文台卫星激光测距观测和系统改造情况。

主题词：卫星激光测距 — 观测报告 — 系统改造

分类号：Ｐ２２８．５

１　观 测 概 况

２００６年上海天文台卫星激光测距观测获得总观测圈数为 １５４９，总观测点数为
７４８１１１７［１］，有观测的天数为１８８天。其中由于天气不好，仅获得１～２圈资料的天数为２６天。
表１、表２分别是２００６年测距圈数、点数统计和逐月统计，图１为每月圈数／天数统计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２月和６月由于天气原因观测效率是最低的。

表 １　２００６年上海天文台卫星激光测距观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Ｌ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６

卫 星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圈 数

Ｐａｓｓ
点 数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ＪＩＳＡＩ ２９４ ２２９１６７

　　ＢＥＡＣＯＮＣ ２２９ １７５２６９

　　ＣＨＡＭＰ １ ２１４

　　ＥＴＡＬＯＮ１ ３ ２９７

　　ＥＴＡＬＯＮ２ ５ １２９５

　　ＥＮＶＩＳＡＴ ９５ ２６８２７

　　ＥＲＳ２ １１６ ３９９７７

　　ＧＦＯ１ １１３ ３８３２９

　　ＧＰＢ ６ １４６３

　　ＧＲＡＣＥＡ ３７ ４９８６

　　ＧＲＡＣＥＢ ３９ ３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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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卫 星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圈 数

Ｐａｓｓ
点 数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ＮＡＳＳ８７ １ ６６

　　ＧＬＯＮＡＳＳ８９ ２ ５７６

　　ＪＡＳＯＮ１ １１５ ４３５７８

　　ＬＡＧＥＯＳ１ ５９ ２７４４６

　　ＬＡＧＥＯＳ２ ８０ ３５４２９

　　ＬＲＴ ９１ ２３４９９

　　ＳＴＥＬＬＡ ９２ ３７４１４

　　ＳＴＡＲＬＥＴＴＥ １７１ ５８３５９

　　ＴＯＴＡＬ １５４９ ７４８１１１７

表 ２　２００６年卫星激光测距逐月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ｓｓｅｓｉｎ２００６

月　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合计

观测天数 １０ ８ ２１ １２ １３ ８ １５ ２７ １７ ２５ １３ １９ １８８

圈 数 ９９ ５１ １４２ １０８ １０３ ３９ １２０ １９３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１４ １８４ １５４９

图 １　每月圈数／天数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ｄａｙｓｐｅｒｍｏｎｔｈ

２　系 统 改 造

２．１伺服控制的改造
用于驱动望远镜的伺服控制器已使用了近１０年，所用的器件已老化。在２００６年，我们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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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美国Ｃｏｐｌｅｙ公司４００系列的第三代直流有刷放大驱动器［２］，结合本组研制的外围接口电

路以及程序编程，对伺服控制器进行了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跟踪性能的稳定性有了很大提

高。该放大器可提供２４Ｖ到２２５Ｖ的直流电压，连续工作电流为１５Ａ，峰值电流为３０Ａ，输入信
号是工业标准１０Ｖ电压。该放大器提供三种控制马达的方式：力矩模式、速度模式和电压模
式。我们采用速度驱动模式，这种驱动模式采集测速电机反馈信号来驱动望远镜，我台激光

测距望远镜的力矩电机恰能提供测速机反馈信号。图２为速度驱动模式的原理图。

图 ２　速度驱动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ｒｉｖｅｍｏｄｅ

２．２激光发射望远镜的改造和激光束的方向控制
为了改善发射激光准直性能，提高对远地卫星的测距能力，将激光发射望远镜的物镜口径

从１５０ｍｍ改为２１０ｍｍ。另外，为了有效控制发射激光束的方向，我们选用二轴步进电机控制
器对发射镜进行调节控制。该控制器可以对行程和马达转速进行调节，可以保证发射光束与

接收光轴具有高平行度，提高了测距回波率。

２．３事件计时器用于ＳＬＲ测距的实验
事件计时器（Ｅｖｅｎｔｔｉｍｅｒ，简称 ＥＴ）是 ＳＬＲ发展趋势，是高重频测距必备的设备。事件计

时器特点是不受观测频率限制，可以精确记录激光测距每个事件的时刻，然后根据卫星预报轨

道信息以及利用计算机可以识别相应的主波与回波的时刻，由时刻差得到所测量卫星的距离。

我们引进了拉脱维亚研制的 Ａ０３２ＥＴ事件计时器［３］，其分辨率为１皮秒，计时精度达１０皮
秒。通过研发该设备的控制程序，上海天文台成功应用该事件计时器对所有卫星进行观测频

率达１０Ｈｚ的激光测距，有效提高了卫星激光测距观测数据率。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刊同期文
章《事件计时器在卫星激光测距中的应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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