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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概论：卫星通信系统担负着将雷达实时成象分系统获取的SAR图像数据进行压缩并和来自飞机上的GPS定位数据进

行复接后发往通信卫星，经转发站实时地传送到地面用户站的任务。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共有四部分组成，即机载

站、卫星转发站、地面转发站和地面接收站.其中机载站主要完成遥感成像、数字图像处理及信号发射，它由合成孔径

雷达（SAR）成像、数字图像处理、数据加密、信道编码、调制、上变频、功率放大、天线及天线伺服等部分组成；卫

星转发站主要完成射频信号的中继，由天线、输入滤波、低噪声放大、频率变换、功率放大和输出滤波等部分组成；地

面转发站主要完成数字基带信号的再生中继，由天线、输入滤波、低噪声放大、下变频、解调、信道译码、信道编码、

调制、上变频和功率放大等部分组成；地面接收站主要完成信号接收，由天线、输入滤波、低噪声放大、下变频、解调

和信道译码等部分组成。由于卫星通信系统为串行工作方式，所涉计的设备多，技术性强，如果有任何一点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整个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二、主要关键技术：1、SAR成像器和机载控制机箱之间的传输电路的改装与可靠性

加固：SAR成像器所输出的数据是否能够正确无误地传送给机载控制机箱，这是关系到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能否图像

的关键。在“九五”攻关实验中发现，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传输的图像经常出现不稳定的现象，甚至出现收不到图像

的现象。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认真的分析发现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传输的图像经常出现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即

SAR成像器和机载控制机箱之间的传输电路系统接地不良和其接口器件由于多次插拔而出现信号线脱落现象。由于该线

路是安装在飞机机舱内的夹层中的，这对该线路的改装与可靠性加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有关人员的积极支持和配合

下以及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终于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2、接收天线及其电源馈线系统的设计、安装与调试：“八五”

期间研制的接收天线为4.5米接收天线，体积大并且十分笨重，另外对接收天线的直流供电还要用专门的电路从室内接

到室外的接收天线上，这对接收站的移动和可靠性都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项目利用空军有关部

门科技演练的机会，在国家遥感中心航空遥感一部有关人员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以及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重新设计了地

面接收系统的前端部分。目前前端部分的接收天线为2.4米(在电磁干扰比较小的地区也可以采用1.8米的接收天线)。另

外，该项目还设计了对接收天线的直流供电匹配部件，使射频信号和到接收天线的直流信号公用一条线路，这样不但省

去了从室内接到室外接收天线上的专的线路，而且也隔离了到下变频器的直流信号，同时有便于地面接收站的移动。

3、机载发射机的工程化实现：按照工程化的有关要求，完善了机载单元的软、硬件，为机载单元加入了液晶显示单元

和键盘输入单元，还增加了可选项，改善了机载系统的可操作性和界面友好性。同时为了提高运算速度和工作的可靠

性，该项目将机载单元更新为PentiumII系统，并解决了由于负载过重引起的主机复位问题。4、系统的传输控制部分及

有关软件的改进：改进了系统的传输控制部分，提高了系统的抗信道干扰能力和容错性，改善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针

对整个系统飞行时可能出现的多种意外情况，通过改进系统的软、硬件体系结构，做了大量的分析、测试工作，提高了

系统运行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并利用可靠的软件功能，把重要数据和一般压缩图像数据区分开来，对重要数据作重点保

护，以期达到准确无误地传送遥感图像重要数据的目的。另外，工程化期间，简化了操作控制，增加了故障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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