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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遥感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2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

研究所、北京融为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洪群、张雨濛、冯旭祥、王万玉、李安、刘照言、李亚林、何元春、王振兴、郑金秀、

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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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星地数传链路是卫星向地面进行数据传输的通道,关系到卫星数据向地面传输的效率和质量。星

地数传链路的设计是卫星工程中诸多关键技术环节之一,也是卫星能够将采集的数据进行快速有效下

传的重要保证。
遥感卫星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传码速高的特点。为了应对星地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极化频率复

用、Ka频段数据传输、高阶调制解调体制及高效编译码方式等技术的应用已成为遥感卫星的星地数据

传输发展的趋势。这些技术的引入,对遥感卫星的星地数传链路设计提出了新需求。制定遥感卫星的

星地数传链路设计方法,为工程系统的设计、研制、测试等提供技术指标制定与性能评价的依据,有助于

降低星地系统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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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卫星的星地数传链路设计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遥感卫星的星地数传链路的设计要求,给出了星地数传链路设计的总体流程,输入参

数及其计算方法,描述了判别和验证链路满足遥感卫星的星地数传设计要求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遥感卫星的微波频段星地数传链路设计,其他类型卫星的微波星地数传链路设计参

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1299.4—1989 卫星通信地球站无线电设备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分系统和分系统组合通

用的测量 第四节:基带测量

GB/T11299.12—1989 卫星通信地球站无线电设备测量方法 第三部分:分系统组合测量 第

二节:4~6GHz接收系统品质因数(G/T)测量

GB/T12639—2021 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有效载荷在轨测试方法

ITU-RP.618-14—2023 设计地对空电信系统所需的传播数据和预测方法(Propagationdataand
predictionmethodsrequiredforthedesignofearth-spacetelecommunicationsystems)

ITU-RP.676-13—2022 无线电波在大气气体中的衰减和相关效应(Attenuationbyatmospheric
gasesandrelatedeffec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星地数传链路 satellite-earthdatatransmissionlink
由卫星数传发射系统输出端口,经过空间直接传输到达地面接收系统输出端口的通道。

3.2
双极化频率复用 dual-polarizedfrequencymultiplexing
同时使用满足极化隔离度要求的两个不同的正交极化电磁波信号进行通信。

  注:通常使用同一频段的左旋圆极化和右旋圆极化电磁波信号。

3.3
等效各向同性辐射功率(给定方向的) equivalentisotropicradiatedpower(inagivendirection);EIRP
施加到天线的功率与给定方向上天线的绝对增益的乘积。
[来源:GB/T14733.10—2024,3.2.2.11]

3.4
调制损耗 demodulationloss
卫星数传发射系统对电磁波信号进行调制、放大、发射等过程中产生的损耗。

1

GB/T45724—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