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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2642:2015《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遥控同步与信道编

码》。
本标准与ISO22642:2015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ISO22642:2015

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ISO22642:2015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ISO22642:2015中第1章定义文档结构、参考文献等部分内容;
———将ISO22642:2015中附录C“缩略语”改为了正文3.2;
———删除了ISO22642:2015的资料性附录B“安全、空间分配编号和专利因素”;
———删除了ISO22642:2015的资料性附录D“参考文献”。
本标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安徽龙运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南京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冬彦、李珂、刘荣科、沈小虎、张春香、赵康慩、刘栋梁、杨克元、周玉霞、

张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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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遥控同步与信道编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中遥控同步和信道编码涉及的BCH编码、LDPC编码、通
信链路传送单元(CLTU)、伪随机化技术要求。

本标准与GB/T39350配合使用,适用于空-地链路以及空-空链路之间的遥控同步和信道编码

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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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9350 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遥控空间数据链路协议(GB/T39350—2020,ISO22664:

2016,MOD)

GB/T39344 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通信操作规程-1(GB/T39344—2020,ISO22667:2013,

MOD)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通信链路传输单元 communicationslinktransmissionunit;CLTU
同步和信道编码子层的一种数据结构,由起始序列、一个或多个传送帧编码后的码字、结尾序列(可

选)组成。

3.1.2
传送帧 transferframe
遥控空间数据链路协议中规定的可变数据长度的传输单元。

3.1.3
起始序列 startsequence
一组特定的二进制码,表示CLTU的帧头开始。

3.1.4
结尾序列 tailsequence
一组特定的二进制码,表示CLTU帧的结尾。

3.1.5
空闲序列 idlesequence
遥控帧序列之间的填充字节,利用“0”“1”交替码填充,长度由用户任选,用于未发遥控帧时,收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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