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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经姚翔、李杨、张云彤、范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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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属于中国航天国家标准体系。中国航天国家标准体系适用于航天领域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和

管理,覆盖航天管理、航天技术、航天应用与服务三大领域,是指导航天器和运载火箭项目管理、工程研

制、航天发射服务、卫星在轨应用等活动的依据。
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发射入轨后,一般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在轨测试,对卫星平台和有效载荷的

各项功能与性能指标进行测试,利用相关测试数据对卫星的在轨飞行情况进行评定,当用户与承制方共

同确认通信卫星的在轨飞行评定结果满足合同规定的要求时,才能将卫星交付给用户。为确保地球同

步轨道通信卫星的飞行结果评定客观公正,并能被承制方和用户共同认可,有必要明确和规范相关评定

依据、原则、评定项目和方法等,这对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研制和交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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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飞行结果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飞行结果评定的原则、依据、等级划分、项目、方法及等级

判定。
本标准适用于卫星研制部门对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自星箭分离后至交付用户前,根据在轨测试

数据给出飞行结果的评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通信卫星 communicationssatellite
用于中继无线电通信信息的人造地球卫星。

2.2
地球同步轨道 geosynchronousorbit
轨道周期和地球自转周期相等的顺行轨道。

2.3
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 geosynchronouscommunicationssatellite
轨道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相同的通信卫星。

2.4
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 geostationarycommunicationssatellite
轨道倾角和轨道偏心率为零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卫星相对于地面静止。

2.5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quivalentisotropicradiatedpower
EIRP
施加到天线的功率与给定方向天线的绝对增益的乘积。

2.6
品质因数 G/Tratio
天线增益与系统噪声温度的比值。

2.7
饱和通量密度 saturationfluxdensity
SFD
使卫星上一个转发器频道输出功率达到饱和所需输入的通量密度。

2.8
带外抑制 out-bandsuppression
电信系统对频带以外电信号的抑制程度。

2.9
定点精度 stationaccuracy
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在定点捕获后轨道位置保持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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