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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低轨卫星在承担对地观测任务同时，对卫星轨道精度有着严格要求。由我国自行设计研

制的北斗三号（BDS-3）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于 2020 年正式建设完成，与其余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共同向全球用户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基于 BDS-3系统的星载技术可以为低轨卫星

任务提供全球连续的跟踪观测值，为高精度的精密定轨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本文利用 HY2D 卫星星载 B1C/B2a 观测值实施简化动力学精密定轨，在采用精确的光压

模型基础上，对星载 BDS-3接收机天线进行在轨标定。通过观测值残差、重叠轨道比对和激

光检核等手段对定轨结果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重叠轨道在径向和三维位置 RMS 值为 0.49 cm

和 1.33 cm，激光检核残差 RMS值优于 2 cm，结果表明基于星载 BDS-3观测数据对低轨卫星

可实现厘米级精密定轨。 

三、 主要创新点 

1、本文利用低轨卫星搭载的 BDS-3双频接收机开展精密定轨研究，国产 HY2D卫星是我

国首颗搭载双频 BDS-3接收机的测高卫星，文中采用实测的 B1C/B2a伪距和相位观测值实施

了简化动力学精密定轨，并从几何和动力学模型两个方面进一步地提升了定轨精度。 

2、文中根据低轨卫星的星体面板结构、光学属性以及飞行姿态，采用严密的物理分析

型光压模型进行精密定轨。相比于一般的分析型光压模型，考虑了卫星受照面在短波辐射和

长波辐射的影响，并采用时变的太阳常数和静态热辐射模型。 

3、利用 HY2D卫星两周的星载 B1C/B2a观测值，对接收机的天线 PCO 进行了在轨标定，

并采用残差法估计出接收机天线的无电离层组合 PCV模型，同时还分析了姿态切换的几何变

化对 PCV的影响。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HY2D卫星精密定轨结果显示，基于 BDS-3系统的星载平台可为低轨卫星任务实现厘米级

精密定轨，相关研究成果可应用于我国后续搭载双频 BDS-3接收机的低轨卫星计划，这将进

一步促进我们航天和对地观测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为后续的科研任务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本文针对基于 BDS-3 的低轨卫星精密定轨方法展开研究，HY2D卫星是我国第一颗搭载双

频 BDS-3接收机的测高卫星，文中利用 HY2D卫星 14天星载 B1C/B2a数据实施精密定轨并对

定轨精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完全有能力基于国产 BDS-3系统的星载平台开展厘米级

低轨卫星精密定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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