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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概 要 
 

一、 研究目的和方法 

针对导航卫星星载钟在轨控制容易造成卫星服务“不可用”的技术难题，提出了一种新

的星载钟在轨控制策略，集中于实现两个目的：一是最大化延长在轨星载钟的控制周期，二

是必须进行星载钟控制时可实现对服务无影响。在总结分析主要星载钟特性、控制方法及影

响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仿真和实验数据验证的方式对本文提出的策略进行了研究与验

证。 

 

二、 主要结果与结论 

1）综合考虑星载钟钟差、钟速和钟漂特性，基于星载时频频率偏置的方式可大大延缓

星载钟差达到门限值的时间，理想情况下可实现在卫星寿命周期内不调整星载钟。 

2）在考虑数据龄期和星载钟性能对卫星的用户等效距离误差（UERE）综合影响时，通

过“小步快调”调整策略，能够实现卫星边调整边服务的目标。 

 

三、 主要创新点 

1）提出了在星载时频控制设备上设置一个反向频率偏置的方法，理论验证了频率偏差

与频率漂移反向、且星地钟差曲线与最大限值曲线相切时，星地钟差调整周期的时间最优。 

2）提出了“小步快调”的调整方法，有效解决预设调整量大影响单星服务的难题。 

 

四、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星载钟是卫星的核心载荷，对其进行高水平的控制是服务性能提升的必然要求。本文研

究成果可应用于卫星星载钟的日常维护调整，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星载钟的控制频度，必

须控制时可实现对卫星服务无影响，对于卫星导航系统精细化运维、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具

有重要参考意义。 

 

五、 解决的实际问题 

本文提出的星载钟在轨控制策略能够最大化延长星载钟的控制周期，同时在必须进行星

载钟控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对服务无影响，解决了现有控制策略导致的卫星服务“不可用”

问题，有助于提升导航卫星的在轨管理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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