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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动学方法的小卫星串行编队模型误差研究

赵征宇１，蔡远文２，刘高强１，姚静波２，王　刚１
（１．装备学院 研究生管理大队，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２．装备学院 航天装备系，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

摘要：针对小卫星串行编队构型设计，采用运动学方法建立串行编队相对运动数学模型。考虑偏心率等于零与不等于零时的两种情

形，分别对所构建的运动学模型进行分析；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相对运动学模型中包含的参考卫星半长轴与初始平近点角差进行仿真，将

运动学模型计算结果与精确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初始平近点角差对编队模型误差的影响相对更大，为后续小卫星编队综合

构形设计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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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现代小卫星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不但有效弥补了传统大卫

星的不足，还在卫星应用方面推陈出新，使得星座与编队的发

展前景不断开阔［１］。卫星编队技术在国外发展的相对较早，已

经进入探索应用阶段，例如 “重力和气候实验卫星”（ＧＲＡＣＥ

－１／２），目的在于获取高精度和高空间分辨率的静态以及时变

重力场，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７日发射升空。国内大都还处在理论

研究阶段，也进行了相关技术的探索试验。

基础编队构形是编队构形中形式简单，容易理解与实现的

构形，充分了解掌握基础构形，有利于进行复杂的编队构形设

计。其中，串行编队基础构形是编队基础构形中最简单的基础

构形。下面应用运动学方法对其进行建模分析，与精确模型进

行比较，确定轨道根数对模型误差的影响［２］。

１　运动学方法建模

运动学方法是基于空间几何关系利用参考卫星与伴随卫星

的轨道根数差或相对轨道根数在参考卫星坐标系中描述相对运

动的方法［３］。采用轨道根数作为描述参数分析相对运动，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相对运动的线性化动力学方程对问题背景的

约束，可以在更广泛的条件下分析相对运动。此外，采用轨道

根数描述相对运动便于编队构形的设计与控制。

本节基于相对运动运动学方法的优势，应用运动学方法进

行小卫星编队的相对运动建模。针对卫星各参数，以下标表示

参考卫星，以下标表示伴随卫星。将两卫星的轨道根数差分别

记为Δ犪、Δ犲、Δ犻、ΔΩ、Δω、Δ犕。所有的角度度量以逆时针

方向为正［４］。

分别将地心赤道惯性坐标系、参考卫星轨道坐标系与伴随

卫星轨道坐标系记为坐标系犈、犆、犅。由此，从地心赤道惯

性坐标系到参考卫星轨道坐标系和伴随卫星轨道坐标系的转移

矩阵［５］分别为：

犕犆犈 ＝犕３（狌犮）犕１（犻犮）犕３（Ω犮） （１）

犕犅犈 ＝犕３（狌犫）犕１（犻犫）犕３（Ω犫） （２）

式中，犕犼 （θ）表示绕瞬时坐标轴犼 （犼＝１，２，３）旋转角度

的初等转移矩阵：

犕１（θ）＝

１ ０ ０

０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

熿

燀

燄

燅θ

（３）

犕３（θ）＝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１

（４）

　　在参考卫星轨道坐标系中建立相对运动方程，如公式

（５）：

狓

狔
熿

燀

燄

燅狕

＝犕犆犈犕
犜
犅犈犵

犚犫
熿

燀

燄

燅

０

０

－

犚犮
熿

燀

燄

燅

０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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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犚犮 和犚犫 分别为参考卫星和伴随卫星的地心距，采

用轨道根数的形式表示如公式 （６）：

犚犫 ＝犪犫（１－犲犫ｃｏｓ犈犫）

犚犮 ＝犪犮（１－犲犮ｃｏｓ犈犮｛ ）
（６）

　　公式 （５）是相对运动的运动学方程，它利用两颗卫星的

轨道根数，在参考星轨道坐标系中描述了伴随卫星的相对运

动。如果已知两颗卫星的轨道根数，则可由该式精确求解伴随

卫星相对于参考卫星的相对运动轨迹。该方法是基于坐标变换

的集合方法，原理通俗易懂，但不足之处在于展开式比较复

杂，不利于开展相对运动的特性分析，需要进一步进行简化。

若为小量，则有：

ｃｏｓ（θ＋Δθ）≈ｃｏｓθ－Δθ犵ｓｉｎθ

ｓｉｎ（θ＋Δθ）≈ｓｉｎθ－Δθ犵ｃｏｓ｛ θ
（７）

　　因为Δ犻、ΔΩ、Δ狌均为小量，于是有如下线性化表示：

犕３（Ω犫）＝犕３（Ω犮＋ΔΩ）≈犕３（Ω犮）＋ΔΩ犵Δ犕３（Ω犮）

犕１（犻犫）＝犕１（犻犮＋Δ犻）≈犕１（犻犮）＋Δ犻犵Δ犕１（犻犮）

犕３（狌犫）＝犕３（狌犮＋Δ狌）≈犕３（狌犮）＋Δ狌犵Δ犕３（狌犮
烅

烄

烆 ）

（８）

其中：

Δ犕１（θ）＝

０ ０ ０

０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０ －ｃｏｓθ －ｓｉｎ

熿

燀

燄

燅θ

（９）

Δ犕３（θ）＝

－ｓｉｎθ ｃｏｓθ ０

－ｃｏｓθ －ｓｉｎθ ０
熿

燀

燄

燅０ ０ ０

（１０）

　　将公式 （８）～ （１０）代入公式 （２），并略去高阶项，可

得公式 （１１）：

犕犅犈 ＝犕犆犈 ＋Δ犕犆犈 （１１）

　　其中：

Δ犕犆犈 ＝ΔΩ犵犕３（狌犮）犕１（犻犮）Δ犕３（Ω犮）＋

Δ犻犵犕３（狌犮）Δ犕１（犻犮）犕３（Ω犮）＋

Δ狌犵Δ犕３（狌犮）犕１（犻犮）犕３（Ω犮） （１２）

　　将公式 （１１）带入公式 （５），可得公式 （１３）：

狓

狔
熿

燀

燄

燅狕

＝

犚犫－犚犮

犚犫（Δ狌＋ΔΩｃｏｓ犻犮）

犚犫（－ΔΩｓｉｎ犻犮ｃｏｓ狌犮＋Δ犻ｓｉｎ狌犮

熿

燀

燄

燅）

（１３）

２　串行编队构形建模

串行编队是编队构形中最基础的编队构形，其特点是两颗

小卫星在同一轨道上，相距需求的距离，一前一后串行飞行。

其轨道根数如下要求：除平近点角不同之外，其余５个轨道根

数完全相同。

下面针对串行编队相对运动运动学模型误差，分为两种

情况分别进行仿真分析。

２１　偏心率为零时的串行编队构形

依据运动学方法建模可知：

狓

狔
熿

燀

燄

燅狕

＝犕犆犈犕
犜
犅犈

犚犫
熿

燀

燄

燅

０

０

－

犚犮
熿

燀

燄

燅

０

０

＝

犚犫－犚犮

犚犫Δ狌
熿

燀

燄

燅０

（１４）

　　由于参考星与伴随星的轨道偏心率都为零，可得公式

（１５）与公式 （１６）：

犈犮 ＝犕犮

犈犫 ＝犕｛ 犫

（１５）

犳犮 ＝犕犮

犳犫 ＝犕｛ 犫

（１６）

　　则相对运动运动学方法所建立的串行编队构形模型如公式

（１７）：

Β

狓＝０

狔＝犪犮Δ犕

狕＝
烅

烄

烆 ０

（１７）

　　当参考轨道为圆轨道时，参考星与伴随星之间的几何关系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参考星与伴随星几何关系图

图中狅犃与犗犅 垂直；∠狅犗犅 与∠犃狅犆 相等，都等于β；

狅犃为参考星与伴随星之间的距离狉。所以，Δ犕＝∠狅犗犃，由

图１可知：

ｓｉｎβ＝
狉
２犪

（１８）

狓 ＝狉ｓｉｎβ （１９）

狔 ＝狉ｃｏｓβ （２０）

　　当参考轨道的半长轴、偏心率、轨道倾角、升交点赤经、

近地点幅角都确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初始平近点角来改变两

星之间的相对距离，并分析运动学方法所建立模型的误差。

当半长轴固定为７０００ｋｍ时，改变两星初始平近点角差，

应用运动学模型计算得到相对距离与各轴方向的分量，通过与

精确几何模型计算所得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其误差。其中精确

几何模型计算所得数据以下标１表示，运动学模型计算所得数

据以下标２表示。表１是运动学模型相对距离的误差变化情

况表。

表１　运动学模型相对距离的误差变化表

初始平近点角差Δ犕／（°）相对距离误差Δｒ／ｋｍ 误差比值＝Δ狉／狉１

０．００８１８５１１１３６６ １１０－９ １１０－９

０．０１６３７０２２２７７ ７１０－９ ３．５１０－９

０．０３２７４０４４５８８ ５．４１０－８ １．３５１０－８

０．０６５４８０８９４４４ ４．３５１０－７ ５．４３７５１０－８

０．１３０９６１８１０３ ３．４８１０－６ ２．１７５１０－７

０．２６１９２３７９１６ ２．７８６１０－５ ８．７０６２５１０－７

０．５２３８４８９５１５ ０．０００２２２９２ ３．４８３１２５１０－６

１．０４７７０８８５１ ０．００１７８３４ １．３９３２８１２５１０－５

２．０９５５０５２９７ ０．０１４２６８５ ５．５７３６３２８１３１０－５

４．１９１７１１７５１ ０．１１４１９９５ ２．２３０４５８９８４１０－４

８．３８９０４５４６２ ０．９０８２５１ ８．８６９６３８６７２１０－４

由表１可知，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运动学模型计

算所得的相对距离与精确相对距离之间的误差逐渐增加，距离

误差相对于精确相对距离的比值也逐渐变大；同时可以得出，

模型误差相对于半长轴可忽略不计，相对于相对距离量级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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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０－４以上，可以进行简化处理。表２是运动学模型狓轴向

距离误差随初始平近点角差变化情况表。

表２　运动学模型狓轴向距离的误差变化表

狓轴向距离误差Δ狓／ｋｍ 误差比值＝Δ狓／狉１

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３１０－５ 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３１０－５

２．８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０－４ 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２９１０－５

１．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３１０－３ ２．８５７１４２８５８１０－４

４．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０－４

０．０１８２８５７１４２９ １．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３１０－３

０．０７３１４２８５７１４ ２．２８５７１４２８６１０－３

０．２９２５７１４２８６ ４．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２１０－３

１．１７０２８５７１４ ９．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１０－３

４．６８１１４２８５７ １．８２８５７１４２９１０－２

１８．７２４５７１４３ ３．６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０－２

７４．８９８２８５７１ ７．３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０－２

由表２可知，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运动学模型计

算所得的狓轴向距离与精确狓轴向距离之间的误差也在增加，

距离误差相对于精确相对距离的比值也在变大。初始平近点角

差小于１．０４７７０８８５１°时，模型狓轴向距离误差相对于精确相对

距离比值保持在１０－３以上；初始平近点角差在２．０９５５０５２９７°

与８．３８９０４５４６２°之间时，模型狓轴向距离误差相对于精确距离

的比值保持在１０－２量级上。表３是运动学模型狔轴向距离误

差随初始平近点角差变化情况表。

表３　运动学模型狔轴向距离的误差变化表

狔轴向距离误差Δ狔／ｋｍ 误差比值＝Δ狔／狉

３．６１０－９ ３．６１０－９

２．７１０－８ １．３５１０－８

２．１７１０－７ ５．４２５１０－８

１．７４１１０－６ ２．１７６２５１０－７

１．３９３１０－５ ８．７０６２５１０－７

０．０００１１１４５ ３．４８２８１２５１０－６

０．０００８９１６６ １．３９３２１８７５１０－５

０．００７１３３４ ５．５７２９６８７５１０－５

０．０５７０７１１ ２．２２９３３９８４４１０－４

０．４５６７０６２ ８．９２００４２９６９１０－４

３．６５１０６２ ３．５６５４９０２３４１０－３

由表３可知，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运动学模型计

算所得的狔轴向距离与精确狔轴向距离之间的误差也在增加，

距离误差相对于精确相对距离的比值也在变大；同时可以得出

模型误差相对于半长轴为小量可以忽略不计，相对于相对距离

来说也是小量，量级保持在１０－３，可以进行简化处理。

综合对比分析可知：

１）在同一条件下，运动学模型计算所得的相对距离误差

在数值与比值都是最小的，狔轴向次之，狓轴向最大，由此可

以看出在运动学模型公式推导过程中狓轴向简化的相对较多，

导致模型在狓轴向模型误差相较于相对距离与狔轴向都大。

２）基于串行编队构形特点，三轴向距离在相对距离中所

占的比重不同，其中狔轴向距离数值最大，所占比重最大，对

于相对距离的影响最大，所以相对距离的误差与狔轴向的误差

最接近。

３）在初始平近点角差逐渐增大的前提下，保持半长轴不

变，运动学模型计算所得的相对距离、狓轴向距离与狔轴向距

离的误差都在增加，运动学模型在相对距离与狔轴向距离误差

更小，在狓轴向距离误差相对于前两者较大；相对于半长轴来

说，模型误差都可以忽略，但相对于相对距离来说，狓轴向需

要进行适当考虑，以减少模型误差。

上面对初始平近点角差进行了分析，下面对半长轴进行计

算分析。保持初始平近点角差不变，改变半长轴，观测模型相

对距离、狓轴向与狔轴向的距离误差变化情况。保持初始平近

点角差，则模型的相对距离、狓轴向距离与狔轴向距离误差随

半长轴变化情况如表４～表６所示。

表４　运动学模型相对距离的误差变化表

半长轴犪／ｋｍ 相对距离误差Δ狉／ｋｍ 误差比值＝Δ狉／ｒ１

６７００ ４．１６１０－７ ５．４３２８４１０－８

６８００ １．６９１１０－６ ５．４３０１５１０－８

６９００ １．７１６１０－６ ５．４４０２２１０－８

７０００ １．７４１０－６ ５．４２５１０－８

７１００ １．７６６１０－６ ５．４３４８６１０－８

７２００ １．７９１０－６ ５．４３２２９１０－８

７３００ １．８１６１０－６ ５．４４１７８１０－８

７４００ １．８４１０－６ ５．４２７３６１０－８

表５　运动学模型狓轴向距离的误差变化表

狓轴向距离误差Δ狓／ｋｍ 误差比值＝Δ狓／ｒ１

４．３７５５１０２０５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５１０－４

４．４４０８１６３２７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０－４

４．５０６１２２４４９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０－４

４．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２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０－４

４．６３６７３４６９５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５１０－４

４．７０２０４０８１７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５１０－４

４．７６７３４６９３９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４１０－４

４．８３２６５３０６２１０－３ ５．７１４２８５７１５１０－４

表６　运动学模型狔轴向距离的误差变化表

狔轴向距离误差Δ狔／ｋｍ 误差比值＝Δ狔／ｒ１

４．１６１０－７ ５．４３２８４１０－８

１．６９１１０－６ ２．１７５９２１０－７

１．７１６１０－６ ２．１７６０９１０－７

１．７４１０－６ ２．１７５１０－７

１．７６６１０－６ ２．１７６４１１０－７

１．７９１０－６ ２．１７５３５１０－７

１．８１６１０－６ ２．１７６７１１０－７

１．８４１０－６ ２．１７５６８１０－７

由表中数据可知，当初始平近点角差保持不变，半长轴逐

步增加时，运动学模型计算所得相对距离、狓轴向距离与狔轴

向距离误差逐渐增加，但其相对于精确相对距离之间的比值基

本保持稳定，在相同量级上存在微小差别。

综上分析可知，半长轴的变化对运动学模型计算所得的相

对距离与各轴向距离的误差影响基本保持不变；相对于初始平

近点角差变化对模型距离误差的影响小。所以，在进行串行编

队构形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初始平近点角差，以减少模型误

差对于编队构形的设计中带来的误差。

２２　偏心率不为零时的串行编队构形

当参考星轨道偏心率为一阶小量并略去二阶及以上小量



第６期 赵征宇，等：


基于运动学方法的小卫星串行编队模型误差研究 ·２４７　　 ·

时，有：

犈≈犕＋犲ｓｉｎ犕 （２１）

犳≈犕＋２犲ｓｉｎ犕 （２２）

　　则相对运动运动学方法所建立的串行编队基础构形模型

如下：

狓＝－犪犮犲犮 （ｃｏｓΔ犕－１）２＋ｓｉｎ２Δ槡 犕ｃｏｓ（犕犮＋θ）

狔＝２犪犮犲犮 （ｃｏｓΔ犕－１）２＋ｓｉｎ２Δ槡 犕ｓｉｎ（犕犮＋θ）

狕＝

烅

烄

烆 ０

（２３）

　　其中：

ｃｏｓθ＝
ｃｏｓΔ犕－１

（ｃｏｓΔ犕－１）２＋ｓｉｎ２Δ槡 犕
（２４）

ｓｉｎθ＝
ｓｉｎΔ犕

（ｃｏｓΔ犕－１）２＋ｓｉｎ２Δ槡 犕
（２５）

　　取半长轴为７０００ｋｍ，偏心率为０．００１，使初始平近点角

差从０．００８１８５１１１３６６°变化到８．３８９０４５４６２°，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

进行仿真，来分析狓轴向、狔轴向、狕轴向与相对距离的误差

变化情况。

首先，对狓轴向距离误差进行仿真。狓轴向距离误差数值

变化情况如图２所示，图中ａ、ｂ、ｃ、ｄ分别表示选择Δ犕＝

０．００８１８５１１１３６６°、 ０．０６５４８０８９４４４°、 ０．５２３８４８９５１５°、

８．３８９０４５４６２°时，狓轴向距离误差的变化情况。

图２　狓轴向距离误差随时间狋变化

由图２可知，狓轴向距离误差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

逐渐增加，量级从１０－５增加到１０－１。而其距离误差相对于精

确模型中的相对距离的比值如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知，狓轴向距离误差与精确相对距离的比值随着

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而增加，比值的量级没有数值的量级变

化那么大，比值量级从１０－５变化到１０－２。

其次，对狔轴向进行仿真，狔轴向距离误差变化情况如图

４所示。

由图４可知，狔轴向距离误差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

逐渐增加，量级从１０－３增加到１００。相较于狓轴向距离误差来

说，变化幅度没有ｘ轴向大。而其距离误差相对于精确模型中

的相对距离的比值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狔轴向距离误差与精确相对距离的比值没有

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而增加，比值的量级基本保持不

图３　狓轴向距离误差与精确相对距离比值随时间狋变化

图４　狔轴向距离误差随时间狋变化

图５　狔轴向距离误差与精确相对距离比值随时间狋变化

变，在１０的负３次量级上。说明狔轴向的距离误差相较于相

对距离来说是一个小量。对比狓轴向可知，狔轴向误差比值相

对于狓轴向误差比值变化小。

（下转第２９３页）



第６期 郑克波，等：反向响应过程抗负载干扰ＰＩＤ


控制回路性能评估 ·２９３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５１ （３６）：１１７４４ １１７５２．

［１３］ＰａｉＮＳ，ＣｈａｎｇＳＣ，ＨｕａｎｇＣＴ．ＴｕｎｉｎｇＰＩ／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ｅａ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ｙｓｉｍｐｌ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２０ （６）：７２６

７３３．

［１４］ＪｅｎｇＪＣ，ＬｉｎＳＷ．Ｒｏｂｕｓ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ｓｔ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 ［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５１ （６）：２６５２ ２６６５．

［１５］ＨｕａｎｇＷ，ＣｈｉｕＭＳ．Ｄｉｒｅｃｔ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ｆｏｒｓ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ｖｅｒｓ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ＳＩ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ＣＥ）［Ｃ］，Ｓａｐｐｏｒｏ，２０１４：１６５ １７０．

［１６］ＣｈｅｎＤ，ＳｅｂｏｒｇＤＥ．ＰＩ／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２，４１ （１９）：４８０７ ４８２２．

［１７］ＲａｏＡＳ，ＲａｏＶＳＲ，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 Ｍ．Ｄｉｒｅｃ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９，３４６ （１）：

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

３８ ５６．

（上接第２４７页）

由仿真可知，运动学模型与精确模型的ｚ轴向距离计算都

为零，不存在误差。

综合对比３个轴向可知：

１）狓轴向距离误差在数值与比值上的变化幅度最大；

２）狔轴向距离误差在数值上有明显变化，但其比值保持

在同一量级上；

３）而狕轴向没有距离，不存在距离误差。

因此，初始平近点角的差异对狓轴向的影响最大。

最后，对相对距离进行仿真，相对距离误差数值变化情况

如图６所示。

图６　相对距离误差随时间狋变化

由图６可知，相对距离误差随着初始平近点角的增加逐渐

增加，量级从１０的负３次增加到１０的０次。而其距离误差相

对于精确模型中的相对距离的比值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在 （ａ）～ （ｃ）之间，相对距离误差与精确

相对距离的比值没有随着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增加而增加，比值

的量级基本保持不变，在１０的负３次量级上。而在 （ｄ）中，

比值有所增加，但量级基本保持不变。说明相对距离误差相较

于相对距离来说是一个小量。

综合对比３个轴向与相对距离误差的仿真分析图可以发

现，相对距离与狔轴向的距离误差变化比较接近。分析运动学

模型式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狔轴向距离数值远大于狓轴向

距离数值，在计算相对距离时狔轴向距离所占的比重远大于狓

轴向距离。由此可知，相对距离误差随初始平近点角变化的趋

势与狔轴向变化基本一致。同时狓轴向受初始平近点角差的影

响较大，误差变化幅度较大，在进行构形设计时，需要充分考

图７　相对距离误差与精确相对距离比值随时间狋变化

虑狓轴向误差对构形功能的影响，适当选取初始平近点角差，

以减少误差。

３　结论

在现代小卫星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编队应用模式的研究不

断深入。运用运动学方法对串行基础编队构形进行建模仿真，

通过与精确模型的对比分析，得出：

１）在低轨串行编队中，初始平近点角差不同造成的模型误

差比半长轴不同造成的模型误差来的大。在编队设计时，相较于

半长轴，需要更加注意初始平近点角的选择，以减少模型误差；

２）初始平近点角差在模型３个轴向中的影响不同，对于

狓轴向的影响最大，狔轴向次之，狕轴向由于编队特性，没有

造成影响。在进行设计时，更需要注意对狓轴向误差的控制，

使之符合要求；

３）由模型式与仿真分析图可知，狔轴向距离在３个轴向

中所占的最大，相对距离的变化情况与狔轴向的变化情况更加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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