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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基双通道 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方案设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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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可获取上千海里内船舶的ＡＩＳ信号，形成国家周边海域乃至全球海
域的ＡＩＳ态势信息。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独特的天基双通道ＡＩＳ接收系统方案，并
对关键参数进行论证比较，为研制通用性和平台适装性好的天基ＡＩＳ侦收系统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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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ＡＩＳ）是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国际航标协会
（ＩＡＬＡ）、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 － Ｒ）于２０００年共同强力
推广的一个具有船舶自动识别、通信和导航功能的
新型助航电子系统。安装了ＡＩＳ系统的船台可向他
船及基站自动播发本船动态信息、静态信息、航次信
息和安全短消息等相关信息。

当前岸站ＡＩＳ报文传输支持确定船舶的位置，
但传输距离仅为３０ ｎｍｉｌｅ，不能提供全球海洋覆盖。
而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可收到几百海里乃至上千

海里内船舶的ＡＩＳ信号，下传到地面站接收系统后，
可形成国家周边海域乃至全球海域的船舶目标态势
信息。借助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还可扩充天基侦
察平台探测手段，补充已有传感器的目标属性识别
能力，快速获得海上关注目标状态，目前已经受到了
各国高度关注。

２００６年６月，挪威科技大学电子与电讯系的
Ｏｌｅ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Ｈａａｋｏｎｓｅｎ Ｄａｈｌ对天基ＡＩＳ系统应用于沿
海进行监视的可行性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１］，提出
了基于多普勒频差、天线阵的复杂信号处理方案。
２０１０年，挪威防御组织（ＦＦＩ）在欧空局的支持下，发
送到国际空间站上（ＩＳＳ，轨道３４０ ｋｍ，倾角５２°）的两
个ＡＩＳ接收机（ＮＯＲＡＩＳ）于６月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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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在建设战术卫星中，明确提出必须配
备ＡＩＳ侦察载荷与射频侦测、光学图像侦察结合，联
合观测海洋目标，快速发现、跟踪海上目标。美国海
岸警卫队２００６年提出建设美国国家ＡＩＳ系统，其中
在第三阶段即是建立低轨道具备ＡＩＳ侦收载荷的卫
星系统，保障距离海岸线２０００ ｎｍｉｌｅ范围内的安全。

美国ＯＲＢＣＯＭＭ公司致力于全球卫星数据通
信，率先完成载有ＡＩＳ接收机的卫星星座和空间数
据商业化传输。另外，美国政府也在主导国际化合
作的全球ＡＩＳ及数据卫星星座，包括有英、法、德、
日、加等４０多个国家的政府实验室、大学、技术研究
机构参与。该系统采用５个极地轨道面、轨道高度
５５０ ｋｍ、由３０颗纳米卫星组成的ＡＩＳ星座，通过在
地面配置大量接收终端实现对全球各大洋船舶目标
观察。
２００８年加拿大空间技术峰会中提到由挪威政

府资助的首颗低轨道纳米星ＡＩＳＳａｔ － １和加拿大自
主研制的ＡＩＳ微卫星（Ｍ３ＭＳａｔ），其中ＡＩＳＳａｔ － １计划
于２００９年后发射。

纵观各国的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大都采用复
杂星座和载荷信号处理技术，以及规模庞大的地面支
持系统。若能研制一种卫星平台加装通用性好、地面
支持系统也简单的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则必能进
一步推动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技术的大范围应用。

２ 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组成
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涉及卫星平台及星座系

统、卫星有效载荷系统、地面ＡＩＳ网络系统、星载ＡＩＳ
侦察信号的地面应用系统，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组成框图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ＩＳ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因涉及不同的承载卫星平台，如空间站、飞船、
卫星等，将涉及星载ＡＩＳ星座的构成要素，包括轨道
参数的设计、侦收天线的安装、天地间的数据传输

等，影响单星对地船舶的单次过顶观测效果、重复观
测周期等。同区域重复观测周期也是星载ＡＩＳ侦察
系统重要参数，直接与卫星星座的设计相关联，如卫
星轨道高度、卫星轨道数及单轨道面的卫星分布等。
由于星载ＡＩＳ信号侦收机采用模块化设计，使其能
适应多种卫星平台的安装，因此也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搭载于多种不同的卫星上，并根据平台特点具体
设计侦收天线，通过星座联合实现对重点关注地区
的高强度重复观测。

卫星有效载荷系统的性能直接影响ＡＩＳ信号侦
收的效果、平台加装的适应性和通用性。由于在系
统设计中追求全系统的低代价、高可靠性和实用性
是所有从事航天任务设计人员的目标，所以星载
ＡＩＳ信号侦收载荷的设计最好能适应多种平台且载
荷电路的复杂度最低、功耗最小。为此，所设计的有
效载荷应采用模块化的拼装方案，涉及到模块化信
道接收机设计、侦收天线形式及安装参数、侦收数据
分析及大容量数据存储转发技术、大多普勒信号解
码及解译技术等。

星载ＡＩＳ侦收信号地面应用系统主要完成天基
ＡＩＳ侦收信号的转发数据接收和进一步分析，实现
对时隙碰撞信号和虚假、欺骗信号的分离，并经过数
据融合后按照订阅需求实时分发给相关的应用部
门。地面ＡＩＳ系统作为被侦收对象，对其信号标准
格式、船舶ＡＩＳ设备特点和全球船舶分布规律等掌
握是设计最佳星载ＡＩＳ信号侦收系统的前提条件。
特别是ＡＩＳ自组织网络特点、同频时分、信号发射周
期决定了星载侦收机必定会遇到同频时隙冲突问
题，而冲突的大小与星载侦收机灵敏度范围内所覆
盖的地表船舶分布情况成直接影响关系。

３ 系统关键参数分析计算
３ ．１ 船舶检测概率

在设计星载ＡＩＳ信号侦收系统时，必须考虑星
载侦收机灵敏度信号的对地覆盖面积，在掌握基本
的船舶分布规律情况下确定地面船舶总数和自组织
网络数，按照随机过程，考虑进卫星轨道参数计算出
相应的观测时间，分析计算时隙冲突情况和船舶检
测概率。文献［１ － ３］均针对简单的星载全向侦收天
线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分析过程和结果。然而，随
着全向天线大范围接收来自地面的ＡＩＳ信号，其时
隙冲突也会更加明显，造成星上信号处理软硬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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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度提高，不利于星上完成实时信号的解码解译。
对于采用星上处理、存储后定向转发的卫星系

统，必须尽可能地降低存储数据量，所以星上完成
ＡＩＳ信号的解译，可以实时引导星上其他任务载荷，
同时降低对卫星存储转发的技术压力，具备更好的
卫星平台适应性。为此，针对中大型卫星平台，可采
用空间分割方法，即卫星飞行径向前后分别加装侦
收天线，在不降低对地观测时间的前提下，大幅度地
减少时隙碰撞问题，提高船舶的检测概率。

假设地面ＡＩＳ发射机功率为１２．５ Ｗ，发射天线为
全向０ ｄＢ。卫星轨道高度取６００ ｋｍ，侦收天线采用宽
波束定向天线，卫星接收机接收灵敏度为－ １０８ ｄＢｍ，
计算出卫星接收地面信号的功率，并绘制出单个天线
的接收信号等功率曲线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单个定向天线的接收信号等功率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ｅｑｕａｌ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

外围圈表示卫星的最大覆盖范围，计算得最大
斜距Ｌｍａｘ ＝ ２ ８３０ ｋｍ，上半部分为天线主波束，下半
部分为尾瓣带来的影响，通过针对具体的卫星平台
调节天线的对地指向角度，可以进一步降低尾瓣接
收信号的影响。

若卫星前后侧向各加装一副天线和一套侦收
机，则相当于对同一个观测区进行了两次观测，相对
于全向天线其观测时间并未减少，而且还减少了单
个接收机的观测面积、减少了时隙碰撞机会。

相对于单天线（全向）的单目标检测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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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１为单天线时的碰撞系数，Ｍ为小区数，Ｎ为
总船数，Ｔｏｂｓ为观测时间，Ｔ为船舶ＡＩＳ信号平均发
射周期。

双天线（定向）双通道的单目标检测概率可以按

下式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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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２为双天线时的碰撞系数。
双天线空间分隔覆盖的情况下，认为一天线覆

盖下的舰船与另一天线覆盖下的舰船不会发生碰
撞，然后，按照式（１）的推导过程可以得到式（２）。

在相同波束覆盖面积情况下，双天线（双天线空
间分割覆盖）时的碰撞系数ｋ２小于单天线时的碰撞
系数ｋ１，由函数的单调关系知，碰撞系数变小，检测
概率Ｐ增加。

另外，从公式中还可以看出，双天线时的单船检
测概率计算公式中对应的幂指数也减少了，单船检
测概率Ｐ增加。

经计算，ｋ１ ＝ １６８，ｋ２ ＝ １５９，取Ｎ ＝ ４ ０００，Ｍ ＝
１ ０８８，Ｔｏｂｓ ＝ ３５４ ｓ，Ｔ ＝ ７ ｓ，计算出未采取其他碰撞信
号分离手段时的船舶检测概率，如图３所示。

图３ 采用单、双天线时的船舶检测概率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ｓｓ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ｎ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ａｎｄ ｔｗｏ ａｎｔｅｎｎａｓ

图３的曲线反应出，采用单天线方式一次过顶仅
能在对全部船舶总数为１ ３００艘的观测区完成探测，而
采用双天线双套接收机方式一次过顶却可以实现对
全部船舶总数为２ ５００艘的观测区完成船舶探测。

可见在系统设计中，通过采用前后两幅天线和
独立的接收机进行协同侦收的方案，有效减少了时
隙碰撞的ＡＩＳ信号接收，提高了单船检测概率。
３ ．２ 卫星星座的设计

（１）轨道类型选择
·１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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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同步轨道的光照角在一年内变化较小，卫
星星下点在同一纬度的地方时相对固定。倾斜轨道
的光照角变化比较剧烈且太阳位于轨道面两侧的情
况都会出现，卫星访问地球上同一目标点的地方时
会不断变化。

太阳同步轨道与倾斜轨道相比：全球覆盖性能
相当；单颗卫星其遍历性能较差；对于组网卫星，不
同轨道面具有不同的降交点地方时，组网卫星达到
一定数量后其遍历性能与相同规模的倾斜轨道组网
卫星相当。

对卫星平台设计而言，倾斜轨道卫星设计复杂，
由于增加帆板驱动机构，经费较多，整星可靠性较
低。因此，作为ＡＩＳ信号侦收卫星组网时，采用太阳
同步轨道是合理可行的。

（２）轨道高度选择
不同高度的卫星，同样的载荷视场角，其地面覆

盖性能是不同的。轨道高度越高，覆盖范围越广，这
对ＡＩＳ信号的侦收反而不利，而且卫星轨道越高，侦
察系统接收到的信号越弱，也不利于信号的接收解
调。一般选择５００ ～ ９００ ｋｍ的低轨轨道比较合适。

（３）星座的卫星数量选择
通过对不同轨道面数及单轨道面不同布置的卫

星数，分析计算对地观测的平均重访周期、最大重访
周期、平均响应时间和全球覆盖时间，仿真计算结果
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每个轨道面布置３颗卫星的组网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ａｃｈ ｏｒｂｉｔ 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轨道面数平均重访
周期／ ｍｉｎ

最大重访
周期／ ｈ

平均响应
时间／ ｍｉｎ

全球覆盖
时间

３ ６６．４７ ３．４３ ６０．９１ ３ｈ３４ｍｉｎ
４ ４９．４６ ２．６７ ３５．４２ ２ｈ１１ｍｉｎ
５ ３９．２８ １．６８ ２３．５６ １ｈ４０ｍｉｎ
６ ３２．４５ １．２６ １７．２３ １ｈ１０ｍｉｎ

表２ 每个轨道面布置６颗卫星时的组网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ａｃｈ ｏｒｂｉｔ ６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轨道面数平均重访
周期／ ｍｉｎ

最大重访
周期／ ｈ

平均响应
时间／ ｍｉｎ

全球覆盖
时间

３ ３１．０８ ３．０７ ４８．４３ ３ｈ１２ｍｉｎ
４ ２２．７７ ２．０２ ２３．６８ ２ｈ１３ｍｉｎ
５ １８．３１ １．４２ １３．２２ １ｈ２５ｍｉｎ
６ １４．９２ ０．９９ ８．４３ ５５ｍｉｎ

具体采用何种星座方式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要
来选择决定。是普查船舶分布情况还是对海上目标

搜索，是配合电子侦察、雷达侦察还是光学成像侦
察，需要针对不同侦察手段的地面覆盖范围来作选
择。通常电子侦察地面探测区域半径可以达到
３ ０００ ｋｍ，对于雷达侦察卫星，其辐照宽度通常为
１００ ～ ３００ ｋｍ，而对于详查的宽覆盖成像侦察卫星，
其地面覆盖范围只能达到５０ ｋｍ × ５０ ｋｍ。
３ ．３ 时隙碰撞信号分离处理

星载ＡＩＳ侦收机的信号处理中利用同时隙信号
电平差、相对于侦收天线不同信号来向角度的多普
勒频差等信息，可以实现对时隙碰撞信号的进一步
分离处理来大幅度提高船舶检测概率。

在实际卫星覆盖的范围内，由于距离的差异，信
号的幅度不一样。当两个信号功率不等时，在解调
过程中会出现大信号压制小信号的现象。因此，直
接完成混合信号的解调将可能获得大信号的传输信
息。现有技术条件下对于信号功率比超过６ ｄＢ（信
号幅度比为３ ｄＢ）的信号解调已不困难。所以，通过
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提高单目标检测概率。

考虑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和空间距离等因素，计
算卫星覆盖范围内信号的功率变化情况。由于卫星
天线波束宽度大于１１０°，最大波束方向指向卫星运
行方向，因此，覆盖角η范围为６６° ～ ３４°，舰船观测
卫星的仰角变化范围为０° ～ ５２３°，卫星与目标的距
离变化范围为２ ８２９ ～ ７３６ ｋｍ，接收信号的变换功率
范围为－ １０３８ ～ － ８８．３ ｄＢｍ，最大相差１５ ．５ ｄＢ。当
两个同时到达的ＡＩＳ信号电平相差较大，可以通过
星上信号处理器进行能量判决，滤除较低电平的信
号，将强信号分离出来，客观上又能进一步大大减小
碰撞的影响，增大船舶检测概率。

若Ｍ － １个区域中仅有一个区域与目标区域碰
撞时，还是能对目标区域正确检测，则在有且仅有一
个区域与目标区域发生碰撞的概率为

Ｐ２ － ａｄｄ ＝ Ｃ
１
Ｍ － １·Ｐ１·（１ － Ｐ１）Ｍ － ２ （３）

若还要考虑分离能力需要信号强度具备一定的
差异，设差异大于一定强度的组合情况在所有两两
组合的比例为ｐ，则仅有一个信号与目标信号碰撞
且两个信号强度差大于一定强度的概率为
Ｐ２ － ａｄｄ·ｐ，此时，ＡＩＳ系统的单目标检测概率为

Ｐ ＝ １ －［１ －（１ － ｋＮ
７５·Ｍ·ΔＴ）

Ｍ － １ － ｐ·Ｃ１Ｍ － １·
ｋＮ

７５·Ｍ·ΔＴ·（１ －
ｋＮ

７５·Ｍ·ΔＴ）
Ｍ － ２］ＴｏｂｓΔＴ （４）

经过统计分析计算，在覆盖范围内同时出现两个
·２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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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情况下，采用双天线独立侦收则两两ＡＩＳ信号
碰撞差６ ｄＢ的信号占总碰撞数的１９％。可见，通过增
加幅度差分离能力后会将船舶检测概率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多普勒频差也是分离两两重叠
信号的有效办法。以６００ ｋｍ轨道高度为例计算得卫
星周期为９６ ．７ ｍｉｎ，卫星径向速度７ ．５６ ｋｍ ／ ｓ，则船舶
移动轨迹点位于卫星轨道面时产生最大多普勒频移
量达到４ ｋＨｚ。可见卫星侧向船舶发射的ＡＩＳ信号
相对于径向的ＡＩＳ信号会存在最大达４ ｋＨｚ的频率
差，随着船的直射波夹角减小，两信号的频差逐渐趋
于一致，参见文献［１］。

通过合理地设计星载接收机Ａ ／ Ｄ采样频率和
执行运算的ＦＦＴ点数，运用快速ＦＦＴ处理技术即可
区分出具有多普勒频差的多个ＡＩＳ碰撞信号［４］。
３ ．４ 虚假、欺骗信号分离

虚假、欺骗信号是某些特殊船舶平台为实现不
可告人目的而人为地修改ＡＩＳ发送信息，一般包括
平台身份信息篡改、位置信息修改等。

对于粗糙的虚假、欺骗信号，通过校验位和比较
能快速鉴别出来。对于采用非法技术手段的欺骗信
号，则可以从以下思路实现鉴别。

（１）报告的船舶位置和卫星的相对位置矛盾性
根据报告的船舶位置和卫星的位置就可确定信

号的传播时延。将信号的到达时间（或者实际传播
时延）与预计的到达时间（或者计算的传播时延）进
行比较，如果这两个时延之差超过阈值或者太大，就
将其标为可疑的目标并报告。

（２）多目标信息的矛盾冲突性
类似ＭＭＳＩ码，是由管理部门统一分配的，是全

球唯一的，如果同时出现多个目标有相同的ＭＭＳＩ
码，可将这些目标列为可疑目标，再通过进一步处理
确认它们的身份。

（３）单目标自身属性信息的冲突性
类似ＭＭＳＩ码和ＩＭＯ号，都与国家或地区信息

相关，如果只修改了部分内容，则存在信息冲突性，
可将该目标列为可疑目标，再通过进一步处理确认
其身份。

（４）属性信息的超实际性
类似舰船的航速、舰船的大小，都有一定的限度，

可以结合舰船知识资料库的信息，辨识出可疑目标。
（５）属性信息的不规范性
属性信息的填写必须遵守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如果是非法修改的，有可能由于不了解填写要求，出

现填写不规范现象。比如，在填写数字的地方出现
了字母等，在填写“出发地”、“目的地”时，存在多余
的空格等情况。
３ ．５ 星载信号处理与数据存储转发

星载接收机的信号处理方案直接关联到数据存
储器的容量和星地间的数据传输通道设计，因此好
的信号处理方案将大大降低整星系统的设计难度。

各国现研制生产的ＡＩＳ产品均执行国际化标
准，主要相关技术指标如下：ＡＩＳ第一工作频点为
１６１ ．９７５ ＭＨｚ；ＡＩＳ第二工作频点为１６２ ．０２５ ＭＨｚ；信
道带宽２５ ｋＨｚ；调制码速率９ ．６ ｋｂｉｔ ／ ｓ；调制特性ＧＭ
ＳＫ ＮＲＺＩ；ＴＤＭＡ时隙长度２６ ．７ ｍｓ，共２５６ ｂｉｔ。

分析上面技术指标可知，两工作频点相差
５０ ｋＨｚ，调制码速率仅有９ ．６ ｋＨｚ，时隙长度２６ ．７ ｍｓ。
因此，只要采样录取数据长度大于２６ ．７ ｍｓ即可完整
解调、解译出单个时隙所包含的ＡＩＳ信息。对于重
叠信号的分离处理，则一次性取样数据长度应大于
５３ ．４ ｍｓ。

如果接收信道通过变频后实现零中频，采用４
倍率采样，则计算出覆盖２个工作频点信号至少采
样频率大于２７６ ．８ ｋＨｚ，执行ＦＦＴ运算点数大于
１４ ７８２个，频率分辨率１８ ．７ Ｈｚ，满足前面对于碰撞信
号的利用多普勒频差实现分离的条件。

使用１４位ＡＤ器件，假如前后向两路独立信道
连续接收，则计算出要求数据存储速率大于
２９ ．５６３ Ｍｂｉｔ ／ ｓ。

参照前面计算的观测时间３５４ ｓ，接收机同时接
收两个通道，计算出在单个扫描带上总的数据量是
３４２ ．９５５ Ｍｂｙｔｅ。按照卫星轨道周期为９６ ．７ ｍｉｎ，全轨
道时间处于接收状态，则一圈的总采样数据量达
５ ．６２１ Ｇｂｙｔｅ。

取卫星１２ ｈ后能与地面接收站交换一次存储
数据，则一次交换的存储数据量达到４１ ．８５３ Ｇｂｙｔｅ。
按平均过顶时间约１０ ｍｉｎ可以计算出所要求的向地
面进行数据传输的速率应大于６９ ．７５５ Ｍｂｉｔ ／ ｓ，加上
采集ＡＩＳ信息的时间标尺数据、卫星实际位置数据、
数据包装订和纠检错码数据开销，则卫星对地面进
行数据传输的速率应大于１００ Ｍｂｉｔ ／ ｓ。

由此可见，星上直接进行数据采集而不作进一
步处理将极大地占用卫星的下行链路带宽，带来星
地间数据传输的巨大压力。只有采用全球多点布设
地面接收站才能减缓卫星下行链路带宽的压力，但
同时也增大了卫星运控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整体经

·３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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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本。相反，若星上进行接收信号的解调、解译的
话，则卫星的下行数据率将大幅度下降。根据ＡＩＳ
协议，ＡＩＳ广播信号在１ ｍｉｎ周期内有２ ２５０个时隙，
时隙长度为２６ ．６７ ｍｓ，每个时隙为２５６ ｂｉｔ，其中包括
用于传输ＡＩＳ信息的数据。ＡＩＳ数据编码包括６４ ｂｉｔ
报头信息（８ ｂｉｔ的训练位、２４ ｂｉｔ的位列、８ ｂｉｔ的标志
位、２４ ｂｉｔ的保护时间）、１６８ ｂｉｔ的数据载荷、用于校验
的１６ ｂｉｔ帧校验序列（ＦＣＳ）。其中在１６８ ｂｉｔ的数据位
中已经包括有ＡＩＳ信息，如船的航速、位置（经、纬
度）、航向、识别跟踪数（如ＭＭＳＩ数）以及其他数据。
因此，重点采集和处理的信息数据应该且仅需要这
１６８ ｂｉｔ的数据。

取全球ＡＩＳ设备处于开机状态的活动船舶总数
为４０ ０００艘，则对这些船舶进行一次观察的数据量
为２ ．５２ Ｇｂｙｔｅ，每艘船舶仅记录３次，存储数据量将
达到７ ．５６ Ｇｂｙｔｅ。按照同样的过顶时间可以计算出
所要求的地面进行数据传输的速率应大于
１２ ．６ Ｍｂｉｔ ／ ｓ，加上采集ＡＩＳ信息的时间标尺数据、数
据包装订和纠检错码数据开销等，则卫星对地面进
行数据传输的速率大于２０ Ｍｂｉｔ ／ ｓ即可。

由此分析比较可见，采用星上完成对ＡＩＳ侦收
的信号解调、解译处理，相对于直采数据存储转发方
式的下行链路１００ Ｍｂｉｔ ／ ｓ数据速率下降了５倍，能大
大地降低卫星下行链路的压力，提高星载ＡＩＳ接收
机通用性和对天基平台的适装性。

同时，星上完成ＡＩＳ信号的解调解译也利于实
时引导天基平台其他侦察手段对特殊目标的观测，
提升载荷装备的使用效能。

４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国外星载ＡＩＳ接收机的发展情况，

提出天基ＡＩＳ信号侦察系统构想，并对天基ＡＩＳ信
号侦收系统的主要关键技术和参数进行分析论证，
提出可行性强、天基平台适装性较好的实现方案，供
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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