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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５５３犅总线的卫星星时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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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航天器功能日趋复杂，在轨任务不断变化，星上各个系统对于时间的依赖性也随之不断提高，为此也对星上

时间管理的可靠性、安全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实现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无法携带ＧＰＳ接收机的航天器在

异常情况下的星时自主恢复，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１５５３Ｂ总线的星时高精度自主恢复方案，利用制定的软件协议，在不额外增加

硬件开销的前提下，实现了星时自主恢复；经过实验验证方案可行，实现了高精度的星时自主恢复；此方法能够有效减少对地面

人工干预的依赖，并能够有效地保证在意外情况下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工作的连续性，大大提高了卫星时间管理系统在星载数据

管理计算机出现复位或切机等异常情况下的可用性，在实际工程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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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卫星星时管理和维护是航天器数据管理的一项基本任

务，通常是由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软件实现的。卫星星时

可用于支持下行遥测信息的形成，支持延时命令的执行，

支持姿态和轨道控制以及其他分系统的运行，也支持各类

遥感图像及收集到的电子信号的精确定位等［１］，因此卫星

星上时间对于卫星的正常运行和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由于卫星工作的特殊空间环境，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

会受到空间环境变化及空间天气灾害事件的影响，造成星

载数据管理计算机自主复位、切换备份等操作，影响星地

时间同步，进而影响与星时相关任务的执行。因此，引入

星时自主恢复机制对于卫星数据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携带ＧＰＳ接收机的航天器，可以通过接收ＧＰＳ时

间达到自主恢复星时的目的，但是对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和深空探测卫星等没有携带ＧＰＳ接收机的航天器而言，这

种方法不适用。另外，美国已成功掌握了局部屏蔽ＧＰＳ信

号等技术［２］，这就对依赖于ＧＰＳ的国内航天器带来了潜在

的应用风险［３］。本文针对没有携带 ＧＰＳ接收机的航天器，

星时精度要求高的卫星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１５５３Ｂ总线的

星时高精度自主恢复设计。

１　星时管理方案简介

典型的卫星系统中，星时管理是由星载数据管理计算

机实现的，下面对目前航天器星时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行

介绍：

星时生成：由卫星系统和地面测控系统约定一个时间

点作为时间零点 （例如北京时间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０：００：

００作为时间零点），然后由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计时电路计

时，产生的相对时间，作为卫星星时。星时一般为相对于

其时间零点的累积值，卫星发射前需根据时间零点对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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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设置，一般在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中由秒部分和亚

秒部分组成，秒部分计数单位为１秒，亚秒部分计数单位

为若干毫秒或若干微秒 （由星时计时电路最小分辨率和亚

秒部分数据长度确定），其结构形式如表１所示
［４］。

表１　星上时间码结构表

ｂ０……ｂｊ ｂｊ＋１………ｂｎ

时间码（秒） 时间码（亚秒）

星时分发：常用的有两种方式，一种由星载数据管理

计算机每秒送出秒脉冲给星时用户使用，用户收到秒脉冲

后当作自己的秒计数用；另一种是由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

以固定时间间隔在总线上广播或者发送当前的星时，星时

用户接收时间码，扣除误差后作为自己的星时。在卫星系

统里，除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外的星时用户，通常有载荷

分系统和控制分系统。

星时下传：由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以固定的间隔取出

星时填入卫星遥测帧，通过遥测帧下传至地面。地面测控

系统接收到遥测数据中的星时后，根据约定的时间零点以

及星时数据，计算出当前星时。

星时维护：大多数航天器软件采用通过秒中断计数来

维护星上时间的方法，维护由计数器产生的时间信息［５６］。

星时校准：对星上时间校准采用了集中校时和均匀校

时两种方法。在这两种方法中，飞行器定时将星上时间传

回地面进行比对，地面计算出星上与地面时钟的时间误差，

集中校时就是把地面测定的时间误差犜０ 通过遥控注入星

上，星上把接收到的时间差一次性加到时间计数器中，从

而纠正星上时钟；均匀校时是地面根据计算出的时间误差

拟合曲线 （犽狋＋犜０），然后将获得的参数犽通过遥控注入星

上，星上时钟就按照每秒加犽进行修正。集中校时可以消

除累计误差，均匀校时有利于保持星上时间的连续性，在

使用中通常两种方法配合进行［７］。

图１　典型的数据管理分系统总线拓扑图
［８］

２　星时恢复方案

常规的星时恢复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地面测量星地时

差，当时差累计到某一个设定的阈值时，生成校时数据对

星时进行调整，这种方法需要地面人工干预，同时不能保

证实时性，只能是事后处理，这种方法对于卫星不可见弧

段的工作会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太阳同步轨道的遥感卫星，

其主要大部分工作均在不可见弧段进行；另一种是将星时

作为重要数据，定期保存，当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出现自

主复位、切换备份情况时，自动从保存的重要数据中取回

星时，此种方法不能保证恢复后的星时误差，误差取决于

重要数据保存间隔和计算机自主复位或切换备份所需要时

间，一般误差在十秒以上，不能满足对星时精度要求高的

卫星系统的要求，其过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星时恢复过程示意图

基于１５５３Ｂ总线的卫星星时高精度自主恢复设计是基

于１５５３Ｂ总线通信协议，在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复位、切

换备份时，自主通过总线从星时用户取回相对星时时差，

并对自身时间码进行自动校准。图１为典型的数据管理分

系统总线拓扑图，在该系统内计算机可将卫星星时定时通

过１５５３Ｂ总线分发到星上用户，并在计算机复位或者切机

时，通过预先制定的通信协议从星上时间用户取回时间码

进行自动校准，从而完成星时恢复。具体星时恢复设计

如下：

１）选择星时恢复来源：

选定一个星时用户作为星时自主恢复的来源。该用户

使用计算机分发的时间作为本机时间，并且星时用户在两

次时间分发间隔内具有较精确的星时维护能力。

时间用户则是时间维护和时间发布的对象，控制分系

统、载荷、数传分系统及地面测控均可认为是时间用

户［９１０］，目前航天器上主要选择控制计算机或载荷计算机作

为星时恢复来源，也可以同时选择两个星时用户作为星时

自主恢复的来源，事先设置恢复的优先顺序，并设置合理

的判据。

２）重要数据保存和恢复：

在传统数据管理系统，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会将软件

运行中产生的重要的数据通过总线定时 （一般为１分钟）

发送给远置单元进行保存，如果计算机复位或切换，软件

启动后，首先从保存的重要数据进行星时恢复，作为当前

粗略的星时，该星时狋落后于当前真实时间犜。

重要数据保存一般选择长期加电工作的ＲＴ终端，为了

保证星上重要数据的安全，可以选择同时保存在两个ＲＴ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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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中，事先设置恢复的优先顺序，第一个恢复不成功则继

续从第二个恢复，这样可以保证其中一个ＲＴ异常时仍然能

够顺利恢复重要数据。

３）发送从重要数据恢复的粗略星时：

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取出当前恢复后的星时狋１ （此时星

时用户时间为犜１），通过１５５３Ｂ总线ＢＣ－ＲＴ方式发送给

选定的星时用户，并将取出星时到星时通过１５５３Ｂ总线送

到星时用户总线控制器缓存中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延时修正

量Δ狋１修正到发送的星时数据中。因此，星时用户接收到的

时间数据犜狉为：

犜狉＝狋１＋Δ狋１

　　星时用户接收到１５５３Ｂ总线发送的时间数据时，实际

经历时间为Δ犜１。

修正量Δ狋１ 可以通过软件仿真分析、调试、测试得到，

需要事先进行标定，使得Δ狋１的值接近Δ犜１，标定结果越准

确，则产生的误差越小。

记Δ１＝Δ犜１－Δ狋１，为修正量Δ狋１ 与实际经历时间Δ犜１

之间的误差。

４）星时用户计算时差：

选定的星时用户的１５５３Ｂ总线控制器会产生中断信号，

该中断需要星时用户的软件以高优先级的方式进行处理，

因此星时用户需及时将缓存中的星时数据读出，然后计算

当前时刻与接收到星时犜狉的差，同时要考虑从缓存中读出

到计算开始这个过程的延时修正量Δ狋２，从收到时间数据到

计算开始实际经历的时间为 Δ犜２，因此计算后的时差

Δ犜为：

Δ犜 ＝犜１＋Δ犜１＋Δ犜２－犜狉－Δ狋２＝

犜１－狋１＋Δ犜１－Δ狋１＋Δ犜２－Δ狋２

　　记Δ２＝Δ犜２－Δ狋２，为修正量Δ狋２ 与实际经历时间Δ犜２

之间的误差。

此时：

Δ犜 ＝犜１－狋１＋Δ１＋Δ２

　　同样，Δ狋２也需要通过软件仿真分析、调试、测试进行

事先标定，标定结果越准确，Δ狋２ 的值越接近Δ犜２，产生的

误差也越小。

５）星时用户发送时差数据：

星时用户计算出时差数据后有两种方式将此数据送给

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一是将时差数据放入约定地址后，

通过１５５３Ｂ总线向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提出服务请求；二

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内，将时差数据放入约定地址，等待星

载数据管理计算机自动取走。前者实时性好，能够缩短星

时恢复过程所需时间。

６）计算机修正星时：

数据管理计算机在等待一定时间 （犜犱）后开始从星时

用户那里，通过１５５３Ｂ总线 ＲＴ－ＢＣ方式将时间差读回

（假设延时为Δ狋３），并对读回的数据有效性进行判断，当数

据有效时对当前星时狋３进行修正，狋３为：

狋３＝狋１＋犜犱＋Δ狋３

　　因此修正后的时间狋为：

狋＝狋３＋Δ犜＋Δ３＝犜１＋犜犱＋Δ狋３＋Δ１＋Δ２

　　如果读回的数据无效，并且实现设置了两个星时用户

用于星时恢复，则按照约定向第二个星时用户重复 （３）～

（６）操作。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星时恢复方案，在地面利用星载数据管理计

算机和一台载荷计算机进行了测试，两台计算机均使用外

部同一个时钟源进行时间计数，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时间

亚秒计数单位为１６μｓ。设计了如下测试方案及步骤：

第一步，建立时间校准系统。使用ＧＰＳ作为地面时间

基准，测量下行遥测信号星地时延，再采用下传的遥测帧

中的时间码与地面时间基准比较的方法，建立时间校准系

统，具备均匀校时、集中校时功能。

第二步，校准卫星时间。使用时间校准系统，对星载

数据管理计算机进行校时，使之与ＧＰＳ时间同步，等待星

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分发星时，载荷计算机利用收到的星时

完成自身校时。

第三步，复位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并恢复星时。地面

发送指令使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复位，等待复位完成并从

载荷计算机恢复星时。

第四步，计算星地时差。利用时间校准系统，比较星

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与地面ＧＰＳ时间的时差，即为星时恢复

过程产生的星时误差。

测试结果表明：

１）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可以通过载荷计算机自主恢复

星时，星时恢复方案可行；

２）恢复后的星时与地面标准时间的差值为２４０μｓ。

此星时恢复方案，恢复过程产生的误差主要有两部分，

即Δ１和Δ２，其中Δ１是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产生的，Δ２ 是

载荷计算机产生的，这两部分误差均与计算机软件操作过

程相关，可以通过优化软件设计以及仿真分析逐步减小误

差。同时，外部时钟源的精度、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复位

过程持续时间均会对星时恢复误差产生影响。

此星时恢复方案优点在于：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出现

复位或切换备份操作时，能否自主恢复星时，保证了卫星

系统星时连续性，提高了卫星可用性，并且能够将星时恢

复误差控制在微秒级，精度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４　几点说明

１）星时用户选取。不同的星时用户对星时精度要求不

同，选取对星时精度要求高的星时用户，有助于提高星时

自动恢复的时间精度。考虑系统备份，在不影响系统工作

前提下可以选取多个星时用户用于星时恢复。

２）采用此方法实现星时自主恢复的前提是星载数据管

理计算机与所选取的星时用户使用的时钟同源或者在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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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计算机复位或切机开始至星时自动恢复这段时间

内星时用户时钟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

３）在制定星时自动恢复协议时，需要确定Δ犜１、Δ犜２

和犜犱，并且要求犜犱＞Δ犜１＋Δ犜２。一般要求犜犱 不大于５００

ｍｓ，这样有利于尽快恢复星时。

４）星时恢复过程中的延时修正量Δ狋１ 和Δ狋２ 需要分别

在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调试及星时用户设备调试过程中标

定，标定的准确与否决定了星时自动恢复的误差大小。

５）星时恢复效果可以通过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与星时

用户设备间联合测试进行验证。测试时需要具备星地时延、

星地时差测量系统，能够通过集中校时实现对星时的准确

校正。

５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１５５３Ｂ总线的卫星星时高精度自主恢复

设计，能够有效减少对地面人工干预的依赖，并能够有效的

保证在意外情况下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工作的连续性。此星

时自主恢复方法能够实现微秒级误差，精度满足工程需要。

星时高精度自主恢复设计没有带来额外的硬件开销，需要增

加的仅仅是相关总线协议的制定以及软件开发工作，在实际

工程中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在星载数据管理计算机需要复

位或切机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卫星系统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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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进行适当的降低以节省集群存储资源和减少因副本一

致性维护所带来的系统开销。实验结果表明，在数据访问

效率和集群存储资源利用率两方面，本文提出的基于热点

数据块的动态副本调整策略与 ＨＤＦＳ固定副本策略和基于

文件的动态副本策略相比有了明显提升。下一步，将对增

加的副本的数据一致性维护进行深入研究，以在尽量减少

系统消耗的基础上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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