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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犘犉／犛犜犓集成的卫星轨道引导文件
自动生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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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获得轨道引导文件的传统方法比较繁琐和复杂的问题，详细介绍了采用 ＷＰＦ （Ｗｉｎｄｏｗｓ呈现基础）与ＳＴＫ （卫

星工具箱）软件集成的方法；利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 （可视化工作室）搭建仿真环境，以自动产生某卫星轨道引导文件的程序为例，

具体介绍了集成开发的步骤流程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结果表明，利用 ＷＰＦ和ＳＴＫ进行系统集成，不仅能够获取符合任务

要求的轨道引导文件，而且大大减小了 ＷＰＦ的编程工作量，同时通过个性化主界面设计，以可视化的形式对主程序集成，只需

输入参数，便可快速获取相应的引导文件，避免了获取引导文件时需反复对ＳＴＫ参数进行修改；在测控任务开始前获取轨道引

导文件的操作中，ＷＰＦ／ＳＴＫ联合仿真相较于仅使用ＳＴＫ软件进行处理而言，要更加简洁高效。

关键词：ＷＰＦ应用；ＳＴＫ；集成仿真；ＳＴＫ对象模型；轨道引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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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ＷＰＦ （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是微软新一

代的图形系统，是专门用来编写程序表示层的技术和工

具［１］，它为用户界面、２Ｄ／３Ｄ图形、文档和媒体提供统一

的呈现和操作方式［２］。ＷＰＦ引入一种全新的描述性标记语

言ＸＡＭ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来定义

应用程序的静态结构，后台逻辑则可使用Ｃ＃、Ｃ＋＋等语

言来完成。这样做既可以更好地协同界面设计与程序设计，

又将界面显示与应用程序背后的逻辑解藕开来，降低了开

发与维护的成本［３］。

获取轨道引导文件最常用的仿真软件是ＳＴＫ （卫星工

具箱），它是美国ＡＧＩ公司开发的军事领域领先的系统分析

工具。该软件可以应用于复杂海陆空天任务的分析，其强

大的数据分析计算能力和良好的二三维展示功能帮助用户

更好的理解场景，加上模型精确可靠、开发接口丰富，在

国内外运用广泛［４］。由于ＳＴＫ中内置了很多的坐标系类型

和轨道摄动外推算法，可以通过这些复杂的算法确定任意

坐标系下任意时刻的卫星时基信息［５］。航天测控系统是航

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每次测控任务开始之前，

测控站需要计算出目标航天器在相对于测站的位置坐标和

速度信息 （即卫星轨道引导文件），以保证后续任务能够顺

利展开。目前获得引导文件的方法主要是单一操作ＳＴ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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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成轨道／弹道星历数据［６］，其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ＴＫ软件获取引导文件的流程

虽然ＳＴＫ有效解决了轨道引导文件的获取问题，但由

图１可知，如果在测控任务中更换目标卫星，就要停止仿

真，重新按照流程逐一设定相关参数；此外，从ＳＴＫ上直

接获得的报表格式与规定格式有差异，还需手动更改数据

格式，才得到正确的文件。本文结合 ＷＰＦ和ＳＴＫ两个软

件各自的优点，通过设置 ＷＰＦ的主程序界面及其后台逻

辑，用Ｃ＃指令控制ＳＴＫ的运行并进行文件格式处理，使

仿真系统按照 ＷＰＦ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从而简化了操作

流程，提高了获取轨道预报文件的速度和正确率。本文以

实际应用为背景，结合卫星轨道预报文件的自动获取问题，

对其分析过程以及相应的编程给出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

１　犠犘犉和犛犜犓集成的途径

ＳＴＫ支持多种开发任务的基础是ＳＴＫ以一系列控件、

注册ＣＯＭ组件和类库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其二次开发的

方法主要有３种：Ｃｏｎｎｅｃｔ模块、ＳＴＫ对象模型 （ＳＴＫＯｂ

ｊｅｃｔＭｏｄｅｌ）和应用程序对象模型
［８］。在方式一中，用户只

需调用相应的函数即可实现与ＳＴＫ之间的通讯；方式二灵

活性强，集成度高，利用ＳＴＫ提供的开发包可以独立的开

发应用程序。在现有研究中，方式一最多，但涉及ＳＴＫＯｂ

ｊｅｃｔＭｏｄｅ的研究极少。本文主要使用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Ｍｏｄｅ进行

ＷＰＦ和ＳＴＫ的集成开发。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７中实现了

ＳＴＫ１１．２与ＷＰＦ的集成，并实现了轨道预报文件的自动化

获取。

１１　犛犜犓对象模型

ＳＴＫ对象模型是一组ＣＯＭ 类库，包括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ＴＫＸ等组件。这些组件分别用于控制ＳＴＫ实体，管理实

体生命周期，获取数据，接近分析和覆盖计算，事件响应

等。此外，ＳＴＫ对象模型是基于ＣＯＭ 技术构建的，可用

支持ＣＯＭ 的Ｃ＃、Ｃ＋＋、Ｊａｖａ等语言开发，本文采用Ｃ

＃编程。

１２　配置 犠犘犉／犛犜犓集成开发环境

在 ＷＰＦ中添加ＳＴＫ的程序集引用，配置 ＷＰＦ／ＳＴＫ

集成开发环境，是二者集成开发的基础。首先，打开Ｖｉｓｕ

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７软件，新建 ＷＰＦ 工程项目，选择．ＮＥ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４作为工程的框架。其次，添加程序集引用，

在解决方案管理器中，右击 “引用”下 “添加引用”，打开

引 用 管 理 器； 在 对 话 框 中 点 击 “程 序 集 ”， 勾 选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点击 “程序集”下面的 “ｃｏｍ”库，勾选 “ＡＧＩＳＴＫＯｂ

ｊｅｃｔｓ１１”、“ＡＧＩＳＴＫＸ１１”。最后，点击 “ｃｏｍ”库下面的

“浏览”，依次选择路径 “ＳＴＫ安装目录”－＞ “ｂ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ｏｐ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勾 选 程 序 集

“ＡｘＡＧＩ．ＳＴＫＸ．Ｉｎｔｅｒｏｐ．ｄｌｌ”。注意，如果ＳＴＫ 二次开发

项目涉及较多程序集的话，应该添加其他相应的程序集，

比如如果涉及到ＳＴＫ桌面软件相关操作，则应添加 “ＡＧＩ

Ｕ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１”等程序集。

１３　犛犜犓二次开发命令集

Ｃ＃的二次开发命令集 （Ｃ＃ ＣｏｄｅＳｎｉｐｐｅｔｓ）涵盖了

ＳＴＫ可以实现的大部分功能，对使用ＳＴＫ软件开发包进行

自有应用程序开发有较大参考价值。存放位置在 Ｈｅｌｐ文档

中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ｍ－＞ＵｓｉｎｇＣｏｒｅ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ＳＴＫＯｂ

ｊ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Ｃ＃ＣｏｄｅＳｎｉｐｐｅｔｓ。用户在进行二次开发时，

编写的主程序与ＳＴＫ之间实现信息交互需要使用这些命令

并严格遵循其命令格式［９］。

２　问题提出与总体方案设计

配置过集成开发环境后，便可进行下一步的 ＷＰＦ／

ＳＴＫ集成仿真应用。下面以自动获取轨道预报文件为例，

详细介绍使用 ＷＰＦ／ＳＴＫ集成仿真方式获取卫星轨道数据

等参数并进行处理的过程。

２１　问题陈述与限定条件

１）问题陈述：设定测站的位置为北纬４０．３°，经度

１１６．２３°，计算并选择卫星高仰角过境时间段；在选择的时

间段内以１ｓ为间隔，生成卫星相对于测站坐标系的位置和

速度坐标，创建轨道预报文件。

２）限定条件：卫星的轨道信息由插入的 ＴＬＥ轨道根

数确定，格式要求轨道引导文件时间要转化为为北京时间

（ＵＴＣＧ时间加８小时），并且年、月、日和时、分、秒分

别用八位和十位的数字来表示，表示位置的狓、狔、狕坐标

保留三位小数，表示速度的狓、狔、狕分量保留六位小数，

并在每一行都显示出卫星的名称。

２２　总体方案流程设计

１）ＷＰＦ与ＳＴＫ集成并调试；

２）设计 ＷＰＦ主程序界面。根据任务需求，用ＸＡＭＬ

语言添加并定义相应的控件；

３）在后台逻辑中进行具体场景的设定与编程。用Ｃ＃

语言设置场景时间、新建卫星与测站、获取过境报表、获

取轨道参数、更改报表格式及生成并保存轨道预报文件等。

在主程序界面中通过导入卫星ＴＬＥ文件，输入任务大致起

始时间，先获取卫星过境报表并显示在主程序界面上；在

界面上选择卫星高仰角过境时间段，并将选择的小范围起

始时间段输入界面；点击相应的按钮，便可自动获取卫星

轨道预报文件，任务场景的可视化仿真也可以在主程序界

面中显示。总体的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３　仿真程序设计

程序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根据 ＷＰＦ设计的特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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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集成程序流程

分为用ＸＡＭＬ语言定义的主界面程序和用Ｃ＃编写的后台

逻辑程序。

主界面程序的主要功能是获取和显示输入参数，用户

点击对应的按钮控件并执行关联的后台逻辑程序，经运算

程序运算后，主界面上会显示仿真２Ｄ／３Ｄ图像，并将最终

的轨道引导文件保存到设定位置。

３１　主界面程序设计及说明

主界面程序需要实现的功能是设置并定义控件信息、

读取输入参数并传给后台逻辑程序。为了显示ＳＴＫ的可视

化界面，需要利用ＳＴＫＸ中的 ＡｘＡｇＵｉＡｘＶＯＣｎｔｒｌ与 Ａｘ

ＡｇＵｉＡｘ２ＤＣｎｔｒｌ类库，它们分别提供二三维可视化界面显

示的功能。

配置好 ＷＰＦ与ＳＴＫ集成开发环境后，进行主程序界

面设计的关键ＸＡＭＬ语句如下：

１）在其命名空间引用中添加ＳＴＫ程序集，并命名为“ｓｔｋＬｉａｎ”，

程序语句为ｘｍｌｎｓ：ｓｔｋＬｉａｎ＝＂ｃｌｒ－ｎａｍｅｓｐａｃｅ：ＡｘＡＧＩ．ＳＴＫＸ；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ＡｘＡＧＩ．ＳＴＫＸ．Ｉｎｔｅｒｏｐ＂。

２）在主程序窗口中添加ＳＴＫ３Ｄ视图窗口的控件，设置其显示

在 ＷＰＦ中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Ｈｏｓｔ模板控件上。程序语句为＜Ｗｉｎ

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Ｈｏｓｔ＞＜ｓｔｋＬｉａｎ：ＡｘＡｇＵｉＡｘＶＯＣｎｔｒｌ＞＜／ｓｔｋＬｉａｎ：Ａｘ

ＡｇＵｉＡｘＶＯＣｎｔｒｌ＞

＜／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Ｈｏｓｔ＞

３）在主程序窗口中添加ＳＴＫ２Ｄ视图窗口的控件。程序语句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Ｈｏｓｔ＞

＜ ｓｔｋＬｉａｎ： ＡｘＡｇＵｉＡｘ２ＤＣｎｔｒｌ ＞ ＜／ｓｔｋＬｉａｎ： ＡｘＡｇＵ

ｉＡｘ２ＤＣｎｔｒｌ＞＜／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ｍｓＨｏｓｔ＞

４）设置主程序界面上的按钮和文本框等控件，并为其添加事件

处理程序，与后台逻辑代码相对应，设置控件代码在此不赘述。

３２　后台逻辑程序设计及说明

后台逻辑程序就是用Ｃ＃语言给添加的ＳＴＫ程序集发

送指令，编写在主程序中添加的各个事件处理程序，使其

分别完成场景创建、测站创建、卫星创建、过境计算等任

务，之后进行报表参数设置、存储并输出相应数据并转换

格式，最后生成轨道引导文件。根据实际问题需要，相应

的Ｃ＃控制语句可以在上文介绍的Ｃ＃开发命令集查询，语

句如下：

１）在窗体的类文件头部加入命名空间引用，代码为：

ｕｓｉｎｇＡＧＩ．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ｓ。

２）对于每一个ＳＴＫ应用程序，有唯一的根节点ＡｇＳｔ

ｋＯｂｊｅｃｔＲｏｏｔ对象
［８］，可通过此对象控制ＳＴＫ场景。此外，

这是唯一可以直接创建的对象，其余对象模型必须间接获

得。代码语句为：

ＡＧＩ．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ｇ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Ｒｏｏｔｒｏｏｔ；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ｉｎＷｉｎｄｏｗ

（）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ｒｏｏｔ＝ｎｅｗＡＧＩ．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ｇ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Ｒｏｏｔ（）；｝

３）编写主程序窗口ｘｘｘｘ按键的时间处理器程序，程

序语句示例为：

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ｏｉｄｘｘｘｘ＿Ｃｌｉｃｋ（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ｎｄｅｒ，ＲｏｕｔｅｄＥｖｅｎｔＡｒｇｓｅ）

｛／／根据具体需求编写调用信息处理函数｝

下面给出主要步骤在开发命令集中的名称及含义：

ａ．创建场景，并设置场景时间，代码名称为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ｅｗｓｃｅ

ｎａｒｉｏ；

ｂ．创建测站，设置其经纬度，语句名称为 Ｃｒｅａｔｅａ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ｏｎ

Ｅａｒｔｈａｔｌａｔ／ｌｏｎ／ａｌｔ；

ｃ．新建卫星，代码名称为Ｃｒｅａｔｅａ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ｏｄｙ）；

ｄ．对卫星设置ＳＧＰ４轨道预报器，代码名称为Ｓｅｔｔｈ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ｔｏｕｓｅｔｈｅＳＧＰ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ｏｒ；

ｅ．用ＴＬＥ轨道根数定义卫星运行轨道，代码名称为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ｔｈｅＳＧＰ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ｏｒｗｉｔｈｆｉｌｅｓｏｕｒｃｅ，示例程序中的“２２１５”代表卫星

的ＳＳＣ序列号（ＴＬＥ文件中航天器ＳＳＣ目录编号），ｔｌｅＦｉｌｅＰａｔｈ代表

ＴＬＥ文件在电脑中的位置；

ｆ．计算卫星过境情况并获取报表，代码名称为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ｔｈｅ

ＳＧＰ４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ｏｒｗｉｔｈｆｉｌ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保存场景，代码名称为Ｓａｖｅａ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４　发现的问题归纳及解决

４１　注释的分类及含义

在Ｃ＃开发命令集中，表头是代码名称，注释在程序

前，并用 “／／”表明，如图３所示。这些注释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说明在使用这段代码前需要声明的变量和需要在

命名空间中引用的命令集，第二类注释主要用来说明本段

代码的功能。通过注释内容和在文件中的位置可以判断注

释类型，如图３ （ａ）所示，第一类注释在上侧，两类注释

之间用两行隔开；若文件中无第一类注释，第二类注释会

与表头空两行，如图３ （ｃ）所示。

图３　开发程序集的内容及注释分类

分清注释类型，读懂其含义是编写正确代码的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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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比如，在创建测站等场景时的第一类注释为 “／／ＩＡｇ

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Ｒｏｏｔｒｏｏｔ：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ｒｏｏｔ”，表明这是

通过根节点 ＡｇＳｔｋＯｂｊｅｃｔＲｏｏｔ提供的方法和属性加载的对

象，需要在前文声明好根节点。此外，利用ＴＬＥ创建卫星

时步骤如图４所示，仿真卫星轨道需使用 “ＳＧＰ４”预报器。

“ＳＧＰ４”（简化的通用摄动预报器）是美军空间司令部的标

准预报器，需要与 ＴＬＥ双轨道根数一起使用
［１０］。在ＳＴＫ

１１．２设置ＳＧＰ４预报器的示例代码段中，第一种注释为

“／／ＩＡｇ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ｏｂｊｅｃｔ”，表明写入这段代

码之前先要创建卫星对象。

图４　插入ＴＬＥ轨道根数卫星的流程

４２　引导文件内容设置程序要点

在ＳＴＫ中，计算和轨道预报的功能集中在 “Ｒｅｐｏｒｔ”

中，可以点击其属性按钮为报告定义时间段、设置报告内

容、设置单位和输出数据。在示例代码段中，定义时间段

和设置单位的代码比较简单，直接套用即可，在此不赘述。

下面着重介绍设置报告内容和输出数据的代码，表１给出

了所需要数据在ＳＴＫ中的存储位置和层数。

表１　数据名称位置表

数据名称 数据类别在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位置 层数

卫星过境时间和高度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Ｄａｔａ－＞Ｔｉｍｅ（或

Ｆｒｏ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２

卫星相对测站的时空坐标
Ｖｅｃｔｏｒｓ（Ｆｉｘ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ｘ，ｙ，ｚ
３

卫星相对于测站的速度分量
Ｖｅｃｔｏｒｓ（Ｆｉｘ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ｘ，ｙ，ｚ
３

由表１可以看出，设置 “Ｒｅｐｏｒｔ”报告内容是在 “Ｄａｔ

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选择的，用户需要通过子对象集合层层向下获

取所需要的对象。但是根据所需对象的位置所处的层数，

可以分为两层和三层结构。以获取卫星过测站的时间和高

度角为例，获取两层结构的数据代码如下：

ＡｒｒａｙｄａｔａＰｒｖ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ｎｅｗｏｂｊｅｃｔ［］｛＂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Ｅｌｅ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ＩＡｇＤａｔａＰｒｖＴｉｍｅＶａｒｄｐ ＝ ａｃｃｅｓ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Ｄａｔａ＂］ａｓＩＡｇＤａｔａＰｒｖＴｉｍｅＶａｒ；／／选择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Ｄａｔａ

以获取某时段卫星相对于测站的时间和位置坐标为例，

三层结构的程序如下：

Ａｒｒａｙｅｌｅｍｓ＝ｎｅｗｏｂｊｅｃｔ［］

｛＂Ｔｉｍｅ＂，＂ｘ＂，＂ｙ＂，＂ｚ＂｝；

ＩＡ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ＧｒｏｕｐｄｐＶｅｃｔｏｒＣｈｏｏｓｅ ＝ ｓａｔ１．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Ｆｉｘｅｄ）＂］ａｓＩＡ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Ｇｒｏｕｐ；／／选择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Ｆｉｘｅｄ）

ＩＡ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ｇｒｏ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ｄｐＶｅｃｔｏｒＣｈｏｏｓｅ．Ｇｒｏｕｐ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ｒ；／／选择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４３　生成初始报表

Ｃ＃开发命令集中的示例程序没有把获取的数据写入

ｔｘｔ文档的功能，可以通过添加用Ｓｙｓｔｅｍ．ＩＯ中Ｓｔｒｅａｍ类

的语句来修改原代码，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首先，在后

台逻辑程序的命名空间中添加引用 “ｕ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Ｏ”；其

次，使用ＩＯ大类中的的Ｓｔ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ｒ类和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ａｄｅｒ

类来实现对文本文档的读写功能，具体代码不赘述；最后，

把示例代码中的 “ＷｒｉｔｅＬｉｎｅ”全部改为 “ｓｗ． ＷｒｉｔｅＬｉｎｅ”，

就可以实现存入ｔｘｔ文档的目的。

４４　更改引导文件格式

对照上文对引导文件的限定条件，更改初始报表格式。

首先，在资源管理器中添加一个储存轨道预报表数据的

Ｃｏｄｅ类，右击项目名称－＞ “添加”－＞ “新建项”，打开

添加新项，点击 “ＶｉｓｕａｌＣ＃”下面的 “Ｃｏｄｅ”－＞ “类”，

并把新建的这个类命名为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ａｔａ．ｃｓ”，在这个类下

面按显示项目的类型分为八类，分别从初始的轨道预报文

件中存入到相应的类中。月份由英文简写转为两位数字可

以通过编写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类来解决，将月份和对应的简写

存入字典类，在后面的转化中通过编写查阅此类代码来完

成转换。

５　结果与分析

５１　仿真过程与图像

确定测控任务大致时间段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至１５日，

卫星名称为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１”，导入相应的ＴＬＥ文件。主程序界

面输入的仿真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主程序界面输入参数

５２　仿真结果分析

在主程序界面下方的卫星过境报表中选择高仰角过境

时段。在界面显示的过境报表中，表示卫星过境仰角的数

据名称为 “Ｆｒｏｍ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通过与其他时段的比较

可得，在卫星第１４次过境的时间窗口中可出现最大高度

角，为６８．１７°；因此选择这一点附近的时间段：３月１５日

０３时４４分１３秒至０３时５０分１３秒，再次输入时间窗口，

依次点击其余的按钮控件，得到最终的轨道引导文件表头

及部分数据信息如图６所示。

（下转第２６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