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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 研究 了 某 型 先 进 战 斗机 导 航 系 统 的 特点 及 其 对 导 航 系 统的 校 正 问 题C重 点 研 究 了 用

/D1E/*%()11双 卫星 接收 机校 正惯 导的 一系 列技术 问题C该 项研究 已纳 入国 家某 工程 型号 任务

之中>对提 高飞 机导 航系 统精 度及 飞控与 火控 系统 性能 有重 要意 义C

关键 词B 导航 系统F惯导F/D1E/*%()11F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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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型飞机导航系统的特点及任务来源

某型 飞机导 航系 统是 一个 以惯 导为 主的 导航 综合 体>组 成如 图 #所示C其 特点 有三B一是 惯导 没有 计算

机>飞机 经 纬度 等 导航 参 数的 计 算 在 共用 的 导 航计 算

机内 进行F二是 对惯 导自 身精 度要 求不 高>第 一飞 行小

时规 定为 AKL!7M"F三是 一旦 主 惯导 故障 或无 速 度输

出>由 主或 备惯 导航 向与 大气 机>极 限信 号系 统共 同进

行 经 纬 度 计 算>此 时 精 度 降 为 第 一 飞 行 小 时 规 定 为

98NO!7M"C

如此 大的位 置误 差>不对 其进 行校 正>是 无法 满足

飞机 对飞 控和火 控系 统要 求的C原 设计 主要 利用 无线

电 近 导系 统 并 辅 以 光 电 瞄 准 系 统 进 行 连 续 不 断 的 校

正>来 保证 导航 系统 的高 精度!几百 米"C但我 国还 不具

备与 之 配套 联 网的 地 面导 航 台>离 开 规定 机 场 便无 法

校正C

#HH9年 调研 时>已深 刻 认识 到惯 导 校正 问 题国 内

一时 还难 以解决C因 为设 置地 面导 航台>需要 大量 经费
图 # 导航综合体组成

及人 力>并 非易 事>而 在多 次飞 行任 务中>误差 过大 的问 题又 十分 突出>部队 反映 较为 强烈C为 此>提 出了 加装

/D1并 进行 组合 导航的 科研 申报 书C

7 校正系统的研制方案

已经 批准的 双卫 星校 正设 备组 成方 案如 图 7所示>包括 开关 K#P/D1E/*%()11复合 天线P天 线馈 线P

卫星 接收 转换机 和机 上共 用的 显示 处理 机C输 出校 正信 号送 至导 航计 算机>表明 惯导 信号 是否 已校 正的 标志

是控 制台 上的Q校正 灯R亮C

Q/D1E/*%()11接收机 %.L 板R与 其复 合天 线>可 以提 供 79个 以上的 /D1和 /*%()11卫星 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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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双卫星定位校正系统的组成框图

通道"保证 在高 动态 下提 供飞 机位 置参 数#$%&板 输出 工作 模式’信 号格 式均受 ()*的控 制#

+转换 处理 电路,是卫 星接 收转 换机 的中 枢"它 由 ()*’外 围接 口’大规 模可 编 程芯 片’监控 电路’功 能驱

动电 路等 组 成#完成 对 -)./-0$12..信号 的可 靠 性分 析’滤波 处理’数 据解 算’编码 转换’加 电自 检 和定

时巡检 等任 务#并为 地面 检测 提供 接口 信号#经 -)./-0$12..校 正后"不论 是惯 导还 是惯 导3大气 机解

算的 位置 误差"均降 为 45678(%)9以 内#且以 此作 为基 础计 算的 下列 导航 参数 精度 大为提 高"它们 是:真航

向’应 飞航 向’应 飞航 迹角’偏 流角’应飞 航向 偏差’到信 标台 的方 位角’到目 标待 飞距 离’剩油 待飞 距离’相对

给定 航线 横偏距’相 对给 定航 线高 度差’东向 速度’北向 速度’地 速’即 时位 置#

另外"-)./-0$12..接收 机 输出 的 信息"可 直 接进 入 显示 处 理机"显 示 有关 航 行或 着 陆导 航 画面"作

为机 上原 导航显 示功 能的 扩充 和备 份#

4 解决的关键技术

由于 某 型飞 机 原设 计 并没 有 装备 -)./-0$12..及其 校 正 功能"因 此 也 没有 现 成 可 用的 接 口 及相 关

设施#因 此要用 -)./-0$12..校 正导 航计 算机 的 值"关 键 是要 将 -)./-0$12..信号 送进 去’放好 位’

能校 正"这 就要 解决 一系 列未 知难 题#

8;9-)./-0$12..信 号 以 什 么 样 的 格 式 才 能 进 入 导 航 计 算 机"要 了 解 机 载 设 备 数 据 总 线"要 研 究

-)./-0$12..信 号转 换问 题<

8!9-)./-0$12..信 号 有些 什么 参 数’按什 么 样的 次 序’带着 什 么样 的 地址 进 入导 航 计算 机"才 能被

接收<

849-)./-0$12..信 号 进入 导航 计 算 机的 具 体路 径"包括 经 过什 么 系 统’部 件’插 头’钉号 等"因 为没

有事 先明 确的直 接通 道可 以进 入计 算机<

8=9-)./-0$12..信号 是否 可信"能 否用 它校 正惯导"用 什么 办法 检测<

859-)./-0$12..信 号 按照 什么 样 的精 度’选 取多 少 个数 据 位’按照 什 么样 的 传送 办 法"来保 证 对导

航计 算机 的校正 精度<

8>9一 旦接 收到 -)./-0$12..信 号"并 满足 校正 条件"在什 么位 置显 示这 一校 正过 程#

这些 问题"没有 现成 资料 可查"对某 型飞 机来 说解 决过 程还 是相 当困难 的#但自 ;??4年 以来"我们 先后

研究 了-).与 5>4惯导 组合 导航’某型 飞机 惯导 修理 技术’导航 计算 机软 件破 译’某 型 飞机 机载 设备 数 据总

线和 某型 飞机导 航系 统交 联关 系等 问题#这些 研究 成果 为在 较短 时间 内解 决上 述关 键技 术"并 完成 这样 一件

技术 含量 很高的 工作 奠定 了技 术基 础#

= 可靠性设计

高速 高空战 斗机 的工 作环 境是 非常 恶劣 的"机 载产 品除 了硬 件要 经受 各种 环境 实验 要求 外"软 件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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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 可靠!为此"在程 序设 计中 采取 措施"保证 在遭 到强 电磁 脉冲 或大 幅电 源波 动造 成程 序紊 乱时"具有 快速

从短 时故 障中恢 复的 能力!
另外"为保 证 #$%&#’()*%%信号 在准确 可靠 的前 提下 校正 惯导"特设 置以 下检 测+

,-.采用 #$%&#’()*%%双 卫星 接收 机"以提 高 对错 码的 剔除 能 力"由 于 两种 卫星 同 存"机 内利 用 卡尔

曼滤 波技 术"对 输出 信息 的可 靠性 监测 可达 //0/1以上!

,2.卫 星 接 收 转 换 机 内处 理 电 路 对 #$%&#’()*%%信 号 的 可 靠 性 采 用两 次 判 据 后"方 可 接 收转 换 处

理!

,3.接 收4处 理4转换 后的 信号 是否 符合要 求"产生 的5良 好性6矩 阵在导 航计 算机 内需 经判 据!

,7.导 航计 算机 内对 #$%&#’()*%%信号 和惯 导信 号进 行判 断比 较"必 须满 足给 定判 据条 件!

8 结论

目前 已完成 了地 面样 机的 原理 与交 联实 验"其 对惯 导的 校正 过程 满足 设计 要求"并通 过了 空军 科研 部与

工业 部门 分 别组 织的 专家 评 审!根据 工业 部门 有 关单 位的 国 内外 调研"认 为我 们所 实 施的 方 案 是稳 妥 可靠

的!这一 研究成 果"不仅 解决 了某 型飞 机的导 航问 题"而且 打破 了一 定的技 术封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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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_YtUTU‘ÛhPbbTURW‘cPQ‘\PTh[h‘̂dYQpbU\̂_Pŵ \cPQ‘\PTh[h‘̂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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