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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首先介绍了用于保证空间目标正常工作常用的辐射散热器分类，并阐述了其运行模式及使

用条件。总结了现有的空间目标红外特性模型，并进一步分析，将空间目标外表面区域分为一般区域

和辐射散热区域，建立不同的能量方程。以 FY-1C为例，根据空间目标的轨道特性、材料特性和结构

特性，使用有限单元法分析得到空间目标外表面的温度场分布，在散热功率为 0 W 和 100 W 的情况

下，散热区域温差最大为 51.49 益。结合温度场分布和轨道特性，进一步计算得到空间目标在距离 5 km的

探测系统入瞳处的辐射照度。当目标处于地球阴影区，目标散热区域接收到的地球自发辐射和地球反

射辐射入射角很大，可以忽略不计，此时目标的辐射照度在两种散热功率下相差 1~2个数量级。在日

照区，由于目标反射辐射的影响，不同的散热功率只对长波波段的辐射特性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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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research of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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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ators used to maintain space target functioning normal were introduced. Operating mode

and working condition were presented. Current used space target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models were

summarized. With further analysis, the outside surface of space target were divided into common area and

radiator, and energy equations were built separately. Taking FY-1C as an example, and taking account of

orbi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 temperature field of the outer surface of space target was calculated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When dissipation power was 0 W and 100 W, the bigges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f radiator was 51.49 益. Analyzing the temperature field with orbit, the illumination in entrance pupil of

detection system in a distance of 5 km was calculated. When space target was in the shadow of earth,

during which the radiation from earth or solar radiation reflected by earth was negligible because of the

big incident angle,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space target differed by 1-2 orders of magnitude. Whe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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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空 间 目 标 在 轨 工 作 时 袁 受 到 复 杂 的 轨 道 外 辐 射 袁

包 括 太 阳 直 接 辐 射 尧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尧 地 球 直 接 辐

射 尧 月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尧 其 他 星 体 辐 射 等 遥 这 些 轨 道

外 辐 射 部 分 被 目 标 吸 收 袁 导 致 目 标 表 面 温 度 升 高 袁 影

响 目 标 的 自 发 辐 射 袁 其 余 的 被 目 标 反 射 袁 这 两 部 分 决

定 了 空 间 目 标 的 辐 射 特 性 遥 关 于 空 间 目 标 稳 态 温 度

场 辐 射 的 计 算 仿 真 已 经 进 行 了 很 多 袁 但 是 大 多 数 文

献 都 将 内 热 源 考 虑 为 对 目 标 表 面 的 均 匀 加 热 [1-5]遥 而

空 间 目 标 内 部 器 件 对 工 作 条 件 有 严 格 的 要 求 袁 往 往

需 要 使 用 热 控 系 统 保 证 其 在 允 许 的 温 度 范 围 内 工

作 袁 并 将 多 余 的 热 能 传 输 到 目 标 表 面 的 散 热 区 域 袁 辐

射 到 空 间 中 [6-7]遥 文 中 介 绍 了 空 间 目 标 辐 射 散 热 器 的

分 类 袁 总 结 了 现 有 空 间 目 标 红 外 辐 射 场 理 论 建 模 方

法 袁 并 在 此 基 础 上 袁 考 虑 空 间 目 标 内 部 产 生 的 热 量 对

辐 射 的 影 响 袁 建 立 基 于 辐 射 散 热 的 空 间 目 标 辐 射 数

学 模 型 袁 并 进 行 仿 真 分 析 袁 为 进 一 步 获 取 空 间 目 标 信

息 提 供 理 论 支 持 遥

1 空间目标辐射散热器

由 于 运 行 过 程 中 会 受 到 剧 烈 变 化 的 辐 射 影 响 袁

空 间 目 标 外 表 面 温 度 在 整 个 运 行 周 期 中 需 要 承 受 几

十 度 甚 至 上 百 度 的 温 度 交 变 遥 多 层 绝 缘 材 料 是 目 前

最 常 用 的 空 间 目 标 包 覆 材 料 袁 可 以 大 幅 减 小 轨 道 外

辐 射 对 空 间 目 标 内 部 载 荷 的 影 响 袁 与 此 同 时 袁 空 间 目

标 内 部 产 生 的 废 热 也 不 能 有 效 地 通 过 表 面 排 放 出

去 遥 往 往 需 要 使 用 热 控 系 统 袁 将 电 子 系 统 尧 机 械 系 统

等 内 部 子 系 统 产 生 的 废 热 传 输 到 空 间 目 标 表 面 的 辐

射 器 袁 以 辐 射 的 方 式 排 放 到 空 间 中 遥 辐 射 器 通 常 采 用

低 太 阳 吸 收 比 尧 高 红 外 发 射 率 的 材 料 遥 常 见 的 辐 射 器

形 式 有 院 航 天 器 结 构 面 板 袁 镶 嵌 于 航 天 器 侧 面 的 平

板 袁 航 天 器 在 轨 后 展 开 的 面 板 等 [8]遥

将 空 间 目 标 表 面 直 接 作 为 辐 射 器 是 最 常 用 尧 最

简 单 的 一 种 形 式 遥 目 标 结 构 上 的 铝 蜂 窝 板 就 可 以 作

为 辐 射 器 遥 位 于 辐 射 器 附 近 的 电 控 箱 等 工 作 时 产 生

的 热 量 可 以 直 接 通 过 铝 蜂 窝 板 排 出 遥 当 发 热 区 域 的

功 率 较 高 袁 或 者 距 离 铝 蜂 窝 板 较 远 时 袁 可 以 使 用 热 管

帮 助 散 热 遥

对 于 目 标 结 构 上 没 有 可 以 用 来 作 为 辐 射 器 的 情

况 袁 可 以 在 目 标 表 面 镶 嵌 铝 蜂 窝 板 作 为 散 热 器 遥 这 种

散 热 器 通 过 热 管 将 目 标 内 部 产 生 的 废 热 输 送 到 目 标

表 面 袁 并 辐 射 到 空 间 中 遥 这 种 镶 嵌 于 目 标 侧 面 的 辐 射

器 常 常 使 用 低 导 热 系 数 材 料 或 者 多 层 隔 热 材 料 与 目

标 本 体 隔 离 遥

当 目 标 内 部 产 生 的 废 热 更 多 袁 或 者 目 标 的 尺 寸

较 小 袁 只 使 用 目 标 表 面 不 能 够 完 全 散 热 时 袁 需 要 使 用

可 展 开 的 散 热 器 遥 国 际 空 间 站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袁ISS) 使 用 的 辐 射 器 是 最 大 的 可 展 开 辐 射 器 袁

完 全 展 开 后 袁 长 13.6 m袁 宽 3.12 m遥 热 控 系 统 使 用 液

氨 环 路 将 16 kW 的 废 热 传 输 到 每 个 辐 射 器 遥 美 国

Swales Aerospace 公 司 生 产 的 Alpha Deployable

Radiator 使 用 冗 余 环 路 热 管 将 废 热 传 输 到 4 m2 的 双

面 辐 射 器 面 板 袁 具 有 1 250 W 的 散 热 能 力 遥

2 空间目标红外辐射特性建模

空 间 目 标 的 红 外 辐 射 特 性 主 要 由 目 标 的 自 发 辐

射 和 反 射 辐 射 决 定 遥 目 标 自 发 辐 射 主 要 由 目 标 表 面

温 度 与 发 射 率 决 定 袁 目 标 表 面 不 同 区 域 的 发 射 率 不

同 袁 温 度 也 受 到 很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遥 目 标 表 面 吸 收 轨 道

外 辐 射 会 引 起 目 标 表 面 温 度 升 高 袁 热 控 系 统 将 目 标

内 部 废 热 传 输 到 目 标 表 面 也 会 影 响 目 标 表 面 温 度 遥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主 要 由 目 标 表 面 反 射 率 与 入 射 辐 射 强

度 决 定 袁 还 要 考 虑 目 标 的 几 何 形 状 袁 目 标 表 面 面 元 与

入 射 辐 射 的 相 对 位 置 遥

2.1 自发辐射

空 间 目 标 的 自 发 辐 射 可 以 分 为 一 般 区 域 的 自 发

辐 射 和 散 热 区 域 的 自 发 辐 射 袁 一 般 区 域 包 括 太 阳 帆

板 尧 天 线 尧 大 部 分 目 标 本 体 等 袁 散 热 区 域 通 常 为 处 于

目 标 本 体 背 阳 面 的 部 分 区 域 遥 空 间 目 标 的 自 发 辐 射

主 要 由 目 标 温 度 和 表 面 发 射 率 决 定 遥 空 间 目 标 在 轨

道 运 行 时 袁 目 标 的 姿 态 尧 位 置 等 不 断 发 生 变 化 袁 目 标

target was under the sun, different dissipation powers can only affect the illumination of long infrared

spectra apparently, because of the reflected radiation of target.

Key words: space target; radiation dissipation;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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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的 温 度 也 随 之 变 化 袁 即 目 标 的 温 度 是 一 个 瞬 态

温 度 场 遥 常 用 热 网 格 法 计 算 目 标 的 表 面 温 度 场 [1]遥

当 目 标 运 行 至 日 照 区 时 袁 目 标 表 面 一 般 区 域 的

第 i 个 网 格 的 能 量 方 程 为 院

q1+q2+q3+q4+q5+q6-q7=mici
坠Ti

坠t
(1)

式 中 院q1 为 网 格 吸 收 的 太 阳 直 接 辐 射 能 量 曰q2 为 网 格

吸 收 的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能 量 曰q3 为 网 格 吸 收 的 地

球 直 接 辐 射 能 量 曰q4 为 相 邻 网 格 传 导 的 能 量 曰q5 为 接

收 目 标 其 它 网 格 反 射 辐 射 的 能 量 曰q6 为 目 标 内 部 传

输 至 目 标 表 面 网 格 的 能 量 曰q7 为 网 格 向 空 间 辐 射 的

能 量 曰mi 为 网 格 质 量 曰ci 为 网 格 比 热 曰Ti 为 网 格 温 度 曰

t 为 时 间 遥

当 目 标 运 行 至 阴 影 区 时 袁 目 标 表 面 一 般 区 域 的

第 i 个 网 格 的 能 量 方 程 为 院

q3+q4+q5+q6-q7=mici
坠Ti

坠t
(2)

由 于 目 标 表 面 散 热 区 域 处 于 背 阳 面 袁 在 整 个 轨

道 运 行 过 程 中 袁 散 热 区 域 的 第 i 个 网 格 的 能 量 方 程

为 院

q3+q4+q5+q6-q7+q8=mici
坠Ti

坠t
(3)

式 中 院q8 为 热 控 系 统 传 输 至 目 标 表 面 第 i 个 网 格 的

能 量 遥

根 据 Planck 辐 射 定 律 袁 温 度 为 Ti 的 网 格 袁 其 光

谱 辐 射 出 射 度 Mi( ) 为 院

Mi( )= i窑
c1
5
窑 1

e
c 2 /( Ti )

-1
(4)

式 中 院 i 为 第 i 个 网 格 的 发 射 率 曰c1=(3.741 5依0.000 3)伊

108W窑滋m4窑m-2 为 第 一 辐 射 常 数 袁c2=(1.438 79依0.000 19)伊

104滋m窑K 为 第 二 辐 射 常 数 遥 可 以 认 为 空 间 目 标 外 表

面 是 朗 伯 辐 射 体 遥 第 i 个 网 格 在 距 离 空 间 目 标 R 的

探 测 系 统 入 瞳 处 的 光 谱 辐 射 照 度 Ei( ) 为 院

Ei( )= AiMi( )cos rcos T

仔R2
(5)

式 中 院Ai 为 第 i 个 网 格 的 面 积 曰 r 为 辐 射 方 向 与 网 格

法 线 方 向 的 夹 角 曰 T 为 辐 射 方 向 与 探 测 系 统 入 瞳 法

线 方 向 的 夹 角 遥

2.2 反射辐射

在 空 间 目 标 辐 射 特 性 分 析 中 袁 常 常 使 用 双 向 反

射 分 布 函 数 (Bidirectional Reflectance Distribution

Function袁BRDF) 计 算 目 标 表 面 反 射 辐 射 遥 BRDF 是

Nicodemus 在 1965 年 提 出 的 [9]袁 定 义 为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亮 度 与 入 射 辐 射 照 度 的 比 值 袁 即

fr( i, i, r, r, )= dLr( i, i, r, r, )
dEi( i, i, )

(6)

式 中 院 i 为 入 射 天 顶 角 曰 i 为 入 射 方 位 角 曰 r 为 反 射

天 顶 角 曰 r 为 反 射 方 位 角 曰 为 波 长 曰dEi 为 入 射 光 谱

辐 射 照 度 曰dLr 为 反 射 光 谱 辐 射 亮 度 遥

空 间 目 标 主 要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袁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和 地 球 自 发 辐 射 袁 月 球 和 其 他 星 体 的 辐 射 强 度 很

小 袁 为 了 简 化 计 算 袁 忽 略 不 计 遥 太 阳 辐 射 可 以 用 温 度

为 5 900 K 的 黑 体 近 似 袁 是 空 间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的 主 要

能 量 来 源 遥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的 强 度 受 到 昼 夜 变 化 尧

大 气 云 层 厚 度 尧 地 表 植 被 和 冰 雪 覆 盖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袁

波 动 范 围 比 较 大 袁 常 用 全 球 平 均 反 射 率 =0.35 进 行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的 热 计 算 遥 地 球 直 接 辐 射 的 强 度

同 样 受 到 很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袁 但 是 在 实 际 计 算 中 袁 常 常

用 250 K 的 绝 对 黑 体 辐 射 近 似 处 理 [10]遥 空 间 目 标 相

对 于 辐 射 源 来 说 很 小 袁 可 以 将 太 阳 辐 射 尧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和 地 球 自 发 辐 射 看 作 平 行 辐 射 袁 分 别 用 Esun尧

Esun-reflec 和 Eearth 表 示 袁 其 中 Esun-reflec= 窑Esun遥 则 空 间 目 标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的 光 谱 辐 射 亮 度 Lsun( r, r, ) 为 院

Lsun( r, r, )=fr( r, r, )窑Esun窑cos sun (7)

式 中 院 sun 为 太 阳 辐 射 与 空 间 目 标 表 面 法 线 的 夹 角 遥

空 间 目 标 反 射 地 球 反 射 太 阳 辐 射 的 光 谱 辐 射 亮 度

Lsun-reflec( r, r, ) 为 院

Lsun-reflec( r, r, )=fr( r, r, )窑窑Esun窑cos earth (8)

式 中 院 earth 为 地 球 辐 射 与 空 间 目 标 表 面 法 线 的 夹 角 遥

空 间 目 标 反 射 地 球 辐 射 的 光 谱 辐 射 亮 度 Learth( r, r, )

为 院

Learth( r, r, )=fr( r, r, )窑Eearth窑cos earth (9)

则 空 间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亮 度 Lreflec( r, r, ) 为 院

Lreflec( r, r, )=Lsun( r, r, )+Lsun-reflec( r, r, )+Learth( r, r, )

(10)

第 i 个 网 格 在 距 离 空 间 目 标 R 的 探 测 系 统 入 瞳

处 的 光 谱 辐 射 照 度 Eir( ) 为 院

Eir( )=Lreflec( r, r, )窑Ai窑
cos T

R2
(11)

3 空间目标红外辐射特性仿真分析

以 FY-1C 为 例 袁 建 立 空 间 目 标 有 限 元 模 型 袁 求

解 空 间 目 标 温 度 场 分 布 袁 将 目 标 温 度 带 入 公 式 (5)

0604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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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体 在 轨 运 行 袁 坐 标 系 如 图 1 所 示 遥 设 置 Y 方 向

指 向 太 阳 袁-Z 方 向 指 向 最 低 点 遥 选 取 背 阳 面 中 心

0.6 m伊 0.6 m 的 区 域 为 散 热 窗 口 袁 星 体 内 部 废 热 大 部

分 通 过 散 热 窗 口 辐 射 至 空 间 袁 剩 余 少 量 废 热 对 星 体

表 面 均 匀 加 热 遥

图 1 卫 星 在 轨 运 行 示 意 图

Fig.1 Satellite on orbit diagram

图 2 为 散 热 区 域 散 热 功 率 分 别 为 0 W 和 100 W

时 袁 散 热 区 域 的 温 度 变 化 曲 线 遥

图 2 不 同 散 热 功 率 下 散 热 区 域 温 度 变 化 曲 线

Fig.2 Change curves of temperature of heat dissipating radiator

with different dissipating powers

以 UTC 时 间 2016 年 4 月 1 日 11:00:00 至 17:00:00

为 例 袁 进 行 仿 真 遥 11:59:17 时 两 种 散 热 功 率 下 袁 散 热

区 域 温 差 最 大 袁 散 热 功 率 为 0 W 时 袁 散 热 区 域 的 温

度 为 -93.11 益袁 散 热 功 率 为 100 W 时 袁 散 热 区 域 温

度 为 -38.77 益袁 温 差 为 54.34 益曰12:45:57 时 两 种

散 热 功 率 下 袁散 热 区 域 温 差 最 小 袁 散 热 功 率 为 0 W 时 袁

散 热 区 域 的 温 度 为 -46.41 益袁 散 热 功 率 为 100 W 时 袁

散 热 区 域 的 温 度 为 -7.77 益袁温 差 为 38.64 益遥

在 11:55:57尧12:45:57 和 13:19:17 三 个 时 间

点 对 目 标 进 行 辐 射 特 性 分 析 遥 其 中 袁 第 一 个 时 间

点 是 目 标 从 地 球 阴 影 区 进 入 日 照 区 的 时 间 节 点 袁

第 二 个 时 间 点 是 目 标 向 南 极 飞 行 中 经 过 赤 道 附 近

的 时 间 节 点 袁 第 三 个 时 间 点 是 目 标 处 于 地 球 阴 影

区 的 一 个 时 间 节 点 遥 三 个 时 间 点 不 同 散 热 功 率 的

目 标 温 度 分 布 如 图 3 所 示 遥 假 设 探 测 系 统 在 距 离

目 标 5 km 处 观 察 袁 探 测 系 统 入 瞳 法 线 指 向 目 标 袁

即 T=0 益遥 令 辐 射 方 向 在 xoz 面 的 投 影 与 -x 轴 的

夹 角 为 袁 辐 射 方 向 与 -y 轴 的 夹 角 为 袁 计 算 目

标 散 热 区 域 在 探 测 系 统 入 瞳 处 中 波 (3~5滋m) 和 长 波

(8~12滋m) 波 段 的 辐 射 照 度 袁 结 果 如 图 4 所 示 遥

从 图 4 中 可 以 看 出 院 探 测 系 统 入 瞳 处 袁 长 波 波 段

的 辐 射 照 度 比 中 波 波 段 的 大 1~2 个 数 量 级 袁 这 是 因

为 目 标 的 温 度 低 袁 长 波 波 段 更 靠 近 峰 值 辐 射 波 长 遥 在

第 一 个 时 间 点 和 第 三 个 时 间 点 袁 两 种 散 热 功 率 下 袁 中

波 波 段 的 能 量 差 比 长 波 波 段 的 能 量 差 大 遥 在 第 二 个

时 间 点 袁 由 于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的 影 响 袁 与 镜 面 反 射 方 向

( 即 琢=270毅, =38毅) 夹 角 小 于 90毅 的 范 围 内 袁 两 种 散 热

功 率 下 袁 目 标 的 辐 射 照 度 之 比 都 会 减 小 袁 在 中 波 波 段 袁

Dimensions/m

Material parameters

Absorptivity Infrared emissivity Specific heat/J(kg窑K)-1 Mass density/kg窑m-3 Heat conductivity/W(m窑K)-1

FY-1C

Body 1.42伊1.42伊1.20 0.2 0.87 0.001 09 1 420 0.12

Panel 4.5伊1.2伊0.2 0.68 0.85 820 240 4.3

0604003-4

中 袁 计 算 目 标 自 发 辐 射 强 度 袁 结 合 目 标 与 地 日 相 对 位

置 袁 将 相 应 参 数 代 入 公 式 (11)袁 计 算 目 标 反 射 辐 射 强

度 袁 再 分 析 计 算 结 果 遥 FY-1C 的 轨 道 参 数 如 表 1 所

示 袁 结 构 及 材 料 参 数 如 表 2 所 示 遥

表 1 FY-1C轨道参数

Tab.1 Orbit parameters of FY-1C

Inclination angle/(毅) Eccentricity Period/min

98.79 0.001 88 102.332

Satellite Radius/km

FY-1C 863

表 2 FY-1C结构及材料参数

Tab.2 Structure and material parameters of FY-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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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益

Time:11:55:57

Dissipating power: 0 W

T/ 益

Time:11:55:57

Dissipating power: 100 W

T/ 益

Time:12:45:57

Dissipating power: 0 W

T/ 益

Time:12:45:57

Dissipating power: 100 W

T/ 益

Time:13:19:17

Dissipating power: 0 W

T/ 益

Time:13:19:17

Dissipating power: 100 W

图 3 三 个 时 刻 不 同 散 热 功 率 下 目 标 的 温 度 分 布

Fig.3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arget at three moments with different dissipating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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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a) 11:55:57尧 散 热 功 率 0 W尧 中 波

(a) At 11:55:57, dissipation power 0 W, MIR

(b) 11:55:57尧 散 热 功 率 100 W尧 中 波

(b) At 11:55:57, dissipation power 100 W, MIR

(c) 11:55:57尧 散 热 功 率 0 W尧 长 波

(c) At 11:55:57, dissipation power 0 W, LIR

(d) 11:55:57尧 散 热 功 率 100 W尧 长 波

(d) At 11:55:57, dissipation power 100 W, LIR

(e) 12:45:57尧 散 热 功 率 0 W尧 中 波

(e) At 12:45:57, dissipation power 0 W, MIR

(f) 12:45:57尧 散 热 功 率 100 W尧 中 波

(f) At 12:45:57, dissipation power 100 W, 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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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2:45:57尧 散 热 功 率 0 W尧 长 波

(g) At 12:45:57, dissipation power 0 W, LIR

(h) 12:45:57尧 散 热 功 率 100 W尧 中 波

(h) At 12:45:57, dissipation power 100 W, MIR

(i) 13:19:1尧 散 热 功 率 0 W尧 中 波

(i) At 13:19:17, dissipation power 0 W, MIR

(j) 13:19:17尧 散 热 功 率 100 W尧 中 波

(j) At 13:19:17, dissipation power 100 W, MIR

(k) 13:19:17尧 散 热 功 率 0 W尧 长 波

(k) At 13:19:17, dissipation power 0 W, LIR

相 对 于 反 射 辐 射 来 说 袁目 标 自 发 辐 射 很 弱 袁此 时 不 同 散

热 功 率 对 目 标 的 辐 射 照 度 基 本 没 有 影 响 袁在 长 波 波 段 袁

反 射 辐 射 会 减 小 散 热 功 率 变 化 对 目 标 辐 射 照 度 的 影

响 袁但 是 不 同 散 热 功 率 下 目 标 辐 射 照 度 仍 有 差 异 遥

4 结 论

阐 述 了 空 间 目 标 辐 射 散 热 器 的 类 型 袁 并 介 绍 了

不 同 类 型 的 使 用 条 件 遥 在 现 有 空 间 目 标 辐 射 特 性 模

型 的 基 础 上 袁 考 虑 空 间 目 标 辐 射 散 热 袁 将 空 间 目 标 外

表 面 分 为 一 般 区 域 和 散 热 区 域 袁 并 分 别 建 立 辐 射 模

型 遥 以 FY-1C 为 例 袁 分 析 了 不 同 散 热 功 率 下 袁 散 热 区

域 的 辐 射 特 性 袁 得 出 如 下 结 论 院 在 中 波 波 段 袁 两 种 散

热 功 率 引 起 的 辐 射 照 度 最 大 相 差 41.65 倍 袁 在 长 波

波 段 最 大 相 差 4.48 倍 袁 当 目 标 处 于 日 照 区 域 时 袁 目

标 表 面 反 射 辐 射 会 影 响 目 标 的 辐 射 特 性 袁 在 中 波 波

段 袁 辐 射 散 热 对 目 标 的 辐 射 特 性 影 响 很 小 袁 但 在 长 波

波 段 袁 辐 射 散 热 仍 明 显 影 响 目 标 的 辐 射 特 性 遥 空 间 目

标 的 散 热 对 空 间 目 标 的 辐 射 特 性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袁 考

虑 空 间 目 标 的 散 热 袁 对 空 间 目 标 的 探 测 和 识 别 有 一

定 帮 助 遥 在 不 同 时 段 对 同 一 目 标 进 行 多 次 探 测 袁 可

以 通 过 对 空 间 目 标 散 热 区 域 的 观 察 袁 判 断 目 标 工 作

状 态 袁 可 以 作 为 空 间 目 标 多 维 度 监 视 的 一 种 手 段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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