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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提升，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也比较普遍。通信卫星天线的应用

就相对比较广泛，通过加强对通信卫星天线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对实际的发展有着积极促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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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and some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widely applied in lif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antenna is relatively extensive, 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antenna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actu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antenna; Pres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trend 

 
引言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苏联首次将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人类始终没有

放弃研究和创新，进而现如今的通信卫星已经完全的打破了陈旧的思想的束缚，无论是在结构形式上还是在性能方面

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改变，目前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都不能脱离的通信工具。现如今，人类向大气层之上发射

的人造卫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八百多颗，这些卫星在人们进行通讯的时候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

在互联网技术以及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带动下，卫星通讯的影响力更加的凸显出来，不管是民用还是军事所用的通信

网络都不能脱离卫星的辅助。进而想要更好的发挥出卫星通信技术的作用，我们需要对卫星通信技术的整体特征和优

越性加以深入的研究，并坚持不断的促进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1 卫星通信以及应用技术的简单介绍 
1.1 卫星通信的主要组成部分 

卫星通信的实质结构人类技术人造卫星来充当中转机构，之后借助无线电波的形式来完成多个站点之间的信息传

递。卫星通信系统的实质就是说人类通过人造地球卫星来完成人造卫星和地球上所有的站点之间的信息传输的系统。

通常一个完整的卫星通信系统都会涉及到三个组成结构，主要有卫星端，地面端以及用户端。卫星端通常都是处在大

气层之上，其作用就是对信号实施中转，也就是将将地球上的一个站点发射的信号借助电波的形式反射到大气层中，

最终会输送到指定的站点，这样就能够完成两个不同位置的站点之间的信息交流。地面端是卫星和地面信息站的衔接

点，其实充斥在地球表层的各个位置的，并且也覆盖到地面，河流以及大气层
[1]
。卫星通信通常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

类型，首先是地面端与卫星端进行的信息交流。其次是地面端与地面端完成的信息通信。最后是卫星之间实施的信息

交流。卫星端的卫星根据其性质的不同也可以划分为两种形式，即静止卫星以及对地非静止卫星，其中对地静止卫星

其实质就是说与地球上的一个指定的点相比在持续的变化，进而被称之为运动卫星，而对地非静止卫星其与地球上的

某一点相比较来说处在静止的状态下。 

1.2 卫星通信主要运用的技术 

卫星通信主要运用的技术有很多，主要包括 CDMA 技术、抗干扰技术以及多协议标签交换技术等等。CDMA 技术是通

过码分多址系统通过语音来控制信息传输的功率和频率等，由于 CDMA 这种技术本身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其一直广泛应

用于数字卫星通讯系统中。基于 CMDA 技术建立的卫星通讯系统可以实现信号传输的功率控制，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降低人们对于卫星通讯的压力，从而间接增加了系统的容量。抗干扰技术在军事设备上的广泛运用尤为明显，在目前

军事对抗中，双方的通信卫星由于始终暴露于大气层外，信号传输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所以其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干扰

和抗干扰的能力。具有良好抗干扰能力的通信卫星不仅能够提高军事通信卫星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能保证军事计划的

高效指挥
[2]
。 

2 通信卫星的价值体现以及发展现状分析 
2.1 通信卫星的价值体现分析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使得通信卫星的技术的利用范围在不断的扩展，并且在现实运用的时候作用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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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凸显。通信卫星其实质就是人造卫星的利用，将其看作是中继站来完成无线电波的传发，这样就能够实现地球上对

个站点之间的信息交流。这项技术的大范围的运用其实质是将微博通信和航天技术加以了融合，通信卫星其实质也是

地面微波中继通信的一个延伸，并且也是微波向着太空发展的所经历的一个过程。这项技术其实也是空间通信中的一

种形式，通信卫星所能覆盖的地球面积较为广阔，并且自身容量十分巨大，能够被运用到多种领域之中
[3]
。 

2.2 通信卫星的发展现状分析 

通信卫星在当前的发展已经有着很大的进步，其中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200 颗，全球有超过 30 家

卫星通信公司。从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建有国际国内的通信广播地球站超过了 80 座，在卫星公众通

信网的建设方面也有着很大的成果，已经能够对边远的通信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此外，通信卫星主要是作为用户沟

通之间的信号中转站，从而实现信号的远距离传输。对这一技术的发函在我国的国际军事卫星的组织成员覆盖面已经

比较广泛。除此之外，通信卫星在广播信号传播领域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在这一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多的应用，

从国外在这一技术的应用情况来看，主要是从卫星固定电视基础上对移动电视有了发展。我国在这一技术的发展中的

覆盖面也比较广泛
[4]
。 

3 基于新型技术的卫星通信发展趋势 
3.1 通信卫星在体积方面的发展趋势 

目前，卫星通信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其中，体积方面的发展较其他方面更为明显。卫星通信的体积正向着两

极化方向发展，主要是指一部分国家的通信卫星正向着小型化和微型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一部分国家的通信卫星也正

在向着巨型化的方向发展，通过不断增加通信卫星的体积来间接增加卫星的灵敏度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和能力。当然，

通过缩小通信卫星的体积也可以实现小卫星集群部署间接减小因为一个或少部分卫星遭到破坏而致使整个通信系统崩

溃的可能性，同时，数量较多的小卫星也更加有利于信号的传输，减少通信成本。 

3.2 卫星移动通信的新发展和技术进步 

卫星通信相比其他通信方式具有更多的优势，当前，卫星通信在通信方式上的发展主要是移动通信的普及。移动

通信可以借助通信卫星来实现移动用户和固定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借助于数字传输技术、智能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

高效性来实现信息的高效传输。目前，互联网技术的中数据传输速度较快，所以卫星通信也会更多地向着互联网方向

发展，通过有效区分各级链路的数据传输，实现数据传输的高效运行。当然，卫星通信在频率范围和覆盖面积上也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较早之间的商用通讯频段只局限于 C 频段，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频段范围由 C 频段延伸至 L、S、

VHF 等频段，而在卫星天线覆盖面积上，经过一定的发展，其也由之前的静止卫星通信发展为多重频率复用单椭圆波束

覆盖，多椭圆波束覆盖等等
[5]
。 

4 通信卫星天线的发展趋势探究 
（1）在通信卫星天线的发展历程中，因为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其对通信卫星天线的不断壮大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影响。通信卫星的天线设置形式较为灵活，并且天线发射的信号的质量也在不断的提升，高准确度的天线是通信

卫星领域的必然发展趋势。就柔性面的天线技术来说，其实际上也存在较为灵活的形式，在通信卫星的未来发展趋势

来说，为了达到高清电视信息传输的需要水平以及因特网的接入的需求，加大力度来实施宽带通信业务的发展是符合

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2）就现如今的技术种类来看，最为普通的是 VSAT 技术以及还有更高频率的 Ka 频段技术，在实际运用的时候，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加以选用，并且每个技术所施展出来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在这些不同形式下的通信卫星的发

展中，在技术的不断升级优化下，三种技术进行融合就成为了可能，从而能够在多方面得到适应，实现不同系统的相

互连接，在无缝隙一体化的综合通信网方面的作用就能得到有效体现。我国在通信卫星天线的发展趋势上，在无缝覆

盖方面的作用发挥就比较重要，通过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就能够对我国的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建设工作得到有效的

完善，在价值作用的体现上也比较重要。 

5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当前我国的通信卫星天线的发展现状，要能从多方面进行优化发展，只有重视实际的发展以及科

学技术的有效应用，就能推动我国在这一层面的长足进步。现代化的科技使得天线成为了多学科综合的系统工程，在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下，就能够从纳米技术的应用价值上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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