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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务来源和计划要求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监量函[2024]40号“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 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文件要求，由北

京控制工程研究所负责制订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校准规范》，

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北京航天计量测量技术研究所也参与了规范起草工

作。 

航天器自主导航技术基于无源被动测量，为航天器提供持续、无外部依赖的

精确定位信息，是实现航天器自主、智能、稳定运行的基础，是支撑复杂任务实

现和空间活动范围扩展的关键。航天器自主导航技术专业跨度较大，系统和数据

资源特异性强，亟需高标准的计量技术规范来建议、指导此项技术活动的开展。

然而，目前的计量技术规范主要面向陆上、航空、航海应用的测量器件和独立导

航系统，尚未形成专门针对航天器自主导航应用的校准规范，尤其是缺少针对天

文导航系统、以及包含天文导航的自主组合导航系统的校准规范，从技术全面性

和应用全面性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本规范针对上述问题，建立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校准规范的基本架构，补充

相关具体规程和方法，促进自主导航系统在民用航天等领域应用的规范性和标准

性，以满足当前通信、导航、遥感、气象、减灾卫星/星座等国家民用航天基础

设施稳定运行和日益增长的商业航天领域当前任务活动和未来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 编制过程 

1、编制原则 

按照测量方法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和实际意义的原则编制本规范： 

a) 充分结合已有的成熟的测试方法和经验； 

b) 充分考虑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性能指标； 

c) 测量方法、指标要求和实际操作统一考虑，力求使规范科学、简单、文

字精炼。 

2、各阶段工作 

2024年 6月，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下达编制任务； 

2024 年 6 月-8 月，起草小组对与此相关的标准、文献，进行了认真地学习

和研究，确认规范的内容，包括计量特性、校准项目、校准方法；拟定出校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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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框架，形成了校准规范初稿； 

2024 年 8 月-9 月，进行典型型号自主导航系统的测量实验，完成全部参数

的实验并编写实验报告，对实验报告的结果进行评估并完成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

评定。在实验过程中使用不同标准器及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保证使用规范描述

方法的准确有效。对校准规范初稿主体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10月，在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进行广泛征求

意见，并于 10月 28日召开了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校准规范的预审会。 

3、征求意见情况 

《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写完成后，先后向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等全国卫星导航应

用专用计量技术委员会的 30 多家单位发送了征求意见函，收到反馈意见的有 3

家单位，共计 29条修改意见，其中采纳修改意见 27条，解释说明 2条，均给出

了合理反馈，具体意见情况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校准规范预审会参加单位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收到修改意见共

13条，其中采纳 13条并完成修订，具体意见情况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三、 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包括技术参数与指标的确定依据、修订

标准的各修订点及其理由等） 

航天器天文、惯性、GNSS等不同自主导航体制因敏感器种类和数据处理方

法不同，在工作方式、测量数据表示、测试试验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编制组

综合考虑各类导航系统给出的主要计量特性和校准方法，参考已有计量规程规范

的测试项目，制定了导航位置误差和导航速度误差的校准方法。 

初稿完成后经征求意见，增加了校准原理示意图、校准项目的不确定度评定

示例等内容。根据预审会意见，进一步考虑标准器溯源问题，明确了校准设备的

指标要求和检定要求，补充时间与频率同步系统确保被校准系统的时频一致性。

完善并细化了校准方法步骤和不确定度评定方法。 

四、 验证实验的情况和结果 

依据校准规范对不同型号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进行了校准，测试数据满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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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具体情况详见《航天器自主导航系统校准规范》实验报告。 

五、 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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