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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TS21979:2018《空间环境(自然和人工) 利用准动态模型获得地球辐射带

注量的最劣情况和置信水平的程序》。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文件协调,将文件名称修改为《空间环境 利用准动态模型获得地球辐射带注量的最

劣情况和置信水平的程序》;
———对“术语和定义”中的“3.5”进行了修改,原文中的定义是F10.7的用途,原文中的注释才是真

正的定义;
———将“5.1注量”和“5.2置信水平”中的ISO12208:2015修改为GB/T41457—202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市滨海新区微电子研究院、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

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自才、呼延奇、季启政、冯学尚、李兴冀、于澜涛、柳晓宁、毕津顺、赵瑜、

李昌宏、胡小锋、钟秋珍、王馨悦、陈东、许冬彦、曲少杰、刘庆海、左平兵、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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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太阳活动、磁暴等,空间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卫星接收到的辐射注量环境因其发射日

期、轨道和运行周期而异。
对于卫星设计来说,最重要的是辐射注量的最劣情况和置信水平。通过了解这些条件,可以进行优

化设计。尽管迄今为止的辐射带模型可以区分太阳活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但很难处理短期和长期波

动。利用地球辐射带的准动态模型定义了获得辐射注量的最劣情况和置信水平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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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 利用准动态模型获得地球
辐射带注量的最劣情况和置信水平的程序

1 范围

本文件利用一种描述辐射带动态涨落的模型,给出了航天器(根据轨道和设计寿命)遭受的粒子注

量的计算方法。该准动态地球辐射带模型根据输入参数(各类指数)来确定动态变化,而输入参数均选

自容易获得并与地球辐射带动态变化高度相关的参数。
本文件适用于航天器设计等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如下: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s://www.iso.org/obp;

IEC电子百科:http://www.electropedia.org/。

3.1 
L 值

磁力线与地磁赤道面相交点的地心距离,以Re(地球半径)为单位。

3.2 
B/B0

以磁赤道位置处磁感应强度最小值归一化后的值。

3.3 
Kp和ap
基于13个地面站的3h测量值的全球性地磁活动水平。
注:ap值的范围为0~400,单位为2nT。Kp基本上是ap的对数,其0~9的等级以单位的1/3表示(例如,5-=

4
2
3
,50=5,5+=5

1
3
)。每日指数(Ap)是通过对每天的8个ap值进行平均得到的,而指数Ap可以具有与ap

相当的值。

3.4 
太阳风速度 solarwindspeed
SWS
太阳向外发射粒子流的速度,通常作为外源场模型的输入参数。
注:太阳风速度通常约350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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