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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9683:2017《航天系统 小型航天器及其组件的设计鉴定和

验收试验》。
本标准与ISO19683:2017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列出了本标准与ISO19683:2017的

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ISO19683:2017相比存在技术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置

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微纳卫星试验要求》;
———删除了ISO19683:2017的8.5.7,与其他试验项目一样,增加了“试验剪裁”;
———删除了ISO19683:2017的附录A“剪裁指南”,将相应的内容添加到本标准正文,成为每个试

验项目的第7条“试验剪裁”;
———删除了ISO19683:2017的附录B~附录F等5个资料性附录;
———删除了ISO19683:2017的参考文献。
本标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深圳航天

东方红海特卫星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晓宁、曹喜滨、尚永红、黄首清、刘明辉、李西园、杨勇、向树红、王海明、张迎春、

张立伟、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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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为低成本、快速交付的微纳卫星制定试验计划提供依据和指导,目的是通过开展试验计划规

定的鉴定试验和验收试验,保证微纳卫星高概率完成预定飞行任务。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章条编排主要参考ISO19683:2017《航天系统 小型航天器及其组件的设计

鉴定和验收试验》。结合国内微纳卫星试验实践经验,本标准对部分内容适当进行了删减和补充。
依据卫星质量对其进行分类,质量为10kg(不含)~100kg的是微小型卫星,质量为1kg~10kg

的是纳型卫星,微小型卫星和纳型卫星统称为微纳卫星。本标准涉及的微纳卫星主要基于商业现货供

应(COTS)产品制造,其典型质量为1kg~100kg,但并不严格限于此范围。
本标准旨在为由COTS产品建造的微纳卫星提供可在空间工作的最低等级保证,在保证其低成本

和快速交付优势的同时,指导微纳卫星设计、制造和试验单位更高效的开展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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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卫星试验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微纳卫星及其组件试验的一般要求、微纳卫星系统级试验、组件级试验和详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微纳卫星及其组件试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5203—2017 航天产品通用试验文件(ISO17566:2011,MOD)

GJB3590—1999 航天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面卫星 flat-sat
桌面卫星 table-sat
不用安装在卫星结构上,只是由组件或者裸露的线路板在桌面上搭建的构型。

3.2
正样 flightmodel
飞行模型

代表产品的最终飞行状态,用于飞行的微纳卫星产品。

3.3
试验件 testarticle
用于试验的卫星或组件产品。

3.4
组件 unit
由多个零件或部件或它们之间的任意组合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产品。

  注:从制造、维修的角度看,组件是一个完整和独立的整体。

3.5
部署发射器 payloadorbitaldeployer
入轨后将立方体卫星释放分离的装置。

3.6
立方体卫星 cubesat
由尺寸为10cm×10cm×10cm立方体单元组成的盒状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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