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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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ISO22666:2016《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高级在轨系统空

间数据链路协议》。
本标准与ISO22666:201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ISO22666:2016

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ISO22666:2016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置

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ISO22666:2016中第1章文档结构、参考文献等部分内容;
———将ISO22666:2016中附录A“缩略语”改为了正文第4章;
———删除了ISO22666:2016的资料性附录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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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标准

化研究所、西安空间无线电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向晖、张红军、王维嘉、余晟、潘莉、雷勇、张宏宇、王文平、李瑞军、郭嘉、毛亮、

朱斌、齐征、杨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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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高级在轨系统空间数据链路协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级在轨系统(AOS)空间数据链路协议的业务、数据单元格式、协议流程、管理参数

和支持空间数据链路安全的协议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高级在轨系统空间数据链路协议的航天器空—地和空—空通信的数据链路层数

据传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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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00.54 电工术语 无线电通信:发射机、接收机、网络和运行(GB/T2900.54—2002,

IEC60050-713:1998,IDT)

ISO10537:2016 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封装业务(Spacedataandinformationtransfersys-
tems—Encapsulationservice)

ISO22646:2005 空间数据与信息传输系统 空间包协议(Spacedataandinformationtransfer
systems—Spacepacketprotocol)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定界 delimited
数据具有已知且有限长度的特性。

3.2 
任务阶段 missionphase
航天任务的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具有特定目标的任务过程。

3.3 
空间链路 spacelink
航天器与相应的地面系统或两个航天器之间的通信链路。
注:一个空间链路包含一个或多个单向或双向物理信道。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OS:高级在轨系统(advancedorbitingsystem);

B_PDU:位流协议数据单元(bitstreamprotocoldata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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