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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以来，陕西农业遥感信息中心的
ＨＲＰＴ卫星接收天线控制系统出现较多较大的
故障；旋变、主板、驱动器及电源等问题。其中
旋变、主板和电源问题已经解决。但驱动器问题，
因设备沿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产品，找不到与原
控制器匹配的天线驱动器，无法修复。造成
ＮＯＡＡ和ＦＹ－１系列卫星ＡＶＨＲＲ数据单收站
的适时接收中断。虽然从ＤＶＢ－Ｓ系统能获取相
关数据，但用于森林火情等监测时，存在时效差
的问题。为此，对ＨＲＰＴ卫星接收天线控制系统
（ＡＣＳ）实施改造。
改造方案

采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三十九研究所的
成熟方案，即对整个天线控制系统彻底改造，保
留和沿用原天线控制分机主板、电源和机箱及伺
服的基础上，对主板略作改进后作为系统改造后
的天线控制单元（ＡＣＵ），再增加一台天线驱动单
元（ＡＤＵ），把控制和驱动分开。这样减少了驱动
部分对控制部分的干扰，使驱动部分的散热效果
大为改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１１天线控制单元（ＡＣＵ）组成、功能及作用原
理

天线控制单元（ＡＣＵ）由电源和主板组成。
ＡＣＵ的硬件由单片机的ＣＰＵ板、轴角编码、步
进电机控制、电源和４Ｕ高的标准机箱等部分组
成。ＣＰＵ板是ＡＣＵ的控制核心，完成数据处理、
通信接口等。轴角编码部分完成轴角编码功能；步
进电机控制完成步进电机控制；电源选用明纬公

司的Ｔ－５０Ｂ电源，给控制板和驱动器提供５Ｖ燉３
Ａ和±１２Ｖ燉Ａ直流电。ＡＣＵ和ＰＣ机的通信采
用ＲＳ２３２异步通信方式，ＡＳＣＩＩ数据编码；通过
ＰＣ机可实现对天线的操控。
１２天线驱动单元（ＡＤＵ）组成、功能及作用原
理

天线驱动单元（ＡＤＵ）由步进电机驱动器，电
源滤波器、变压器，空气开关，继电器组等组成。
空气开关控制ＡＤＵ电源通断，经电源滤波器、变
压器供给驱动器８０Ｖ电源。驱动器受控于ＡＣＵ
而直接去控制伺服中的五相步进电机。ＡＤＵ无
法单独控制天线转动，必须通过ＡＣＵ控制，即牀
轴、牁轴的调整只能通过ＡＣＵ实现。正常工作
时，ＡＤＵ驱动单元的空气开关是打开的，没有操
作。
使用维护
２１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２１１天线不能被驱动关闭ＡＣＵ、ＡＤＵ电
源，拔下驱动电机电缆插头（Ｐ３２Ｊ４Ｑ），检查驱动
电缆是否有断线、电机是否被烧坏等，这些均可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缆插头的１—５是牀轴
电机，６—１０是牁轴电机）。确认驱动电缆和电机
无故障后，再检查判断减速箱是否卡死。方法：在
拔下ＡＣＵ、ＡＤＵ电源电缆（否则关断电源也推
不动天线）后，由１人推天线应能运动但有一定
阻力，否则说明伺服中的减速器有故障。
２１２天线位置值采样不正确①天线控制器
零值变化，检查天线控制器零值，若零值变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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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重新校零；重新校零时必须关闭ＡＤＵ电源或
拔掉ＡＤＵ的驱动输出电缆，将ＡＣＵ电源开着，
以确保设备安全和便于监视。②旋变故障，在跟
踪过程中，若发现牀轴或牁轴的“实际角度”大
幅度跳动，应考虑旋变故障。旋变故障严重时会
影响跟踪精度，造成接收质量下降甚至危及电机
安全，影响驱动器的使用寿命。“实际角度”角度
跳变到１８０°以上时，天线无法驱动。这时可拔下
天线端的旋变电缆插座（Ｘ２４Ｋ１９Ｐ），用万用表电
阻档测量插座的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脚电阻值应为５０Ω左右（各旋变不一致），若出
现短路、断路现象都说明旋变有故障。其中３—４、
５—６是牀轴旋变，７—８、９—１０是牁轴旋变。
２１３天线跟踪误差不正常在天线控制的监
控界面，观察牀轴和牁轴的命令角度、实际角度、
误差角度，若其中的误差角度值（命令角度与实
际角度之差）增大（正常情况小于±０３°），则是
天线跟踪误差不正常。①轨道跟踪数据计算出错，
天线控制的监控界面上，观察牀轴和牁轴的命令
角度、实际角度、误差角度时，如命令角度瞬间
突变造成的天线跟踪误差过大。则是轨道计算问
题，而且常因轨道报错误或轨道报愈期太长所致。
可检查轨道报计算命令位置有无突跳点来确认。
②天线控制系统硬件故障，在天线控制的监控界
面上，如发现实际角度瞬间突变造成的天线跟踪
误差过大。则是旋变故障，或驱动器的力距不够
所致。③其他问题，主要是ＡＤＵ、ＡＣＵ及整个
天线系统的接地问题。其次是系统通信问题。
２１４控制器故障当天线控制系统有故障，电
机和编码器工作正常时，可检查ＡＣＵ电源供电
和ＡＤＵ变压器供电是否正常。电机驱动器拨码
开关是否变化，驱动器的指示灯是否正常。①
ＡＣＵ电源输入为单相２２０Ｖ、５０Ｈｚ，输出＋５Ｖ燉
３Ａ和±１２Ｖ燉Ａ直流电源提供给ＡＣＵ控制主
板以及ＡＤＵ箱中的两个驱动器。②ＡＤＵ变压

器的输入电源为单相交流２２０Ｖ、５０Ｈｚ；输出单
相交流８０Ｖ、５０Ｈｚ，容量０４ｋＶＡ的电源提供
给ＡＤＵ箱中两个驱动器。③牀、牁电机驱动器的
拨码开关的拨码位置和拨码方法驱动器上印有
表，用户必须严格按其表格内容进行拨码操作，准
确无误地完成拨码开关（ＯＮ或ＯＦＦ）位的设置。
④驱动器指示灯的状态，电源指示灯：黄色，驱
动器正常时加电后应保持常亮。零位信号指示灯：
绿色，整步运行时每１０拍亮１次，半步运行时每
２０拍亮１次。

故障报警指示灯：红色，只有在驱动器出现
故障时才会亮。
２２应注意的问题

不要把抽屉放在潮湿、有灰尘或漂浮性尘埃
及金属微粒的地方，不要放在有腐蚀、易燃性气
体或液体的环境中。应安装在坚固无振动的场所。
应在符合电磁兼容要求并无强干扰环境下使用。
ＡＣＵ使用的交流２２０Ｖ输入插头必须接入有保
护（或大地）的插座。在ＡＣＵ内部，已把ＡＣＵ
的接地柱和交流输入线的接地端子相连接，以把
ＡＣＵ的接地柱用截面积不小于１０ｍｍ２的导线
接到保护地（或大地）中。ＡＤＵ天线驱动单元的
机壳应用截面积不小于１０ｍｍ２的导线接到保
护地（或大地）中。

严禁带电插拔ＡＣＵ、ＡＤＵ设备的电源插头，
以免损坏器件。ＡＣＵ后面板的Ｄ型插头座的螺
钉应锁紧，以免接触不良。修改设置参数时应根
据提示设置，以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ＡＤＵ抽屉内有危险电压，必须对其内的空
气开关操作时要注意，谨防在其附近被电击。除
专业人员维修外，不要随意打开机箱上盖，以确
保人机安全。

维修ＡＣＵ和ＡＤＵ时要拔掉ＡＣＵ（控制单
元）和ＡＤＵ（驱动单元）电源线，同时拔掉ＡＣＵ
（控制单元）和ＡＤＵ（驱动单元）之间的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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