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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引力波探测任务中，由于干涉臂臂长的巨大差异，激光频率不稳定噪声成为系统最大的噪声源之一。需采用

ＰｏｕｎｄＤｒｅｖｅｒＨａｌｌ锁腔、锁臂和ＴＤＩ（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技术三级联合，将此噪声压制到１０－６Ｈｚ１／２量级，才能使得
频率噪声低于散粒噪声。而实现ＴＤＩ技术需要准确测量卫星间的绝对距离和星间通信。本文以空间引力波探测中的绝
对距离测量和通信技术为背景，详细阐述此项技术的实现原理和方法。拟通过 ＥＯＭ（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将测距伪
随机码和通信码调制至主激光相位中，再传输至远端航天器。在远端航天器通过锁相环和延迟环组成的解调系统计算

伪随机码的时间延迟，进而解析出卫星间的绝对距离和通信信息。相关结论可为未来的验证实验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同时为我国未来空间引力波探测的相关技术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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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１６年初，美国地基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ＬＩＧＯ）地面探测器宣布成功探测到引力波，这一
重大的科学发现在全世界掀起了“引力波”的热

潮［１２］。ＬＩＧＯ、ＶＩＲＧＯ等地面探测器主要关注
ｋＨｚ附近频段的引力波事件，但由于地面尺寸和
振动噪声的限制，地面引力波探测装置很难探测

更低频率的引力波信息［３４］。自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起，科学家们就一直尝试着进行空间引力波的

探测，进一步下探更低频段的信息，测量频率在

０．１ｍＨｚ至１Ｈｚ之间更为丰富的引力波波源，包
括中等质量黑洞并合、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中等质

量比黑洞双星绕转以及大质量比黑洞双星绕转系

统。由此可研究星系中心黑洞以及其寄宿星系的

生长和演化历史 ［３５］。

目前，空间引力波探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

洲的ＬＩＳＡ（Ｌａ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ｐａｃｅＡｎｔｅｎｎａ）计
划，研究了将近３０年［６７］。ＬＩＳＡ技术验证星ＬＩＳＡ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已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份成功升空，开启了
人类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序幕［８］。我国在空间引

力波探测领域起步较晚，２００８年，由中国科学院
多个研究所及院外科研单位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学

院空间引力波探测工作组。经过数年的研究与讨

论，形成我国自主的空间引力波探测方案。我国

目前已提出的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包括以中国科

学院胡文瑞院士和吴岳良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的

“太极计划［９１０］”和以中山大学罗俊院士作为首席

科学家的 “天琴计划［１１］”。太极计划的构想与

ＬＩＳＡ类似，均以发展日心轨道的等边三角形星组
为目标。而天琴计划则以地心轨道的等边三角形

星组为目标。二者科学目标不同，但均提出将于

２０３３年前后，发射我国的引力波探测星组。本文
以下的讨论中，如无特殊说明均以ＬＩＳＡ和太极计
划为前提，而天琴计划因自身的特殊性在此不做

讨论。

空间引力波探测通常采用激光差分干涉的方

法，即将由引力波引起的距离变化信息转换为干

涉信号的相位变化信息，从而实现距离的高精度

测量。和ＬＩＧＯ等地面干涉仪不同，空间干涉仪
中卫星间的相对轨道运动，导致干涉臂长的变化，

从而使干涉臂臂长并不相等。激光频率不稳定性

噪声是激光干涉仪的一个主要噪声源，其值和激

光的频率抖动与干涉臂臂长差成正比［６，１２］。干涉

仪两臂长差越小，频率变化引起的测距误差就越

小。以ＬＩＳＡ为例，由三星轨道的设计可知，轨道游
离引起的臂长差最大可达 ΔＬ≈１０５ｋｍ。因此，只
有将光源频率稳定性压制到１０－６Ｈｚ１／２量级［１３１４］，

才能使得频率噪声低于散粒噪声（以臂长５００万
公里计算，出射光强为１２Ｗ，波长为１０６４ｎｍ，
望远镜尺寸为４０ｃｍ，此时散粒噪声约为１０－１１ｍ／
Ｈｚ１／２）。目前最佳的Ｎｄ∶ＹＡＧ固体激光器自由运
行时，频率不稳定性约在１０６Ｈｚ１／２水平。为达到
ＬＩＳＡ计划的需求，需将激光频率稳定性提高 １２
个量级。

目前，ＬＩＳＡ采用三步法对激光频率不稳定性
进行压制［１２］：ＰｏｕｎｄＤｒｅｖｅｒＨａｌｌ（ＰＤＨ）稳频，锁臂
技术（ａｒｍ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ＤＩ（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
ｔｅｒ）技术。ＰＤＨ锁频是通过锁相的方法将激光频
率跟ＦＰ腔（ＦａｂｒｙＰｅｒｏｔＣａｖｉｔｙ）的谐振频率进行
锁定，锁定后的激光频率稳定性能达到３０Ｈｚ１／２量
级。锁臂技术利用 ＬＩＳＡ臂长的稳定性来对激光
频率进行锁定。虽然 ＬＩＳＡ的干涉仪臂长在持续
变化，甚至在 １×１０５ｋｍ的量级，相对变化量在
１％～１０％之间，但是 ＬＩＳＡ臂长的变化有稳定的
周期，周期为１年。由轨道变化数据的频谱分析
可知，ＬＩＳＡ臂长变化主要集中在低频段（１０－８

Ｈｚ），而在 ＬＩＳＡ敏感频率段 ０１ｍＨｚ～１Ｈｚ之
间，却表现的非常稳定。该技术理论上可将激光

频率不稳定性压制到１０－４Ｈｚ１／２量级。ＴＤＩ技术
为一种数据后处理方法，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测量

数据时间平移后重新组合生成等效的等臂长干涉

仪测量数据，以达到频率噪声共模压制目的。ＬＩ
ＳＡ臂长的绝对距离测量精度需达到３０ｃｍ，那么
第二代ＴＤＩ数据类型可将激光频率不稳定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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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进行压制，使其达到 ＬＩＳＡ要求。因此，绝对距
离测量是实现ＴＤＩ的关键技术单元之一。但地基
的轨道预报、深空测控网一般仅能将轨道预报的

精度达到１０ｋｍ量级，远不能达到 ＴＤＩ所需的测
距精度。因此需要卫星间建立额外的绝对距离测

量链路。

ＬＩＳＡ、太极等三星系统的数据同步及通信要
求将另两航天器的测量数据传输至通信主星，再

由主星将数据发送给中继卫星，最终传递给地面

数据站。因此，卫星间仍需建立通信链路，以完成

数据的交互。目前，ＬＩＳＡ任务的绝对距离测量和
通信已经完成实验室的原理演示，正在进行和干

涉系统的整体联调工作［１５１７］。但国内尚未有相

关的研究报道。

本文以空间引力波任务中（如ＬＩＳＡ、太极等）
对绝对距离测量及通信的需求为出发点，具体阐

述该技术的关键问题，实施方案等。结构安排如

下：第２部分简述ＴＤＩ原理，从而引出对绝对距离
测量和通信的要求；第３部分阐述空间引力波任
务中绝对距离测量和通信技术的实现方法。

２　ＴＤＩ简述及需求分析

　　ＴＤＩ技术通过对不同航天器的数据进行时间
平移，数据上重新构建出新的等臂长干涉，进而通

过共模抑制消除激光频率抖动噪声。根据不同的

数据构型进行划分，仅第一代ＴＤＩ（不考虑卫星间
的相对运动）就有多种类型［１８］。限于篇幅，本文

仅讨论经典的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构型用以说明ＴＤＩ的原

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ＴＤＩ原理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ＤＩ

图１中，假设激光光源的频率噪声为 ν（ｔ）。
ｙ１（ｔ），ｙ２（ｔ）为各自干涉臂所探测的信号。那么
ｙｉ（ｔ）可以写为：

ｙｉ（ｔ）＝ν（ｔ－２Ｌｉ）－ν（ｔ）＋ｈｉ（ｔ）， （１）

其中，ｈｉ（ｔ）为目标位移波动信息。在这里假设光
速ｃ等于单位１。那么，普通的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干涉数
据类型为：

ｙ１（ｔ）－ｙ２（ｔ）＝ν（ｔ－２Ｌ１）＋ｈ１（ｔ）－
ν（ｔ－２Ｌ２）－ｈ２（ｔ）． （２）

　　通过式（２）可以得知，如果干涉臂 Ｌ１和 Ｌ２相
差过大，ν（ｔ－２Ｌ１）－ν（ｔ－２Ｌ２）这一部分的激光
频率抖动噪声将无法消除，从而淹没待测位移波

动信息ｈ１（ｔ）－ｈ２（ｔ）。
ＴＤＩ数据类型的构造分别将不同干涉臂的数

据作时间延迟，构造新的数据类型如式（３）：
ｙ１（ｔ－２Ｌ２）－ｙ２（ｔ－２Ｌ１）＝ν（ｔ－２Ｌ１－２Ｌ２）－ν（ｔ－２Ｌ２）＋ｈ１（ｔ－２Ｌ２）－ν（ｔ－２Ｌ２－２Ｌ１）＋

ν（ｔ－２Ｌ１）－ｈ２（ｔ－２Ｌ１）＝ν（ｔ－２Ｌ１）－ｈ２（ｔ－２Ｌ１）－ν（ｔ－２Ｌ２）＋ｈ１（ｔ－２Ｌ２）， （３）
那么，

ＴＤＩ＝ｙ１（ｔ－２Ｌ２）－ｙ２（ｔ－２Ｌ１）－［ｙ１（ｔ）－ｙ２（ｔ）］＝
ｈ１（ｔ－２Ｌ２）－ｈ２（ｔ－２Ｌ１）＋ｈ２（ｔ）－ｈ１（ｔ）． （４）

　　因此，延迟后构造新的ＴＤＩ数据类型，就可以
在保留位移波动信息的条件下，从原理上消除激

光频率抖动的噪声。需要指出的是，以上 ＴＤＩ数
据构型属于第一代数据构型之一。但在空间引力

波探测中，式中 Ｌ１、Ｌ２是时刻变化的（航天器间的
相对运动），此时第一代数据构型将不再适用。

如果要求卫星间距离的测量精度达到３０ｃｍ，那么

加入变化量的第二代ＴＤＩ数据构型则能够达到要
求。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要实现ＴＤＩ的数据构型，
首先需要对不同干涉臂的数据进行时间延迟。因

此，时间延迟（绝对距离）测量精度直接决定了

ＴＤＩ的精度。另外，本部分仅考虑了单颗卫星的
数据延迟。像ＬＩＳＡ、太极计划等采用多颗卫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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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时，就需要对不同卫星间的数据进行时间延

迟。多颗卫星数据的时间延迟和数据重组相对较

为复杂，不仅牵扯到ＴＤＩ技术，而且需要多颗卫星
的时钟同步、数据通信等。

３　绝对距离测量及通信

　　空间引力波任务中干涉仪需同时满足干涉测

距、星间绝对距离测量和数据通信、时钟噪声传递

（本文不做讨论）的需求。为节约载荷数量及尽

可能简化系统，需将上述多项功能集成在一个系

统内，拟在主干涉通路中，额外调制测距及通信信

息。方法和传统扩频通信的直接序列扩展（Ｄｉｒｅｃ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相似，其基本原理如
图２所示［１６］。

图２　星间绝对距离测量和激光通信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ｒ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２中，通过 ＥＯＭ（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
调制主激光器，将伪随机码（Ｇｏｌｄ序列）和通信码
（二码异或运算）调制至激光相位中［１６，１９］。伪随

机信号调制频率可选为５０ＭＨｚ，码片率约为１５
Ｍｂｐｓ（５０ＭＨｚ／３２），此频率选择依据锁相环与延
迟环的硬件处理速度。２０４８个调制比特用来编
码一个通信比特（提高信噪比，降低误码率），因

此通信速率约为２４４ｋｂｐｓ。伪随机码信号重复
频率可选为几 ｋＨｚ至几百 ｋＨｚ，取决于待测距长
度。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据轨道预报、地面及深空

测控网的不确定度决定。含有测距及通信信息的

激光，经数百万公里，传输至另一航天器。此时激

光的信息如下：

ｃｏｓ［ω（ｔ＋Ｄｃ）＋Δω（ｔ＋
Ｄ
ｃ）＋

φ（ｔ＋Ｄｃ）＋Ｎｉ（ｔ＋
Ｄ
ｃ）］， （５）

其中，Δω（ｔ＋Ｄｃ）＋φ（ｔ＋
Ｄ
ｃ）为缓变量（包含多普

勒频移和相位变化信息），为主干涉信号需要提

取的值。Ｎｉ（ｔ＋
Ｄ
ｃ）为快变量，为伪随机码和通信

数据。

接收卫星通过干涉仪解调出此伪随机码。此

时接收卫星有两种选择，一是将此码通过锁相后，

重新发送回传输卫星，传输卫星将返回的伪随机

码时间序列与本地存储的伪随机码时间序列进行

比对，计算出伪随机码到达的延迟时间；二是接收

卫星事先存储了此伪随机码，在解调伪随机码时

间序列的同时跟事先存储的伪随机码时间序列进

行相关函数计算，从而读出时间延迟。ＬＩＳＡ、太极
计划目前均采用第二种方案，如图２所示。第二
种方案对星间时钟对钟要求较高，若星间对钟偏

差为δｔ，那么乘以光速 ｃ，由此带来的测距误差为
ｃ·δｔ。而第一种方案可能会由锁相环处引入额
外噪声，从而影响相关函数的计算精度。

含有伪随机码与通信码的激光从远端航天器

传输至从激光器，并且与从激光器锁定后，得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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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信号信息如式（６）：

ｃｏｓ［ωｃ（ｔ＋δｔ）＋Ｎｉ（ｔ＋δｔ＋
Ｄ
ｃ）］， （６）

其中，ωｃ（ｔ＋δｔ）为包含星间时钟偏差的差频锁
相，锁定后变化较小，ωｃ可根据任务中多普勒频

移的大小决定，一般选为１５ＭＨｚ左右；Ｎｉ（ｔ＋δｔ

＋Ｄｃ）为包含时钟偏差的伪随机码和通信码。测

距及通信信息的提取需要锁相环加延迟环组成的

解调模块，如图３所示［１６］。

图３　锁相环及延迟锁相环框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ｈａｓｅｌｏｃｋｌｏｏｐ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ｌｏｃｋｌｏｏｐ

　　作为空间引力波任务中相位计系统功能单元
之一［１５，２０］，锁相环与延迟环利用嵌入式工具 ＦＰ
ＧＡ（Ｆｉｅｌ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ＧａｔｅＡｒｒａｙ）实现。探测器
获得的干涉信号中的相位信号分为两部分 ωｃ（ｔ

＋δｔ）和Ｎｉ（ｔ＋δｔ＋
Ｄ
ｃ）。其中第一部分是不变或

者缓变的；第二部分是调制的伪随机信号，是快变

的。不同调制深度对主干涉信号的影响不

同［１５１６，１９］。调制深度过浅，会影响解调的准确度，

从而降低测距精度和增大误码率。调制深度过深

有可能会引入不必要的非线性噪声。伪随机码调

制深度（实际中为０、１的相位差）可取为０．１ｒａｄ，
目前这个调制深度在许多文献当中已经得到证

实，能够满足实际任务需求。此时可近似为：

ｓｉｎ［Ｎｉ（ｔ＋δｔ＋
Ｄ
ｃ）］≈Ｎｉ（ｔ＋δｔ＋

Ｄ
ｃ）．

（７）
　　通过调整锁相环参数，使锁相环的反馈工作
在低频，通过反馈使得本地数控振荡器相位跟踪

缓变部分ωｃ（ｔ＋δｔ）。锁相环锁定后，经鉴相器保
持为零，而高频变化的伪随机信号则可看成无损

通过。输出信号的Ｑ分量（输入信号与 Ｓｉｎ混频

后的信号）就包含信号 ｓｉｎ［Ｎｉ（ｔ＋δｔ＋
Ｄ
ｃ）］。根

据上述讨论，此信号可近似为Ｎｉ（ｔ＋δｔ＋
Ｄ
ｃ）。

经过上述过程，锁相环将测距及通信信息读

出，后通过延迟环将延迟时间 Ｄ读出。延迟环的
延迟计算器本质上负责计算本地伪随机信号与Ｑ
分量的互相关函数。ＥＯＭ调制的伪随机码与本
地伪随机码为同一组伪随机信号，并由同一个时

钟同时触发。这就避免了由不同时钟触发时引入

的时钟对钟问题。延迟环工作模式分成两个部

分，一是捕获，二是跟踪。在捕获阶段，延迟环快

速大幅度调节本地伪随机噪声的延迟，寻找相关

函数值最大时的延迟时间。设本地伪随机噪声信

号为Ｎ（ｔ），捕获的延迟时间为 Ｔ。在捕获后，本
地伪随机噪声生成器将生成三路伪随机噪声，其

中一路为Ｎ（ｔ＋Ｔ），另两路信号分别稍稍超前和
延后于Ｎ（ｔ＋Ｔ）。设时间差为 Δｔ，则这两个信号
可表示为Ｎ（ｔ＋Ｔ＋ΔＴ）和 Ｎ（ｔ＋Ｔ－ΔＴ）。第一
路提供延迟输出 Ｔ，另两路提供延迟跟踪时的控
制信号，用来实时调整延迟时间。捕获完成后，通

过解调即可分别得到通信的数据和延迟测距时间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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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空间引力波任务中，在不

影响测距精度的条件下，整个系统仅增加ＥＯＭ和
相应调制和解调功能模块（相位计系统组成单元

之一）即可完成绝对距离测量和通信功能。

４　结论与展望

　　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如 ＬＩＳＡ、太极等，为消
除激光频率不稳定噪声，需引入 ＴＤＩ技术。而使
用ＴＤＩ技术时，需要将航天器间的绝对距离测量
精度提高到１ｍ以内。星间测距及通信方案拟采
用直接序列扩展的方法。通信码与高速率的伪随

机码（扩频码）波形相乘（异或）形成复合码，形成

的复合码对激光载波进行相位调制，发送至远端

航天器。在远端航天器产生一个和发送端的伪随

机码同步的本地参考伪随机码，对接收信号进行

相关处理，即可计算出相对于本地伪随机码的时

间延迟，从而利用光速乘以延迟时间来计算星间

距。可进一步解调出通信信息。

本文所阐述星间绝对距离测量和通信方案不

仅适用于ＬＩＳＡ、太极等空间引力波任务，而且适

用于未来的深空探测任务。随着我国空间技术的

发展，特别是嫦娥计划以及载人航天的巨大成功，

深空探测如火星探测已提上日程。２０１６年４月，
国家航天局宣布，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已正式立项，

争取在２０２０年发射探测和着陆巡视的火星探测
器，一步实现绕火及着陆。火星探测项目是继载

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之后，又一个重大空间探索

项目，也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地外行星空间环境探

测活动。目前火星探测器的测控、通信和对钟等

均采用地基深空探测网络来实施。由于现阶段探

测器数量不多且对测控精度要求不高，地基深空

探测网络尚能满足需求。设想数十年后，我国

（或全球）的火星探测器及其他深空卫星的数量

或许将像现在的地球卫星的数量一样多，并且卫

星测控的要求将可能达到北斗或 ＧＰＳ的精度要
求。建立通信中继星（地球轨道一颗、火星轨道

一颗）———相当于深空北斗或 ＧＰＳ系统———利用
激光为媒介，将火星探测器及其他深空卫星的数

据进行回传，同时接收和分发地球发出的测控指

令，将成为未来火星计划或其他深空卫星任务在

轨服务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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