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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航天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论坛

暨第七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研讨会致辞

周哲玮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各位学者：早上好！

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中国力学学会出席第二届

全国航天动力学与控制青年学者论坛暨第七届全国

空间轨道设计竞赛研讨会. 首先，欢迎来自全国各

地的青年学者、学生，感谢你们的积极参与，看得出

你们在航天动力学与控制、空间轨道设计研究方面

一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感谢本次会议的承

办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中国科学院太

空应用重点实验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教授学

术联谊会.

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于 2015 年 8 月

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组织举办，

共有 40 支团队报名参赛. 举办方发布了甲、乙两组

题目，分别以不规则形状小行星表面巡游探索与近

地轨道卫星编队重构作为任务背景，要求设计者在

60 天内提交结果. 我在此祝贺所有提交正确结果以

及获得好成绩的参赛团队，你们的设计作品既新颖

又独特，让我们对小行星探索以及卫星编队飞行任

务获得了新的认识.

依托中国力学学会，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于

2009 年揭幕，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7 届. 第 1 届由

清华大学组织举办，此后每一届竞赛的冠军团队负

责组织举办下一届竞赛，这种机制保证了该项赛事

一直由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优秀学者轮流主持. 迄

今为止，先后有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与光电研究院、清华大学、航天飞行动

力学重点实验室等为历届竞赛的组织举办做出了贡

献.

空间轨道设计是航天动力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

容，要求我们设计出燃料、时间或其他指标达到全

局最优化的航天器飞行轨道，既需要分析设计的大

局观，也需要精准的编程计算.在传统的航天动力学

基础上，空间轨道设计已经融入了数学、控制、计算

机、优化、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内容. 相信参赛团

队在问题求解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挑战与乐趣.

据我了解，由欧洲、美国学者 2005 年发起并主

导的国际范围的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也在同时举行，

所提出的问题主要以欧美航天机构未来所筹划的空

间探索任务为背景. 欧美的深空探测已有几十年的

经验积累，我国难以重复他们的老路，必须谋求跨越

式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的 7年里，全国空间轨道

设计竞赛由跟踪模仿逐步转向自主创新，结合我国

空间技术实际发展，提出了我们自己理解的问题，

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参与其

中. 组织者除了提出问题，还向参赛团队提供参考

资料，普及相关专业知识. 可以说，全国空间轨道设

计竞赛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

4 届国际竞赛中均有中国团队进入前 5 名，清华大

学、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 2015年第八届国际竞赛中

分别获得了第 2 名、第 4 名.

希望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今后越办越好，中

国力学学会也将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今天，我的

致辞就到这里. 最后，祝青年学者事业丰收、祝青年

学子学业有成！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