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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专题研讨会致辞

各位专家学者 、 领导 ： 早上好 ！

我谨代表中 国力学学会向你们拨冗 出席第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专题研讨会表达诚挚的谢意 ！ 感

谢多年来参与竞赛的研究团 队 ， 你们 的不懈努力推动了我国空间轨道设计研究的发展 祝贺本届竞赛获得好

成绩的团 队 ， 你们 的设计作品脱颖而出 ， 令人尊敬 当然 ， 还要感谢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为本届竞赛的组织举

办所付出 的努力

早在 世纪 年代 ， 中 国力学学会第
一

届理事会理事长钱学森先生在他所著的 《星际航行概论 》

一

书

中就 已指 出星际航行技术与实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 其中空间飞行轨道研究不可或缺 钱老所说的星际航

行涵盖了遍及整个太阳系的无人或载人空间探索任务 半个世纪之后 ， 随着电推进、 卫星编队 、 多任务多 目

标探测等新技术 、 新概念的相继出现 ， 空间科学探索 以及空间 国防应用任务越来越复杂 ， 与飞行轨道设计的

关联越来越紧密

概括地说 ， 空间轨道设计主要研究如何规划个体或群体航天器的运动从而实现特定的空间任务 ， 并寻求

燃料 、 时间或其他设计指标的全局最优化 在传统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研究基础上 ， 为 了寻求全局最优解 ，

设计者不断引入数学 、 力学 、 控制 、 计算机 、 优化 、 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内容 ， 从而使空间轨道设计 问题

的求解既充满挑战又充满乐趣 ， 设计 内涵越来越丰富 ， 足 以让设计者们为之着迷

在中 国力学学会的倡导下 ， 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于 年揭幕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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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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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举办机制保证 了该项竞赛在科学公正的环境下开展 ， 至今 已经

成功举办了 届 ， 第 届竞赛也将在 年 由 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组织举办

本届竞赛所提出 的两个轨道设计问题以近地小行星探索与飞出太阳系作为任务背景 ， 设计结果初步表

明 ： 基于现有航天技术 ， 两吨重的航天器有望将几百吨小行星样品带回地球 以及航天器利用 年半的时间

即可飞到冥王星 以远空间 其 中 ， 高效的 电推进技术与行星引力的巧妙利用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这些设计结果

不仅为实施空间任务提供了依据 ， 而且为我们理解空间飞行带来了新知识 ， 这些新知识也将通过专题研讨

会得 以广泛传播

我国深空探测事业即将起步 ， 迫切需要跨越式发展 ， 太空国防能力也需要不断升级 ， 率先开展先进的空

间轨道设计研究刻不容缓 与美国等航天强国相 比 ， 研究工作虽然开展较晚 ， 但在 届竞赛的推动下 ， 己取

得了显著进步 ， 并逐渐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研究风格 ， 这在国际同行中也开始受到关注 希望这种势头能够继

续保持下去 ， 让我国空间轨道设计研究及早进入国际
一

流行列 中 国 力学学会对竞赛的支持也将
一

如既往

地延续下去

最后 ， 再次感谢所有参与者付出 的努力 ， 你们的努力 也印证 了 中 国的
一

句老话 ： 星星之火 、 可 以燎原

我的致辞就到这里 ， 谢谢大家的关注 ！

中 国 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郑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