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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1-1 参赛单位列表 

                          轨道竞赛参赛单位列表 
序号 院校 科研院所 
1   清华大学 北京航天控制中心 
2   国防科技大学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发中心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 
5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技术部 
6   北京理工大学 上海航天八院 
7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9   浙江大学 东方红卫星公司 
10   大连理工大学 上海空间推进研究所 
11   武汉大学 北京航天二院 
12   四川大学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13   北京大学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卫星事业部 

14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5   上海交通大学 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6   湖北大学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17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18   北京吉利大学 上海航天控制工程研究所 
19   山东理工大学 航天飞行动力学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   中国矿业大学  
21   兰州大学  
22   江苏科技大学  
23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24   扬州大学  
25   华中科技大学  
26    火箭军工程大学 
27    合肥电子工程学院 
28    空军航空大学 
29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3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1    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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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1-2 周培源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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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1-3 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设计大赛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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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1-4 媒体典型报道 

 

   
第二届全国空间轨道竞赛人民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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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空间轨道竞赛新华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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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空间轨道竞赛中国力学学会专题报道 

 

国防部网站对第八届国际空间轨道设计大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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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2-1 轨道竞赛相关教改论文 

序

号 作者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

间 期卷号 

1   朱阅訸，罗亚中，贺波勇 第六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冠军 
团队解法 

力学与实践 2015 37(4): 557-562 

2   路毅, 车征 ,李恒年等 第六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题目甲)总结 力学与实践 2015 37(4):282-286 

3   李军锋,车征,李恒年等 第六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题目甲)总结 力学与实践 2015 37(4): 276-281 

4   罗亚中，沈红新，李海阳 第五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总结 力学与实践 2014 36(3):379-382 

5   沈红新，罗亚中，李海阳 第四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冠军 
团队解法 

力学与实践 2013 35(1):99-101 

6   陈杨,唐歌实,李黎,宝音贺西,李
俊峰 第三届全国深空轨道设计竞赛总结 力学与实践 2012 34(2):97-101 

7   何胜茂、谭高威、高扬 第三届深空轨道设计竞赛冠军团队方法与结

果 
力学与实践 2012 34(3): 95-101 

8   李俊峰,蒋方华 连续小推力航天器的深空探测轨道优化方法

综述 力学与实践 2011 33(3):1-6 

9   蒋方华,陈杨,刘跃聪, 宝音贺

西,李俊峰 
2010 年国际深空探测轨道优化竞赛的清华大

学解法 力学与实践 2011 33(3):103-105 

10   李俊峰 2010 年国际深空探测轨道优化竞赛题目与竞

赛结果 力学与实践 2011 33(2):124 

11   高扬,祝开建,李恒年,车征 第二届全国深空轨道设计竞赛总结 力学与实践 2011 33(2): 1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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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宗富,连一君,蒋小勇等 2010 年国际深空探测轨道优化竞赛的国防科

技大学解法 力学与实践 2011 33(3):106-109 

 
  

 

13   李俊峰,祝开建 2005～2009 年国际深空轨迹优化竞赛综述 力学与实践 2010 32(4):130-137 

14   高云峰,宝音贺西,李俊峰 封面说明:首届全国深空探测竞赛 力学与实践 2009 31(4):53 

15   
高云峰,李俊峰,宝音贺西,王天

舒. 
从国际深空探测大赛看理论力学教学及 

力学竞赛 
力学与实践 2007 29(2):93-94 

16   罗亚中，李海阳，沈红新 轨道设计竞赛与航天专业研究生培养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3 36(4):34-37 

17   孟云鹤, 罗宗富, 连一君等 深空轨道优化竞赛与我校研究生培养,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1 34(2): 52-55 

18   李海阳，罗亚中，彭祺擘，沈

红新 
轨道设计竞赛在航天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的实

践探讨 
研究生教育论坛

（2010） 
2011 142-149 

19   李俊峰,祝开建 2005 年～2007 年国际深空轨迹优化竞赛 
综述 

动力学与控制及航天

应用 200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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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2-2 出版国家级规划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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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2-3  竞赛指导老师国防科技大学黄海兵获得全国“徐芝纶”力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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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2-4 围绕轨道竞赛选题获奖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列表 

序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1   张进 唐国金 空间交会任务解析摄动分析与混合整数多目标规划方法 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 2016 

2   李九人 唐国金 空间交会的仅测角相对导航与自主控制方法研究 湖南省优秀博士论文 2014 

3   李京阳 宝音贺西 载人登月多段自由返回轨道及受摄交会问题研究 清华大学校优博士论文 2015 

4   于洋 宝音贺西 小天体引力场中的轨道动力学研究 清华大学校优博士论文 2014 

5   刘晓东 马兴瑞 非中心引力场中的轨道动力学研究 清华大学校优博士论文 2013 

6   蒋方华 李俊峰 航天器编队飞行相对运动研究 清华大学校优博士论文 2009 

7   杨震 罗亚中 自主交会调相任务优化策略与相对轨迹预报算法 全军优秀硕士论文 2015 

8   贺波勇 李海阳 载人登月转移轨道偏差传播分析与中途修正方法研究 全军优秀硕士论文 2015 

9   黄煦 闫野 洛伦兹航天器动力学分析与控制 全军优秀硕士论文 2015 

10   王奕迪 郑  伟 深空探测中的 X 射线脉冲星导航方法研究 全军优秀硕士论文 2013 

11   罗宗富 汤国建 双月旁转向轨道的力学原理与设计方法研究 全军优秀硕士论文 2011 

12   张力军 张士峰 基于多视场星敏感器的航天器姿态确定方法研究 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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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导师 论文名称 获奖等级 获奖时间 

13   黎克波 陈  磊 拦截机动目标的微分几何制导律 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 2013 

14   沈红新 李海阳 载人登月定点返回轨道问题研究 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 2012 

15   姜宇 宝音贺西 强不规则引力场中的拓扑动力系统研究 清华大学校优硕士论文 2014 

16   张鹏 李俊峰 双三体系统 halo 轨道间的小推力转移设计 清华大学校优硕士论文 2013 

17   马庆甜 李俊峰 连续小推力卫星的几种典型非开普勒轨道设计 清华大学校优硕士论文 2011 

18   朱阅訸 罗亚中 空间站运营在轨事件与货运补给规划方法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校优硕士论文 2015 

注：同一论文重复获奖上表中只列出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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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3-1 青年教师拔尖人才培养（轨道领域首个杰青、优青，ESI

工程学高引论文） 

（1）宝音贺西入选 2015 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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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亚中入选 2012 度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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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宝音贺西和罗亚中进入 Elsevier 高被引榜单（航天工程方向，全国共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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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方华发表在本领域权威期刊 JGCD 的轨道优化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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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3-2 清华大学、国防科大围绕竞赛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 课题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 项目周期 

1.  不规则引力场中的轨道理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宝音贺西 2016.1-2020.12 
2.  轨道动力学与控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罗亚中 2013.01-2015.12 

 
3.  深空探测中若干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李俊峰 2009.1-2013.12 
4.  深空探测中的若干关键非线性不确定性动力学

与控制问题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

题) 
蒋方华 2015.1-2019.12 

5.  不规则弱引力场中探测器运动行为分析与着陆

控制 
973 课题 李俊峰 2012.1-2016.12 

6.  基于误判率的非线性相对运动轨迹安全问题研究 973 课题 唐国金 2013.1-2017.12 
7.  多目标小行星探测轨道整体化设计理论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蒋方华 2014.1-2016.12 
8.  碎石堆小行星的不规则散体建模与 N 体动力学

仿真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李俊峰 2016.1-2019.12 

9.  空间反交会威胁预警与博弈路径规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罗亚中 2016.01-2019.12 
 

10.  增强稳定性的平动点轨道最优交会规划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张进 2015.01-2017.12 
 

11.  高安全性环月轨道遥操作交会人机联合共享控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唐国金 2015.01-2018.12 
 

12.  考虑空间碎片防护的航天器总体布局设计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梁彦刚 2015.01-2017.12 
 

13.  小行星不规则引力场中的轨道动力学与控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宝音贺西 2014.1-2017.12 
14.  基于微分变换的火星进入轨迹规划与精确制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李海阳 2014.01-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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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太阳帆精确动力学建模与参数识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龚胜平 2013.1-2016.12 
16.  空间站零燃料大角度姿态机动机理与路径规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唐国金 2013.01-2016.12 

 
17.  火星轨道器动力学与稳定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宝音贺西 2011.1-2014.12 
18.  太阳帆轨道姿态动力学与控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龚胜平 2010.1-2012.12 
19.  安全性最优交会轨迹特性分析与设计优化方法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罗亚中 2010.1-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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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4-1 第二届竞赛成果服务于“深空探测”国家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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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4-2 第六届竞赛成果服务于‘神梭’太阳系外探测新概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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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4-3 轨道竞赛研制的工具软件应用于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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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4-4  竞赛组织者李海阳获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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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近年来清华大学为航天部门定向培养的研究生列表 

 

序

号 
学生 导师 毕业时间 航天部门 

姓名 类型 
1.  王秀红 博士 李俊峰 2016.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2.  姜宇 博士 宝 音 贺

西 
2016.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3.  吴志刚 博士 李俊峰 2016.1 解放军总参谋部 
4.  沐俊山 博士 李俊峰 2015.7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5.  陈杨 博士 李俊峰 2013.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6.  贺晶 博士 李俊峰 2014.7 中航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

所 
7.  马雪 博士 李俊峰 2014.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02 所 
8.  祁峰 博士 李俊峰 2013.7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9.  祝开建 博士 李俊峰 2009.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10.  李萌 硕士 龚胜平 2016.1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11.  王帆 硕士 蒋方华 2015.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12.  张志国 硕士 李俊峰 2014.7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13.  李昭 硕士 李俊峰 2014.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14.  杨洋 硕士 宝 音 贺

西 
2014.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15.  姜宇 硕士 宝 音 贺

西 
2014.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16.  崔文 硕士 宝 音 贺

西 
2014.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17.  胡晓赛 硕士 龚胜平 2014.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 
18.  张鹏 硕士 李俊峰 2013.7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19.  王云财 硕士 龚胜平 2013.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 
20.  李军锋 硕士 李俊峰 2012.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21.  黄岸毅 硕士 高云峰 2012.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22.  赵国强 硕士 李俊峰 2011.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23.  马庆甜 硕士 李俊峰 2011.7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24.  王大奎 硕士 高云峰 2011.7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25.  田爱平 硕士 李俊峰 2009.7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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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国防科大与某试验基地签订的“航天飞行动力学”方向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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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5-3  以轨道竞赛成果孵化出的国家级实验室基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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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国际竞赛的历届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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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6-2 清华大学、国防科大轨道方向近 3 年研究生出国留学列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留学类别 留学高校 起始 
时间 

1  于洋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马里兰大学 2012.08 

2  李京阳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德州农工大学 2013.10 

3  张韵 女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马里兰大学 2015.09 

4  王贤宇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亚历桑那大学 2015.08 

5  杨洪伟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 2015.09 

6  姜薇 女 清华大学博士生

短期访学半年 米兰理工大学 2015.09 

7  于洋 男 博士后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2014.09 
8  刘晓东 男 博士后研究 芬兰奥卢大学 2014.09 
9  唐高 男 攻读博士学位 美国杜克大学 2016.09 
10  海日 男 攻读博士学位 美国亚历桑那大学 2016.09 
11  张云超 男 攻读博士学位 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2.07 

12  傅娟 女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隆德大学 2012.09 

13  程见童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2 年 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2.10 

14  沈红新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都灵大学 2012.10 

15  罗宗富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米兰理工大学 2012.10 

16  曹璐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麦吉尔大学 2013.09 

17  黎克波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克兰菲尔德大学 2013.10 

18  魏静波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格拉斯哥大学 2013.10 

19  易腾 男 攻读博士学位 剑桥大学 2014.08 
20  张梦樱 女 攻读博士学位 曼彻斯特大学 2014.09 
21  徐秦 男 攻读博士学位 曼彻斯特大学 2014.09 

22  胡星志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剑桥大学 2014.10 

23  张翔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多伦多大学 2014.10 

24  高兴龙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南洋理工大学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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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25  王伟林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克兰菲尔德大学 2014.11 

26  朱炳杰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利物浦大学 2014.11 

27  王奕迪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曼彻斯特大学 2014.11 

28  李彤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布里斯托大学 2015.09 

29  李晟泽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杜伦大学 2015.09 

30  郭天豪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克兰菲尔德大学 2015.10 

31  尤岳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洛桑联邦理工-瑞士航天

中心 2015.02 

32  都柄晓 男 博士生联合培养

1 年 剑桥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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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 6-3 清华大学轨道方向 2015 年以来吸引海外留学生列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留学类别 来自国家/地区 
1 严丞翊 男 攻读博士学位 香港 
2 谭宇廷 男 攻读博士学位 美国 
3 Mohammadreza Saghamanesh 男 攻读博士学位 伊朗 
4 Arya Abrishami 男 攻读博士学位 伊朗 
5 杨为任 男 攻读硕士学位 台湾 
6 Hardy Flavien 男 攻读硕士学位 法国 
7 翁敬砚 男 攻读硕士学位 台湾 
8 Davide Guzzetti 男 博士后研究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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