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通知 

各相关单位、各位专家学者： 

空间探索任务的飞行轨道时间尺度大、工程约束多、可探测目标多、可选方案组合广泛，

存在众多可行解，寻找全局最优飞行方案是空间轨道设计的核心问题。 

第 7 届（2015 年）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中科院太空应用重点实验室共同组织举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

国科学院太空应用重点实验室为本届竞赛的命题单位，不参加本届竞赛，来自其它各单位的团

体与个人均可报名参赛。 

本届竞赛活动的日程安排如下： 

2015 年 7 月 15 日各参赛队伍开始报名 

2015 年 8 月 15 日公布竞赛题目，题目中的空间探索背景不同于往届 

2015 年 10 月 15 日各参赛队提交设计结果 

2015 年 11 月 15 日公布各参赛队设计结果与竞赛排名 

2015 年 12 月或 2016 年 1 月竞赛颁奖大会暨专题研讨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待定） 

本届竞赛将设置两个题目：甲组与乙组，甲组题目难度高于乙组。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太空应用重点实验室为本次竞赛设立如下奖金： 

甲组题目： 

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 

乙组题目： 

第一名 5000 元；第二名 3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 

其他提交正确结果的参赛团队将获得优胜奖，颁发优胜奖证书。 

按照惯例，获得本次竞赛甲组冠军团队将获得 2016 年第 8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的组织

举办权。若无团队提交甲组题目正确结果，乙组冠军团队获得组织举办权。 

参赛队伍报名时请注明：单位、联系人、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电话）、参赛队员，将报名

信息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 

高扬：gaoyang@csu.ac.cn， 15810131931 

朱小龙：zhuxiaolong@csu.ac.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邓庄南路 9 号中科院北京新技术基地，100094 

 

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依托于中国力学学会，于 2009 年揭幕，第 1 届由清华大学发起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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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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先后有中国科学院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与光电研究院、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

大学、航天飞行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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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年一届的频率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6

届，其举办年份、题目背景以及竞赛组织与结果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 1 届（2009 年）：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由清华大学组织举办，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获得冠军； 

第 2 届（2010 年）：火星与多目标小行星探测；由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与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组织举办，清华大学获得冠军； 

第 3 届（2011 年）：多目标多任务行星与小天体（包含钱学森星）探测；由清华大学、航

天飞行动力学重点实验室联合组织举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得冠军； 

第 4 届（2012 年）：多目标多任务小天体探测；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命

题方）、航天飞行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大学联合组织举办，国防科技大学获得冠军； 

第 5 届（2013 年）：载人近地小行星探测；由国防科技大学（命题方）与航天飞行动力学

重点实验室联合组织举办，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西

安卫星测控中心并列获得冠军； 

第 6 届（2014 年）：甲组题目：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多天体引力场）；乙组题目：快速飞

离太阳系；由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举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获得甲组冠军并获得下一届组织举办权，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与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联队并列获得乙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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