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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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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设计结果

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负责命题与组织的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

计竞赛已圆满结束. 本届竞赛共有 40 支团队报名参加，8 月 15 日，命题方公布了甲、乙两组题目，甲组题

目更具挑战性，乙组题目则面向更多初次参赛的团队，要求参赛团队于 10 月 15 日之前提交设计结果.

经过 2 个月的努力，经过命题方的检验，确定了甲组 6 项正确设计结果，乙组 13 项正确设计结果，并

最终评选出甲、乙两组各奖项，其中甲、乙两组获得一等奖的团队所属单位分别为：

甲组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乙组一等奖：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中国力学学会的倡导下，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于 2009 年揭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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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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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惯例，甲组题目冠军团队 (排序第一) 以独立或联合的方式负责

组织举办下一届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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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届全国空间轨道设计竞赛题目

甲组题目：

背景设定为不规则形状小行星 (Eros 433) 表面巡游探测以及小行星重力场精密探测任务 (如下图). 该

任务由 1 颗探测器和 3 颗完全相同的机器人在 30 天内协同完成. 期望通过合理设计探测器和 3 颗机器人

的飞行轨道，从而使得机器人所能探测的小行星表面区域最大化，并设法让探测器与 3 颗机器人的总燃料

消耗质量最小化.

乙组题目：

背景设定为近地轨道卫星编队的构型重构任务. 假定一颗主星携带 5 颗完全相同的从星运行在高度

400km 的近地圆轨道上，利用这 5 颗从星需要依次构建的目标构型有 (4 种)：同轨道跟飞/领飞构型、平面

椭圆构型、当地水平面投影圆构型和三维空间圆构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