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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届国际宇航大会会议介绍

胡文瑞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微重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

北京

概况

第 届国际宇航大会于 年 月 、 日在西班

牙瓦兰西亚召开
,

月 日还召开了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会和国际宇航学会各委员会会议 会议参加人数超过

人
,

开幕式大礼堂座无虚席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

开创更贴

近人民的空间事业 雌
, ,

大会

在瓦兰西亚的大展览馆召开
,

群众与代表交混 除大会会场

外
,

所有分会会场都是用木板临时安装的
,

会场条件简单

会议于每天 、 , 、 , 、

安排 场大会活动 场大会论坛为 各空间局

负责人谈近期和未来的计划
,

至 年的地球监测计划挑

战
,

空间探索的空间局战略
,

今后 年主要空间市场及促进

成功的合作
,

保证前沿的空间利用的正常挑战
,

火星生命和

空间探索对社会的含意 场展望性讲演为 旅行者号探索

太阳系的最后前沿
,

火星快车 —探索地球的最近邻
,

宇宙

起源和发生
,

宇航前沿促进国际合作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由这些重点安排可以看出
,

当代的空间活动重点正在由空间

站时代向空间站后时代转变 美国 及其机构整体低调

参予会议
,

会议上广泛散发一本
“

空间站 印
”

的

材料
,

美国空间局长在会上简短发言强调完成空间站计划
,

面向载人火星探测及前期的重返月球 美国工业界抱怨跟不

上政府的政策变化
,

本来预期国际空间站要到 年
,

政

府政策改变使过去 年空间产业发展艰难 与过去会议不

同
,

这次大会活动没有一次国际空间站的内容
,

空间产业市场

也没涉及空间站相关的内容 这次大会重点己转向
“

空间探

索
” ,

它主要指太阳系行星及其卫星的空间探索 从某种意义

上讲
,

中国还没有真正计划空间探索的项 目
,

因此还没有介

入当前的空间活动重点

属熔化行为等 目前还在研制国际空间站上的燃烧

专柜
,

并研究了液滴的火焰燃烧 同时
,

流体力学专柜也在

发展之中

欧洲空间局正在研究验证相对论等效原理的小卫星

计划
,

验证精度为 、 ,

这可看做是美国 计划之前

的重要一步 欧洲空间局全力准备 年 月预计送到国际

空间站上的哥伦布舱和暴露平台
,

各项工程和科学计划都在

积极准备中 为了进行微重力实验
,

欧洲空间局支持瑞典发展

了 微重力火箭计划 与德国的

火箭都是 微重力时间
,

但是性能有改进 而

比 便宜得多
,

每发只有 万欧元左右 欧洲空间

局每年都有微重力火箭实验计划
,

每次可安装 个载荷

俄国发射返回式卫星 以及在其上完成一

批微重力实验 欧洲空间局利用俄国返回式卫星进行了许多

实验
,

这已成为
一

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的微重力研究以及利用返回式卫星进行的空间

实验受到各国同行的重视 这次会上介绍了 年返回式

卫星搭载的沸腾传热实验
,

以及下次实验可能做的蒸发界面

热毛细对流实验 中国的微重力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

巴西正准备发展返 回式卫星
,

进行空间微重力实

验

美国 目前的微重力计划基本停止
,

但随着

燃烧柜和流体物理柜的运行
,

应该会安排一批实验 目前欧

洲空间局和 日本空间局的微重力计划仍在执行中
,

随着国际

空间站的欧洲舱和 日本舱的投入运行
,

预计一批重要微重力

研究将于 年及以后完成空间实验
,

并取得一批成果

徽 , 力科学分会

年原计划召开 个专题讨论会 因为文章不够
,

第 个专题讨论会取消 专题会有

重力和基础物理

重力和基础物理

亚轨道和在轨平台的微重力实验

地基研究的科学研究

微重力实验的装置和运行

空间探索的生命和物理科学 联合专题会
·

由于近来的空间实验机会很少
,

非常重要的实验和研究

工作比较少

美国空间局利用国际空间站的手套箱进行了一批材

料科学实验
,

会议中介绍了相变过程中气泡的运动规律
,

金

随想

美国政府政策转变方向后
,

不但对美国的空间活

动
,

而且对全球空间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期
,

美国空间

活动缺乏新的成就
,

这次没有展览
,

从上到下皆非常

低调

国际空间活动受美国空间政策的影响很大 当前各

国并未一轰而上地以火星探测作为主要目标 只有欧洲空间

局有一个火星探测计划
,

那是美国改变政策以前就有的 但

是各国对今后的空间探索仍处于关注阶段

中国空间活动的成就受到各国的关注和很高的评

价
,

特别是载人航天活动极大地增进了我国的空间实力 近

年来
,

我国加强了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科学的空间实验安

排
,

受到国际微重力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会议期间
,

欧洲空间局载人航天和微重力办公室的

与我约谈中欧双边微重力合作事宜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夏天
一

在北京开会后
,

欧洲各国科学家对参与中

欧微重力合作表现主动
,

要求参与双边合作计划

拟在欧洲再广泛地征求科学家的意见
,

建议在 年

月 和 日在法国召开的
一

会议之前
,

先召

开一个微重力的会议 此事欧方将与中国航天局商洽

“

含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

专题会议介绍

王 在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振动工程研究所
,

南京

年 月 、 日
,

由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

主办的
“

含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

专题会议 压人

在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召开 该会议属于 在非线性动力学领域举办的

系列学术会议
,

前几届分别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

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
,

荷兰安德霍恩工业大学
,

美

国康乃尔大学
,

越南国立河内大学
,

意大利罗

马大学 即 举行 通常
,

会议在全世界范

围内邀请约 位活跃的学者投稿
,

录用约 篇论文作为学

术报告

本次会议是
,

关于动力学与控制方面的专题研

讨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任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

海岩教授和德国汉堡工业大学 教授担任会议主

席 来自中国
、

德国
、

意大利
、

英国
、

奥地利
、

俄罗斯
、

波

兰
、

匈牙利
、

美国
、

巴西
、

日本
、

印度和越南等 个国家的

名学者 其中中国大陆 名 出席了这次会议
,

并作学术

报告 这次会议芸集了本领域的一批国际著名学者
,

例如
,

原主席
、

德国教授
,

应用数学与力学

杂志 主编
、

德国教授
,

意大利力学学

会主席
,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

匈

牙利科学院院士
,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位秋等

本次会议所关心的不确定性既包括系统及其运行环境

中的随机因素
,

也包括系统建模过程中忽略的结构不确定性

和受测量条件限制的参数不确定性等 前一类系统是随机动

力系统
,

后一类系统则是具有参数不确定性的确定性动力系

统
、

或具有结构不确定性的确定性动力系统 本次论坛的主题

涉及含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系统的建模与辨识
、

动力学分析
、

控制与香棒控制等方面的问题 论坛 目的是为在随机系统动

力学与控制
、

具有不确定因素的确定性系统的动力学与控制

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场所
,

尤其是促进

研究这两类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的学者相互交流

从学术报告看
,

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如下

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在以往对两弹性体碰撞的研究中
,

通常

假定恢复系数是依赖于材料
、

碰撞点形状以及碰撞速度而完

全确定的常数 德国学者 等的研究发现
,

当弹性

球碰撞弹性梁时会多次出现回弹引起的再碰撞
,

使得恢复系

数值具有不确定性 在此发现基础上
,

他们提出了一种数值

建模方法
,

结果得到了实验验证 又如
,

美国学者 以

具有迟滞非线性的双线性单自由度系统为例
,

系统研究了非

参数化的实验建模中遇到的不确定性问题 他指出
,

模型中

的屈服极限等是不确定的
,

并讨论了拟合多项式系数的不确

定性和统计特征 美国学者 等对含聚醋泡沫的乘客座

位系统进行了非线性系统建模
、

参数辨识和计算机仿真等研

究
,

获得了对设计具有指导意义的结果

非线性系统建模中的不确定性

系统建模是实施动力学分析和控制的基础
,

建模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正 日益引起关注 以机械系统为例
,

零部件之间

的碰撞和摩擦是系统动力学建模的难点
,

而系统模型和参数

其有不确定性因紊的系统动力学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采用理论和数值计算相结合的方

法研究随机动力系统的特性
,

包括受随机扰动的确定性系统

的动力学特性 例如
,

德国学者 研究了用胞映射方

法分析随机系统的全局动力学 我国学者徐健学研究了不同

量级的随机噪声扰动在 丫 吸引域边界上引起的系统动力

学变化
,

包括强扰动引起的边界激变现象 德国学者 七

和我国学者刘先斌分别研究了随机分岔系统最大

指数的估计和计算方法 在具有工程背景的问题方面
,

德国

学者 等研究了高速列车受到突风等随机因素影响时

的动力学建模和响应数值计算 我国学者冷小磊研究了白噪

声激励下含裂纹转子系统的分岔和混沌行为

高维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分析

深入理解高维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内共振
、

分岔与混沌等

现象对提出新的设计方案
,

构造新的振动控制策略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可喜的是
,

一些学者采用理论分析
、

数值计算和实

验验证相互结合的方法研究具有明确工程背景的高维非线性

动力系统
,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例如
,

俄罗斯学者

研究了一类简单的爬行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问题
,

根据爬行

时的摩擦条件设计机器人内部件的摆动
,

实现爬行 他给出了

机器人最大平均速度的量级估计
,

并通过实验验证其结果

美国学者 等对 谐振器阵列进行了非

线性模态和能量局部化分析 奥地利学者 肠。 等研究了装

备有圆筒制动的车辆刹车尖叫声产生的声波传播问题
,

利用

中心流形约化方法进行了分析 意大利学者 等则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