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余年如一日，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航天事
业的满腔热忱。今年 63岁的赵正旭，和团队研发的
可视化航天项目实施系统平台及技术规范，经受住了
实践的严峻考验，为我国载人航天、深空探测、探月工
程以及空间站建设提供了精确实时的三维可视化技
术支持，弥补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可视化技术短板。

带着16年研究成果回国

“我只是想为国家、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点事。”
当谈及自己的职业初心时，赵正旭这句简简单单的
话是对家国情怀最好的概括。1960年，赵正旭出生于
青岛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受到父亲影响，他喜欢看书
学习，擅长逻辑思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77年恢
复高考后，赵正旭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工学院（现为山
东大学）。1985年，赵正旭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纺
织工学院（现为青岛大学）任教，在导师的建议下，努
力学习和掌握计算机建模和系统优化方面的基础知
识，进一步提升专业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1988 年，赵正旭
作为访问学者之一到英国进修学习，“当时对计算
机科学一无所知，而且语言也不通。”他坦言，“但
是既然国家需要，那我们就要去把它钻研透、掌握
好。”由于国外的教育理念较之国内有所区别，加
之学习的是之前从没有接触的新专业，学习压力可
想而知，但是赵正旭一想到国家对留学人员的期
盼，便又充满了信心。

后来，兼具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背景的
他，在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与系统开发等领域取得
了傲人的科研成绩，很多人来高价购买他的研究成
果，可都被他婉言谢绝。“我研发这些系统的初衷不
是为了钱，我只是想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点工作。”
2008 年，赵正旭毅然放弃英国的优厚待遇，带着自
己研究16年的成果回到祖国，投入航天测控可视化
技术攻关中。当时国内航天测控可视化技术刚起
步，特别是实时三维可视化技术和人才非常薄弱。
赵正旭亲自上阵编码，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终于得
到回报。仅用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航天测控系统平
台建立和调试，成功为嫦娥二号飞天绕月之旅护
航。这一成果，摆脱了长久以来对国外开发平台的
依赖，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为航天事业装上“千里眼”

赵正旭从1992年开始从事深空探测实时三维可
视化系统及地外遥操作操控作业平台的研制，一干
就是 30多年。“科研之路永无止境，每一次面对挑战
都如履薄冰。”赵正旭回忆曾经的科研岁月，感慨
道。嫦娥二号航天器由长征三号丙火箭直接送入近
地点200公里、远地点约38万公里的奔月轨道，一步
到位进入地月转移轨道，飞行时间大概只需112个小
时。嫦娥二号航天器的入轨精度要求极高，可谓“失
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数据的传输需要时间，工
程任务中各种必然的时延效应对嫦娥二号三维可视
化系统的实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了极为苛刻
的技术要求，如何争分夺秒？借助可视化系统平台
对航天器进行有效控制，成为赵正旭的科研目标。
他带领团队反复尝试，把航天器的真实动作用三维
效果表现出来，迈出了可视化航天的重要一步。

在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的任务中，从
机械臂张开到对接部件启动，航天器涉及部件比以
往多出不少，并且多部件同时实时动作……这些都
对可视化系统的实时数据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赵正旭不断增强新系统实时接收并同步处理数
据的能力，实时准确展现两个航天器对接时的细节，
可视化系统与指挥控制系统进一步融合。当天宫一
号处于“临战”状态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提出
新的功能需求，需要修改系统。“这可不是简单地重
写一部分代码，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修改都没有足
够时间去测试和联调，风险极大。”在旁人看来，功成
名就的赵正旭不该接受这个挑战，而他却整整一宿
没合眼，完成了系统的改造，不但满足了技术人员的
新需求，还保证了系统整体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赵正旭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一号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
号、天舟一号交会对接、神舟十二号和中国空间站建
设等实战任务，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任务，深空探测天问一号等 40多次国家航天工程的
实时三维可视化控制与指挥任务。同时，团队研发
的深空探测实时三维可视化系统及地外遥操作操控
作业平台，打破了国外对于我国的技术封锁，填补了
国内该领域的科研空白。

中国航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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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深空“近在眼前”
青岛理工大学教授赵正旭带领团队打造实时可视化系统

昨天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也是青岛理工大学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赵正旭从事航天科技领域
研究的第32年。以他为核心，学校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复杂网络与可视化研究
团队与国家航天局共建了空间碎片监测与低轨卫星组网联合实验室，打造的航天
测控实时可视化系统平台及技术规范已经让宇宙深空“近在眼前”。另一边，只有
7岁的宁安路小学一年级学生李泽熠，也是一名在航天领域研究4年的“小航天
人”，他已经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剖”火箭，模拟火箭发射原理。昨天，记者走近他
们，听这一老一少讲述“追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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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熠：用乐高模拟火箭发射
追梦星辰大海，每个人都可以是那个奔跑在路

上的“追星”者。宁安路一年级六班的李泽熠也是
一名“航天迷”，对火箭发射、宇宙飞船、太空中的奥
秘等十分感兴趣。“家里到处都堆着各类宇宙太空
科普类图书、绘本、乐高、模型等，没事他就扎进这
些航天模型里，自己边翻书边研究，一发现了什么
新奇的原理，就兴奋地跑来与我们分享。”李泽熠的
妈妈李女士表示，李泽熠三岁开始就忠于用乐高创
作各种机器人、飞船、飞机、坦克、车等形象，特别擅
长对事物外形特征用乐高等玩具进行再现。

从小爱问“为什么”

“李泽熠从小好奇心大，爱问为什么，有时候问的
问题能把大人难倒。”李女士说，李泽熠对航天知识的
学习基本都是通过看视频，尤其对火箭发射，也是通
过一遍遍看视频掌握了大体原理。“他有基本的概念，
但是还不够严谨，目前能够用乐高模拟其中几个重要
发射环节。”李女士表示，随着李泽熠年龄的增长，父
母将更注重他的自主学习，会带他一起查资料，看视
频、看书，他会在一次次的观察和改进中，不断完善李
泽熠对火箭发射原理的整体掌握。

化身航天“小专家”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李泽熠接触到
航天领域的知识也越来越多，包括近年来中国空间
站的建立、太空大讲堂的科普讲座让李泽熠常常听
得入神。“对航天知识的热爱，让他像一块‘海绵’，
吸收的知识越来越多。然后他会通过自己的方式，
把知识进行梳理和复盘，再像‘小专家’一样讲给我
们听。”李女士表示，李泽熠在学校时常与同学分享
自己学到的航天知识，就像一名“航天讲解员”。有
时候还会通过视频录制的方式，通过乐高分解火箭
发射原理。目前视频已经积累了多期，每一期都有
不同的原理讲解主题。

除了有家人的陪伴，李泽熠对航天知识的热爱
也得益于学校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氛围。宁安路小
学作为一所以天文教育为特色的学校，学校以星文
化为核心，星光课程为载体，创建了瞻星怡德的德育
品牌，拥有仰望星空的梦想，陆续开展了地球一小时
活动、绘制环保袋、植树节等活动，让孩子在自主、多
元、个性、发展的理念中绽放自己的能量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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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旭：弥补可视化技术短板

赵正旭（中）和团队成员。

李泽熠用乐高
模拟航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