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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善澄 　 自动控制专家 。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出生 ，浙江省嘉兴市人 。 １９４５ 年毕业于上
海大同大学电机工程系 。 １９５３ 年获美国康奈
尔大学博士学位 。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五研究院
研究员 、技术顾问 。 在试验通信卫星研制工作
中 ，任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 。 主持控制系统研
制和飞行试验全过程 。 在通信卫星飞行试验过
程中 ，为提高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轨道的高度
及解决第二颗试验通信卫星蓄电池过热故障控

制系统做出贡献 。试验通信卫星控制系统运行
４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超过设计寿
命 。 为通信卫星的研制做出了贡献 。 １９９４ 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于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１２日出生在浙江省嘉兴
县新塍镇 。 自幼在家乡上小学 、初中 ，没有什么
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事 。 只是在嘉兴中学上初中
二年级时 ，一位名叫尹道中的老师鼓励同学们
学无线电 。 我和同学宋莘耕两人 ，凭一本借来
的俞子夷编著的枟无线电入门枠 ，居然组装了能
收听到广播的矿石收音机 ，这对我以后爱好科
学技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 ，不久嘉兴沦陷 。 我
随家辗转到达上海 ，在这里经历了近 １０ 年的动
荡不安的生活 。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考入上海中学高
中理科 。开始时 ，因失学一年而跟不上课程进
度 ，姚志英老师劝我退入初中三年级学习 ，或是
按他指点的自学方法补习初三课程 。 我选择了

刻苦自学的道路 ，几个月后终于跟上高中教学
进度 ，也学会了自学的本领 。 为此我终身感激
这位老师 。 １９４１ 年高中毕业 ，考入交通大学电
机工程系 。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进占
租界 ；又时隔不久 ，汪伪政权接管交大 ，我于
１９４２ 年夏离开交大 ，改入私立大同大学电机工
程系 ，１９４５ 年夏毕业 。 １９４６ 年夏又回到交大电
机工程系任助教 ，直至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去美国康奈
尔大学研究生学院学习 。 在我上大学的 ４ 年时
间里 ，上海正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 ，环境险恶 ，
生活艰苦 ，在这种情况下能完成大学学业 ，实属
不易 。 亲聆名师教诲 ，受益匪浅 。

当初考入大学时 ，我根据兴趣选择了电机
工程系 ，但在分专业时则又考虑到毕业后工作
出路 ，选了电力专业 。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研
究生时 ，仍选电力系统为主专业 ，以自动控制和
应用数学为副专业 。 １９４９ 年夏天 ，我在美国尼
亚加拉莫霍克电力公司的电网继电保护部做暑

期工 ，接触了有关电力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 从
此对电力系统和复杂大系统的动力学分析以及

它们的控制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日后终于成
为我的终身专业 。

１９５６年 ７ 月回到祖国 ，经高教部留学生招
待所介绍 ，我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
该所于 １９６８ 年体制调整后 ，我所在的这部分改
组为五 ○ 二研究所 ，从事空间控制技术的研究
开发 。

从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我正式到自动化研究所报
到 ，到 １９６８年自动化研究所改组为五 ○ 二所 ，
历时 １２ 年 。 在这个时期 ，我的科研工作基本上
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以前的两年时间里 ，由于工作需要 ，曾
先后参加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和长江三峡水利

枢纽自动化研究两个课题 。 在当时的困难环境
里 ，我们用国产元器件制成了数种型号的电子
模拟计算机 ，为处于草创阶段的研究所提供了
急需的研究开发控制系统的科研手段 。 长江三
峡水利枢纽的研究论证当时可能还未成熟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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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建设丹江口和新安江两个水电站作为三峡

水利枢纽的试点 ，则是很正确的 。 自动化研究
所承担了新安江水电站的自动检测报警系统的

研制任务 ，这一任务先是由我主持 ，后来由其他
同志完成 。 第二阶段始于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我接
受了新的任务 ，就是探索人造地球卫星的控制
问题 。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当苏联成功地发射人造
地球卫星后 ，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
卫星” ，于是全国兴起卫星热 。 中国科学院也因
此组织科技力量投入卫星研究工作 ，并在新成
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设置相关专业 。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设立了运动物体控制

专业 ，多年来为空间控制专业培养了不少干部 。
在 １９５８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后 ，卫星

研制任务也于 １９６０ 年起进入调整阶段 。 但对
卫星研制工作的摸索 、调研 、学习思考则从未停
顿过 。 新组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运动物体控
制专业和自动化研究所的运动物体控制研究室

等机构都没有大的变动 。我个人以及我所在研
究集体的工作也仍然维持卫星控制问题的预

研 。 在“文化大革命”中 ，国防科研体制有较大
变化 。 自动化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室 ，包括运
动物体控制研究室 ，与从其他部门调整来的一
些机构组建为五 ○ 二研究所 ，成为新组建的第
五研究院属下的专业控制所 。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 ，在国防科研体制大调整中 ，
原中国科学院承担卫星与飞船研制任务的若干

单位组建成国防科研第五研究院 ，正式名称叫
“人造地球卫星 、宇宙飞船研究院” ，负责卫星及
飞船的研制任务 。经过 １９５８ 年开始的 １０年奋
斗 ，卫星的研制任务终于得到明确 ，机构组织初
步建立 ，内外各方面的协作配合基本畅通 。
１９７３年 ７ 月 ，党中央 、国务院又决定将第五研
究院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 ，后改
称航天工业部 、航空航天工业部 、航天工业总公
司 ，现称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建制 ，对外称“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 。 从 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８４年 ，是我
科研生涯中最重要 、最具实质性内容的时期 。

自 １９６８ 年起 ，我从事“曙光”号载人飞船控
制系统的预先研究工作 。 与总体设计部配合 ，
进行了飞船外形的选择 、弹道的选择以及控制
系统总体方案的确定等工作 。由于完成整个飞
船研制任务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 ，这一任务于
７０ 年代暂时中止 。

１９７０ 年夏天 ，在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后不久 ，我和同事们
的任务改为承担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

“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控制系统的研制 。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参与整个工作全过程的一项

科研任务 。
“东方红二号”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难点主

要有两方面 ：一是这个控制系统要高可靠 、长寿
命地工作 。卫星上有一个将天线对准地面的转
动机构（亦称消旋机构） ，需要暴露在空间高真
空和冷热交变的恶劣环境里 ，无故障安全正常
工作 ３ 年以上 。 我们经过调研 ，组织了跨许多
部委及高校的共 ８ 个科研单位协同攻关 ，经过
努力 ，终于研制成功了该转动机构 。 为了考核
它的可靠性指标 ，用数十套试验件在高真空条
件下连续进行 １０ 年以上的试验 。迄今 １９９８年
仍有一颗卫星的消旋机构在轨正常工作 ，寿命
已超过 １０ 年以上 。 第二个难点是要把卫星送
入地球同步轨道并实现定点 ，运载火箭只完成
送卫星进入一条转移轨道的任务 ，卫星还要肩
负起从转移轨道进入同步轨道的任务 。 我们采
用了一种在卫星上配置最简单但又有效的测量

和控制系统 ，和地面站共同构成一个天地配合
的大回路控制系统 ，顺利地实现了同步静止卫
星地入轨及定点控制 。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 ８ 日 ，首次
成功地实现了我国同步定点试验通信卫星的入

轨控制 。 这一任务（卫星及地面测控）完成后 ，
获得 １９８５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执行任务后回京 。 不久我年
满 ６０ 岁 ，退居二线 ，先后担任五 ○ 二研究所科
技委员会主任和第五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主

任 。 当时我考虑把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和学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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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写点出来 ，另外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 ，培养好
研究生 。但 １９８６ 年 ３月 ，４ 位科学家向中央上
书 ，建议发展高科技 ，不久我被调去参与高科技
发展规划的论证工作 。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被任命为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计划”）航天技
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我们采取了概
念研究结合任务论证并勾画发展蓝图 ，反复迭
代交叉进行研究论证 ，专家委员会内部研究和
对国内有条件单位委托研究相结合等方法 ，逐
步取得共识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形成枟８６３ 计划航天
技术领域论证工作综合报告枠 ，提出了“８６３ 计
划”航天技术领域的发展战略和总体发展蓝图 。
这一报告于 １９９１ 年上报 ，许多建议为领导决策
提供了参考 。

１９９２ 年 ，我从“８６３ 计划”航天技术领域专

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和航天工业部第五研究院

科技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 ，改任顾问 。 从此
以后 ，我花了大部分精力从事咨询 、带研究生和
写书 。 筹划许久的专著枟卫星姿态动力学与控
制枠终于脱稿 ，第一 、第二分册已于 １９９９ 年出
版 ，第三 、第四分册也即将最终完成评审付印 。
这本书的写作始于 ８０ 年代末 ，因种种原因 ，拖
延至今 。 一旦脱稿 ，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

我国自 １９５８ 年开始探索人造卫星技术 ，迄
今已 ４０ 多年 ，从 １９７０ 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卫
星“东方红一号”算起 ，至今也已有 ３０ 年 。 经过
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建成了一支科研 、生产和应
用的队伍 ，在科学实验和空间开发应用方面迈
出了一步 。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钻研空间科学
技术 ，发挥余热 ，为科教兴国贡献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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