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6卷第 1期 天 文 学 报 Vol. 66 No. 1

2025年 1月 ACTA ASTRONOMICA SINICA Jan., 2025

doi: 10.15940/j.cnki.0001-5245.2025.01.011

科学家回忆录: 刘林教授科研成果、学术经验和
科研感悟

刘 林†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 文章由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刘林教授自述其学术生涯的成果、经验和感悟. 第1节是刘教授的

简介, 简要回顾了他成长、学习直到成为我国天体力学和航天器轨道力学领域泰斗的历程. 第2节全面介绍了刘

教授的学术成果. 刘教授从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早期就开展卫星轨道理论的研究, 参与多项任务、型号, 相关成果

也在其中得以应用; 作为天体力学专家, 在太阳系小天体轨道动力学方面也开展了多项研究并取得成果; 随着我

国发展深空探测, 刘教授也参与了我国探月、探火工程的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 文章第3节介绍了刘教授在教师

岗位耕耘50多年的成果. 教书育人, 桃李满天下. 在第4节中, 刘教授介绍了自己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躬耕50多

年的经验和感悟, 从工作方式、态度以及工作生活方式等方面向科研、教学领域的年青人传授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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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936年我出生于南京, 童年时期体弱多病, 小

学阶段前后耗费了8年时光, 1949年9月考入南京市

第一中学, 当时的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是全国学习

苏联开展劳卫制体育锻炼的试点学校, 这使我受益

匪浅. 通过中学6年的田径、体操和球类运动, 不仅

使我从此身体变得健康, 直到目前几乎没有和医生

打过交道, 而且还可以说成为了一名业余运动员,

打球等运动变成了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体育

运动一直伴随着我的专业工作和日常生活. 但人的

生命总是有限的, 目前更要集中精力做好当前承担

的工作.

1955年9月, 我考入南京大学数学天文学系天

文专业, 1957年9月选择天体力学专门化进入专业

学习阶段, 这期间(直到本科毕业)主要学习了数

学专业常微分方程专门化的有关数学力学课程.

尽管当时天文系没有理想的专业教师, 可1个月后

的1957年10月, 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这

就极大地激发了我从事与天体力学直接有关的人

造卫星轨道力学研究工作的热情, 开始自学有关天

体力学的专业知识. 而当时国内人造卫星轨道测定

等工作也处于刚起步阶段, 理论模型、求解方法和

测量体系都需要逐一建立, 特别是缺乏可用的参考

资料和信息交流, 只有依靠自学和探索. 但在此期

间, 我有机会参加了由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主

持的小天体轨道测定的学术讨论班, 受到了良好的

专业知识教育.

1959年7月 毕 业 并 留 校 任 教. 1960年9月

至1962年1月, 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

进修并进行一些有关教学工作. 在进行磁流体

力学合作研究的同时, 借助北京大学的有利条

2024-08-13收到原稿, 2024-11-18收到修改稿
†lliu@nju.edu.cn

11-1



66卷 天 文 学 报 1期

件, 仍独自坚持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的研究工作;

1962年2月, 进修结束后回南京大学数学天文学系

任教; 1963年8月, 数学天文学系被拆分为数学和

天文两个系, 本人留在天文系任教, 直到2011年8月

退休. 1983年9月至1984年12月, 在加拿大York大

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从事动力天文和卫

星动力学的研究; 1993年9月至1994年12月, 在美

国Texas大学空间研究中心从事卫星动力学的研究.

分别于1978年5月和1985年5月被南京大学先后聘

为副教授和教授, 1986年7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

本人曾从1986年至1993年连任两届南京大学

天文学系系主任, 本世纪初又担任南京大学“空间

环境与航天动力学研究所”所长, 专门从事基本天

文与航天动力学相关的研究工作, 特别是轨道动力

学理论及其在航天工程中的应用.

除上述校内各种工作外, 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天

文学会理事, 江苏省天文学会理事长, 中国天文学

会天体力学与卫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

天文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 国家教委高等学

校理科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际天文联合

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第46届

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国计算物理学会常务理事, 中

国宇航学会理事, 飞行器测控专业委员会委员、顾

问,《飞行器测控学报》编委会副主任、顾问;《空

间科学学报》编委, 《宇航学报》编委, 《天文学

报》编委;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轨道力学顾问,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委员, COSPAR (Committee on Space

Research)中国委员等. 此外, 本人还作为轨道力学

专家参与了北斗导航卫星工程、探月工程、火星

探测和载人航天工程等航天任务的有关论证工作,

同时也在相应任务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轨道力学

专家. 除此之外, 还在任务间隙期间, 为国家航天

部门以及相关院校的有关人员和青年学生, 进行轨

道力学基础知识的专业讲授, 为国家航天事业培养

后备人才.

我专注于天体力学与航天器轨道力学研究与

教学50多年, 开拓性地建立了人造地球卫星轨道

摄动无奇点分析理论, 在此基础上, 给出了人造地

球卫星轨道各种类型摄动计算的具体方法和计算

公式, 形成了一套自主性鲜明、数学严谨、体系完

整、满足实际应用的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与相

应的计算方法, 奠定了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力学的必

备理论基础; 针对国家卫星导航和深空探测发展

等重大需求,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启动了小天体轨

道确定与长期稳定性的基本理论研究, 涵盖轨道

设计、轨道转换、轨道测定、轨道预报、轨道稳

定性等研究方向,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出版

了《航天器轨道理论》等多部专著, 多次获得国家

和省部级奖项, 同时也为我国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和

深空探测项目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潜心教学与青

年人才的培养, 先后指导了4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

生, 毕业后大部分都成长为国家相应部门科学研究

与技术应用的骨干人员. 在5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

不懈地致力于天体轨道运动开拓性的基础理论研

究、努力解决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中人造天体轨道

的关键科技问题、长期传授天体轨道理论专业知

识, 为我国天文与航天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 学术研究

本人的学术研究工作可以分为3个主要阶段:

早期聚焦于人造地球卫星轨道力学, 80年代开始全

面扩展到小天体轨道动力学基础理论与应用, 上世

纪90年代开始深度参与了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立项

论证、方案制定、具体实施以及关键科学问题研

究. 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领

域.

2.1 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及其在应用领域的推

广

由于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运动特征与太阳系

自然小天体的相应特征有显著差别, 而对其轨道的

确定又有快速和高精度的要求, 因此, 人造地球卫

星上天后无法采用太阳系原有的定轨和预报方法.

2.1.1 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的提出

首先是坐标系的选取, 显然要选择直接与地球

本体相连的空间坐标系, 而卫星轨道的第6个根数

宜采用直接表明其空间位置的近点角.

为此, Kozai于1959年提出了平均根数法[1],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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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选取仅由初始平均根数和长期摄动项构成

的平均根数为小参数幂级数解的主要部分, 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给出相应的长、短周期项. 接着为了避

开地球赤道面摆动引起的附加摄动问题, 又提出了

与此有关的复杂的轨道坐标系.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

专家(如Cook[2]等)亦给出过类似的摄动分析解, 但

我已证明, 他们各自的结果都是等价的, 对应的瞬

时根数是一致的, 这样就使国内相关工程应用部门

消除了引用哪套公式才是正确的疑虑. 但问题的焦

点不在此, 而是Kozai等专家们的理论和相应方法

有重大缺陷, 即

(1)坐标系的选择(混合型的轨道坐标系)复杂

化, 没有实用性;

(2)关于摄动解的具体构造, 在一定精度(如一

阶意义)要求下, 解不完善, 且有重大缺陷.

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是由地球赤道面的摆

动和第6个轨道根数直接采用时间根数近点角(如

平近点角)所引起. 其实, 赤道面的摆动问题很容易

解决, 其引起的坐标系附加摄动很简单, 作者已给

出简单而清晰的表达式, 无须引用Kozai等专家们

提出的轨道坐标系去解决.

关于最重要的第2个问题, 这可以说是Kozai等

专家们的重大失误. 由于第6个根数采用了平近点

角M, 在一阶解意义下, 需要用到轨道半长径a的

二阶短周期项. 但他们都没有给出这一项, 而是

借用其他作者采用正则变换方法获得的一个常数

项(与Kozai方法中的准确项有差别)代替. 这就导

致使用过程中的错误和混乱, 也就是国际航天界在

引用“两行根数”中引起的麻烦. 关于这一问题, 我

采用相应方法严格给出了应有的结果, 完善地解决

了“两行根数”中存在的不应有的专业性错误. 关于

这一问题的相应处理, 已在近两年我国新立项或实

施的相关国标(计划)中采用或体现.

2.1.2 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关于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的完善(也是实际

应用的需求), 除上述在一定精度意义下, 需要相应

的轨道解表达式完善外, 还需要消除(如果可以)相

应表达式中出现的各类奇点, 包括轨道周期与地

球(作为中心天体)自转周期的通约、轨道倾角处于

临界角(i=63◦26′或116◦34′)的状态、小偏心率轨道

和小倾角轨道等. 只有构造出这样的无奇点解, 才

能真正了解人造地球卫星的运动规律, 从而满足各

类航天探测任务的需求.

根据小参数(记作ϵ)幂级数解的存在性, 可以证

明上述各类通约状态不会导致相应周期项的振幅

无限增大, 而其振幅的量级实为ϵ1/2. 关于这一理

论问题, 可以从另一途径给出证明, 即将相应的小

参数幂级数解改为按展开即可得到证实, 但其相应

的各阶函数的表达式均为特殊函数, 很难采用, 无

法推广. 但却证实前面提到的奇点问题确实是相

应摄动解的表达形式问题, 可以采用相应的方法解

除. 为此, 本人直接对上述临界角等状态作了具体

研究, 给出相应振幅为量级的长周期变化, 这就给

出构造人造地球卫星轨道运动无奇点摄动解的一

个关键途径, 即摄动解的表达中, 对长周期项的处

理要区别于短周期项, 将长周期变化项与长期变化

项一并作为摄动解的参考轨道处理. 针对Kozai平

均根数法存在的问题, 我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

上, 提出了选取仅消除轨道变化短周期项所形成的

拟平均根数作为参考轨道, 构造出的摄动分析解,

适用于任意轨道偏心率和任意轨道倾角, 并同时消

除了各类小分母引起的通约奇点, 被称为无奇点的

拟平均根数法(亦称为刘林方法). 该方法已被广泛

应用于轨道设计、地面测控、空间目标监测、星

上自主轨道预报和控制等研究与应用领域.

在轨道理论中对正则变换方法的应用作了有

益的推进. 将上述拟平均根数法与正则变换方法建

立了内在联系, 并将仅适用于正则共轭变量的von-

Zeipel方法和Hori-Lie方法, 推广到适用于任意变量

的变换方法, 变换的框架不受正则变换的任何限

制. 这种方法, 既消除了对采用变量的限制, 又保

留了变换方法的特点, 扩展了应用功能. 由此, 可

在轨道力学中直接将变换方法用于构造开普勒根

数变化的分析解, 使比较直观的平均根数法(或拟

平均根数法)从数学表达形式上更加简洁, 亦使人

们对平均根数法(或拟平均根数法)认识更加深刻,

也可有效降低采用平均根数法建立高阶摄动解的

复杂性.

在天体力学传统的初轨确定方法的研究中, 突

破了二体问题模型的限制, 将定轨方法从仅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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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问题的短弧定轨工作, 推广到可适用于同时

考虑各种摄动影响或任何运动形态(包括深空探测

器发射过程中转移轨道段的运动)的短弧定轨工作,

既可适应高精度资料定轨的需要, 又扩展了应用背

景, 进一步完善了初轨确定的理论和方法. 而在航

天任务多资料定轨的迭代过程计算中, 却无须采用

复杂的转移矩阵耗费大量的计算时间, 相应的转移

矩阵只不过是一个供参考的标尺而已.

上述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套体系独立完整的人

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 且数学表达严谨、力学意义

明确, 已在我国相关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包括卫星

总体、地面测控(测定轨、预报和控制)、空间目标

监测、星上自主预报和控制等工程领域. 关于地球

卫星的轨道动力学理论可以推广应用到月球和火

星等天体的一些相应的探测中.

2.2 太阳系小天体轨道动力学

太阳系小天体运动中的轨道共振问题是天体

力学基本问题, 我与多位合作者一起开展了有一定

深度和影响的研究工作. 根据太阳系小行星带分

布特征, 对多种通约比建立了小行星轨道共振运动

的平均分析模型, 发现了其对应平动点新的分布结

构, 比较了不同通约比对应的共振运动稳定性特

征, 并开展了长期轨道动力学演化研究; 建立了首

个共轨运动分析模型, 很好地展示了蝌蚪型和马蹄

型轨道的分布特征, 它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对处于不同类型轨道共振态的大行星卫

星, 建立了理想共振模型, 分析了轨道稳定性区域

特征.

近地小行星是国际天文学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

最主要的轨道动力学特征是两个天体轨道发生“交

叉”, 这给分析和数值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我

与研究生们合作, 在国内率先深入开展了近地天体

与地球交会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对天体力学的

正规化理论方法加以实用化改进, 建立了有特色的

适用于近地小行星轨道长期演化的数值模型, 研究

了160多颗具有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PHA)在未

来200 yr内与地球的交会问题, 预报精度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为国内相关观测设备提供了理论指导.

通过对近地天体长期轨道演化中的共振特性分析,

长期共振(近点、升交点长期共振与Kozai共振)与

轨道共振的联合作用是主带天体偏心率和倾角最

主要的激励机制, 揭示了近地天体来源于主带的可

能途径.

天体轨道动力学模型一般都对应Hamilton系

统, 由于天体运动的复杂性, 分析方法研究轨道演

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数值计算方法也是对复杂问

题常采用的研究方法. 基于系统存在的能量积分特

征, 提出了基于能量积分的沿迹误差补偿方法, 有

效提升了Hamilton系统的数值计算精度, 已在高精

度轨道计算中获得了很好的应用, 如利用长期卫

星激光测距资料确定地球引力场主要带谐项的变

化. 由我国数学家冯康先生等人对Hamilton系统建

立的辛算法, 已在天体轨道长期演化中得到了很好

的应用. 我与合作者们研究了辛算法形式积分的

存在性, 给出了其求解过程, 并数值验证了在一定

条件下的收敛性, 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辛积分器与

原Hamilton系统之间的动力学关系, 辛积分器描述

的仍是Hamilton系统, 它是原Hamiton系统的一个

近似, 误差由辛算法的精度确定.

在开展上述研究, 获得国际同行关注的同时,

我也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为我国天体力学领域的发

展提供了应有的后备人才.

2.3 深空探测轨道动力学

在我国开展深空探测前夕, 我带领研究生们率

先将人造地球卫星动力学拓展到深空探测器, 开展

了系统性研究.

行星平动点动力学特性也是天体力学的基础

问题, 对航天器轨道运动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我与

研究生们对平动点附近的周期轨道族的内在动力

学关联和稳定特性演化开展了系统性的研究, 取得

了一系列原创性发现, 包括发现平面周期轨道族演

化的最后一个临界值、首次给出考虑碰撞奇点的

共线平动点周期轨道族的全局演化、指出双月近

旁转向轨道的动力学根源并给出更复杂的多次近

旁转向轨道的设计方案等; 并首次针对椭圆型限制

性三体问题的共线平动点附近运动构造了实用高

阶分析解. 这些理论工作丰富了该经典模型的理论

体系, 有着重要学术价值, 为此我指导的博士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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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项工作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在此基

础上, 我与合作者将理想化的限制性三体问题推广

到太阳系的实际限制性系统, 取得了多项原创性发

现, 例如从共振角度首次指出了日土系三角平动点

在木星扰动下所表现出的独特稳定特性的动力学

根源, 结合土星扰动下共振时标内日木系两个三角

平动点的动力学不对称特性和行星迁移过程, 为现

今观测到的木星特洛伊小天体的不对称分布的起

源提供了一种可能解释; 特别是针对受到太阳扰动

的实际地月系统的共线和三角平动点附近运动特

性开展了原创性研究, 首次指出日-地-月系统的经

典双圆模型不适用于星历模型下共线平动点受迫

轨道的求解, 并构造了星历模型下三角平动点的小

振幅受迫轨道和两条大振幅受迫轨道的半分析解

及其附近运动的低阶分析解, 这些工作被国外顶尖

团队学者重复验证并多次引用.

在天体轨道力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

探月和探火工程的需求, 对月球和深空探测活动中

遇到的一些轨道问题也开展了研究, 并给出了有效

的解决方案, 为相应探测器的轨道设计和轨道测控

对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些代表性成果包括: (1)针

对深空探测绕飞天体无大气的情况, 揭示了地球卫

星不同于大气耗散的制约轨道寿命的机制, 通过较

为全面的理论分析, 得到了引力激发偏心率大振幅

长周期项是制约轨道寿命的主要非耗散机制, 但对

于低轨道和高轨道具体机制并不相同, 对于低轨道

主要取决于奇次带谐项与扁率项的比值, 而对于高

轨道, 则是扁率与第三体引力共同作用; 在两种机

制中主天体扁率项都起到了保护作用; (2)针对月

球探测, 将地球卫星运动拟平均根数法推广到绕月

探测器, 给出了月球卫星轨道运动分析外推公式.

分析了火星同步卫星轨道漂移特征, 先后建立了金

星轨道器和火星轨道器的运动理论; (3)设计了载

人月球探测活动中的自由返回轨道, 对特定历元返

回和着陆场约束下的再入角受限问题、转移至地

月平动点的问题、月球或火星转移轨道的中途修

正问题等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上述工作在当今地月空间资源应用以及太阳

系深空探测快速发展的需求逐步增加的背景之下

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 向国家重要应用部门或单位

提交了专题技术报告10余篇, 它们大多数都已在国

内多个相关空间项目的论证规划中获得直接应用.

3 教书育人与知识传播

我在开展科研工作的同时, 也将人才培养放

在重要位置, 将其定位于提高我国天文(主要是天

体力学)与航天界轨道动力学的整体水平和满足未

来发展的工作需要. 在退休前, 我几乎每年都在南

京大学亲自讲授《航天器轨道力学》等与天体轨

道运动理论相关的大学和研究生课程, 亲自指导

了40多名博士或硕士研究生, 他们毕业后大部分都

进入了相关大学或研究所, 并成为工作骨干, 有些

成为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或科技工程的关键

成员, 他们中间有的成长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大科技工

程核心系统总师、天文台台长、部委级科技专家

委员会委员以及多项国家级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任

务的主持或承担人. 为此, 我多次获得南京大学和

江苏省教书育人的优秀导师奖.

我除了先后在南京大学数学与天文两个院系

任教, 还先后到国内20多个有关研究机构、工程单

位和高校讲授天体力学方法、卫星轨道力学、卫

星运动理论、卫星精密定轨、深空探测器轨道力

学等课程或开展专题讲座, 并多次负责培养上述有

关单位派往南京大学天文系的进修生(包括研究人

员和教师), 为航天领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他们

在国内各有关部门的轨道力学领域起着学术骨干

作用.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使我对天体(包括自

然天体和人造天体)轨道理论和应用有着自己特有

的理解与心得, 它们主要体现在《人造地球卫星轨

道力学》和《航天器轨道理论》两部专著中. 为了

适应不同部门的需求, 我还有针对性地出版了与卫

星轨道运动理论相关的多部专业教材. 这些专著和

教材已被国内各航天部门(遍及总体、地面测控、

星上自主预报和控制以及卫星应用等多个方面)广

泛引用, 相关院校选作经典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同

时也成为从事相关工作的国外华人专家学者的主

要参考工具书. 目前正在负责主编一套《空间探

测轨道动力学丛书》, 它以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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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高精度与高时空分辨率测量技术为基础, 系统

深入地介绍当今航天器轨道运动涉及的理论基础、

测量方法、精密轨道确定以及科学应用等关键航

天科技问题, 以期为从事航天器轨道研究的科技工

作者提供所需的知识平台, 由8个分册组成, 计划未

来2–3年内完成.

4 学术经验与科研感悟

我75岁退休, 从事天体轨道力学研究和教学培

养工作52年. 回顾自己已走过的科研道路, 可以总

结为: 面向实际背景、探索内在规律、秉承严谨求

实、坚守授业解惑和保持健康体魄.

我工作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3类: 人造地球

卫星、太阳系自然小天体和深空探测航天器, 实际

背景非常明确. 它们的科学与应用价值不同, 对应

的核心科学问题也不同. 当前, 人造地球卫星轨道

运动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 比如卫

星导航定位技术; 太阳系自然小天体包括小行星、

自然卫星、彗星等, 它们的轨道运动涉及太阳系起

源、空间防御、行星形成等重要天文学问题; 深空

探测器轨道运动无疑是人类认识或利用太阳系的

必备课题.

从天体力学的角度看, 尽管上述3类天体都

是“小天体”, 但它们对应的动力学规律是有很大不

同的, 同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又有相同之处, 即摄

动理论分析. 通常讲, 人造地球卫星运动对应于受

摄二体模型, 而太阳系自然天体和深空探测航天器

则可能是受摄二体问题, 也可能是限制性三体问

题, 主要由所处的空间位置决定. 受摄二体问题与

限制性三体问题是天体力学两类基本动力学模型,

摄动力的性质和天体轨道初始分布构形决定了系

统的动力学演化规律. 人们对这些小天体轨道的研

究目标多种多样, 有的需要高精度, 有的针对稳定

性(长期或短期)、有的需要机动或类型转换等, 由

此派生出多种复杂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为了做好小天体轨道研究与应用工作, 需要坚

实的天体力学基础理论知识, 同时为了应用, 需要

对天体测量技术方法有深入的了解. 只有将天体力

学与天体测量学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对一些卫星轨

道理论和应用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 轨道、观测技

术和数据处理是开展小天体轨道研究与应用的三

驾马车, 这也是我国未来基本天文学人才培养的核

心课题.

当前, 我国深空探测正处于全面开展阶段, 需

要大量与基本天文学相关的轨道力学人才, 但是我

国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所培养力度明显不足, 这必将

对我国未来的深空探测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深

切期盼: 国内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 重视基本天文

学的发展, 将其提升到应有的位置, 这是当前深空

探测发展的迫切需求.

健康的身体, 是一个人生活的最基本要求. 对

于科研人员, 更应重视锻炼身体, 因为平时坐与站

的时间比例通常不是很合理. 锻炼身体, 从年青时

开始, 始终坚持, 必将获益一生, 这是我对科研人员

的一个诚心告诫, 也是我生活至今的切身体验.

感谢天文学报编辑部, 邀请我撰写“学术生涯

回顾”; 上述科研成果、学术经验和科研感悟, 仅是

我个人对自己已开展工作的总结归纳, 如有不当之

处, 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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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miniscenc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of Professor Liu Lin

LIU Lin
(School of Astronomy & Space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composed based on the narrative by Professor Liu Lin from the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Space Science at Nanjing University, detailing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The first section provid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rofessor Liu Lin, outlining his journey from
growing up and studying to becoming a leading authority in the fields of celestial mechanics and spacecraft
orbital mechanics in China. The second section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Professor Liu Lin’s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China’s aerospace development, Professor Liu has conducted
research on satellite orbital theory,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missions and projects, and applied his relevant
achievements within them. As an expert in celestial mechanics, he has also carried out extensive research
and achieved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small bodies dynamics. With China’s advancement in deep space
exploration, Professor Liu has been involved in research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related to China’s lunar
and Mars exploration programs. The third section highlights Professor Liu Lin’s achievements over more
than 50 years in his role as an educator. He has dedicated his life to teaching and educating young scholars,
who have flourished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fourth section, Professor Liu Lin shares his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from over 50 years of dedication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He passes on his wisdom to younger
generations in the field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work methods,
attitudes, and work-life balance.

Key words history, biographies, celestial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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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代表性学术论著和学术论文

一. 主要学术著作

1．刘林等. 人造地球卫星运动理论. 科学出版

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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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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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Liu L, Innanen K A. Studies On Orbital

Resonance II. Astron. J., 1985, 90: 887–891

21. Liu L, Innanen K A. Studies On Orbital

Resonance III. Astron. J., 1985, 90: 1906–1909

22. 刘林, Innanen K A．关于人造卫星运动

中的临界角和通约问题. 天文学报, 1986, 27: 1–8

23. 刘林. 轨道共振问题. 天文学进展, 1986, 4: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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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廖新浩, 刘林. 研究轨道共振的一种分析

平均模型. 天文学报, 1987, 28: 11–24

25. 刘林, 廖新浩. 天体力学数值计算中的几

个问题. 天文学报, 1987, 28: 215–225

26. 刘林. 关于洛希模型的一点讨论. 天体物

理学报, 1987, 7: 169–176

27. 刘林, 廖新浩. 限制性三体问题中轨道共

振的演化. 中国科学(A), 1987, 17: 1292–1300

28. Zhang S P, Liu L. Studies On Orbital

Resonance IV. Astron. J., 1988, 96: 1106–1126

29. 廖新浩, 刘林. 椭圆型限制性三体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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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Liu L, Liao X H. The Problem of Ev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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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iu L, Sun Y S. Application of Com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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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刘林, 廖新浩. 小行星的空间分布与轨道

共振. 天文学报, 1989, 30: 117–125

33. 刘林, 廖新浩. 关于1/1轨道共振区域问题.

天文学报, 1990, 31: 201–209

34. 赵长印, 刘林. Galilean卫星I, II, III之间

的轨道共振. 天文学报, 1991, 32: 121–128

35. 赵长印, 刘林. 关于理想共振的几点讨论.

天文学报, 1991, 32: 268–276

36. Huang C, Liu L. Analytical Solution

to the four Post-Newton Effects in a Near-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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