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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与关键技术研究，2017.07～2018.06，主持。  

（2）中央军委科技委前沿科技创新项目（19-H863-05-ZT-001-017-01），基于

GNSS-R 测高原理提高******精度和空间分辨率的方法，2019.08～2020.12，主持。 

（3）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创新工作站项目（2018），基于

GNSS-R 测高星座原理提高水下重力匹配导航精度的理论方法及关键技术研究，

2018.01～2018.12，主持。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774014），融合重力/测高卫星和海洋观测

多源数据提高水下惯性/地形组合导航精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2018.01～2021.12，

主持。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574014），我国将来卫星重力梯度计划

CHINA-GOCE 的反演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2016.01～2019.12，主持。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004006），基于激光测距原理的下一代

GRACE-II 重力卫星系统的理论研究与优化设计（结题特优），2011.01～2013.12，

主持。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41131067），多代卫星重力联合反演方法

与模拟仿真，2012.01～2016.12，主持。 

（8）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青年人才项目（KZCX2-EW-QN114），我

国首期新型激光星间测距和无阻尼卫星重力计划的理论与技术预先研究，



2011.01～2013.12，主持。 

（9）中科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和创新促进基金（2013），卫星重力反演，2013.01～

2016.12，主持。 

（10）日本 JSPS 基金课题 （B19340129），Modelling Satellite Gravity Measurement， 

2007.03～2010.03，主持。 

（11）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基金（2012），我

国新一代自主卫星重力测量系统的理论和关键技术应用研究，2012.01～2014.12，

主持。 

（12）国家出版基金（科学出版社），基于能量守恒原理的卫星重力反演理论与

方法，2014.01～2014.12，主持。  

（13）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科学出版社），下一代卫星重力反演理

论、方法与关键技术，2018.09～2019.06，主持。  

（14）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杰出青年人才基金（2017），卫星重力反演与海洋组

合导航研究，2017.01～2017.12，主持。  

（15）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杰出青年人才基金（2018），天空海一体化导航与探

测研究，2018.01～2018.12，主持。  

（16）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系统发展中心基金（2016），天空海一体化水下导

航与探测研究，2016.01～2017.12，主持。  

（17）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自主创新基金（2015），新一代惯性/重力/地形组

合导航系统研究，2015.12～2018.11，主持。  

（18）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2010CDB05301），我国将来新型 Improved-GRACE

卫星重力测量计划的应用基础研究，2010.01～2011.12，主持。  

（19）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

放基金（201031），我国将来空间先进卫星重力计划(SAGM)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2010.12～2011.11，主持。  

（20）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开

放基金（201322），下一代静态和时变重力场模型精确建立的关键技术研究， 

2013.01～2013.12，主持。  

（21）中国科学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2011-04），下一代重力



卫星系统需求论证研究，2011.01～2012.12，主持。  

（22）武汉大学地球空间环境与大地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测绘基础研究基金

（11-01-02），基于新型能量插值法反演下一代 Post-GRACE 地球重力场的理论研

究与技术论证，2012.01～2013.12，主持。  

（ 23 ） 西 安 测 绘 研 究 所 地 理 信 息 工 程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开 放 基 金

（ SKLGIE2013-M-1-5），我国新一代卫星重力梯度反演和关键技术研究， 

2013.07～2015.12，主持。  

（24）中科院测地所重要方向项目课题（2013），基于大地测量的全球变化响应

研究－卫星时变重力场解算和科学应用的软件平台，2013.01～2015.12，主持。  

（25）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项目课题（2013），青藏高原

冰川质量变化的大地测量探测理论与全球变化响应－时变重力场精确反演青藏

高原冰川质量变化的理论和方法，2013.08～2014.12，主持。  

（26）中国科学院动力大地测量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L09-14），中国后 GRACE

重力卫星系统的仿真模拟与设计，2010.01～2011.12，主持。  

（27）中科院测地所知识创新工程领域前沿项目（2010），基于半解析法利用将

来GRACE Follow-On双星快速和有效地估计 360阶全球重力场的精度， 2010.08～

2012.07，主持。（28）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080254990），基于非线性

轨道摄动法建立下一代高精度地球重力场模型，2008.02～2010.07，主持。  

（29）中国科协学术会议示范品牌建设工程项目（2017XSHY006），“钱学森讲坛

—天空海一体化水下组合导航”高端前沿专题学术会议，2017.06～2017.11，主持。  

10、学术任职  

（1）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惯性技术专业组）成员；  

（2）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空间科学与空间探测专业组）成员；  

（3）《Applied Geophysics》（SCI）期刊编委；  

（4）《中国空间科学技术》期刊编委；  

（5）《深空探测学报》“深空重力测量与导航”专题主持人；  

（6）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和天空海一体化导航与探测专委会主任委员；  

（7）中国测绘学会理事；  

（8）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  



（9）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俱乐部理事；  

（10）中国电子学会传感与微系统技术分会副秘书长和空间与水下应用专委会主

任委员；  

（11）中国自动化学会（平行控制与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12）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空天安全平行系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13）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大地测量与导航专委会）委员；  

（14）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海洋测绘专委会）委员；  

（15）中国惯性技术学会（惯性仪表与元件专委会）委员；  

（16）中国宇航学会（电推进专委会）委员；  

（17）中国海洋学会（海洋测绘专委会）委员；  

（18）“飞行器集群智能感知与协同控制”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19）浙江大学兼职研究员；  

（20）上海交通大学兼职博导；  

（21）东南大学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导；  

（22）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23）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和兼职博导；  

（2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导；  

（25）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导；  

（26）哈尔滨工程大学兼职教授和兼职硕导；  

（27）河南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导；  

（28）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导；  

（29）国家高分专项重力评审组组长；  

（30）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评审专家；  

（3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评审专家；  

（32）国家 863 计划评审专家；  

（33）国家 921 载人航天项目评审专家；  

（3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