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FDAA团队由2020

级航空航天系的5位研究生组成，

分别为直博生刘云霄，硕士生肖选

杰、张浩天、屈文凯，博士生李涵担

任队长。团队导师艾剑良是复旦

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空

航天系教授、飞行器设计研究所所

长，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领

军人物。

7年来，艾剑良指导团队参加

了7届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

新大赛，收获3个全国一等奖、2个

二等奖，两次获得最佳实物演示

奖，荣誉凝聚了师生的智慧与真

情，为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揽下了

璀璨星辰般夺目的光辉。

大赛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

究生教育司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指导，已经成为在

研究生群体、研究生培养单位、航

空航天院所厂企及社会上具有最

高影响力的高层次重要赛事。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9个国家、

127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503支队

伍参赛，参赛高校包括复旦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

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上海交通

大学等知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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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进博会圆满落幕，北京冬

奥会召开在即，对“低慢小”航空器

的管制成为大型活动安全保障中

的重要环节。如何利用飞行器为

守护祖国低空安全贡献力量，实现

空中哨戒？

“无人机”已经成为普罗大众

熟知的设备，在诸多场景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航

空飞行产品逐渐向小型化、民用化

拓展，小型飞行器和空飘物威胁航

空运输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及其隐私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

怀揣着守护祖国低空安全的

拳拳之心，复旦大学FDAA团队系

统地提出并设计了一套基于多旋

翼航母平台+模块化打击任务子机

的察打一体化多旋翼无人机系统，

实现了基于360°全景+光学变焦

目标跟踪搜索的人工智能自动探

测；基于协同组网指挥的任务分配

技术，实现打击任务子机对“低慢

小”目标的自动跟踪与打击，目前

已完成原型系统开发与功能测试

验证。

“海面上的航空母舰可以提供

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我们的察打

一体化多旋翼无人机就像是‘空中

航母’一样。”团队队长、2020级航

空航天系博士生李涵介绍。

基于国防需求、民用和工业等

需求设计的飞行器，未来应用场景

十分广阔，可以用于如净空区管理

或大型活动安保，实现空中哨戒；

还可以与车载系留技术相结合，实

现超长航时的边境线巡逻；未来还

可在多架子母机组网的基础上，覆

盖反制蜂群无人机目标，治理空飘

气球等复杂场景。

在参赛作品的研发过程中，复

旦团队也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产权

闭环，目前正在申请10项专利和2

项软件著作权，第一发明人均为参

赛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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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郊区的水稻田里，五个

男生用麻绳拴着对方，弓着腰在田

里摸索，脚上的雨靴浸没在泥沼

里。很难想象他们不是在插秧，而

是在寻找试飞坠落的“飞行器”。

终于，“下落不明”的飞行器被

举起来，浑然被烂泥包裹，面目全

非。

这已经是FDAA团队第二次

试飞失败了。一周前，他们在临

港经历了第一次试飞事故，飞行

器重重地摔到地上，以至于只能

从头再来。而距离大赛提交作

品的时间已临近，五位成员心情

十分低落。

回到学校，艾剑良对学生们

说：“试飞失败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坚

持这件难而正确的事情！”受到

老师的精神鼓励，团队成员重振

士气，脚步愈发坚定。自5月25

日立项参赛，他们辗转松江、嘉

定、临港等四地外场，每天100多

公里往返路程披星戴月，完成31

天外场试飞，不畏艰难，不惧挫

折，成功将承载着志向与毅力的

飞行器送上青云！

飞行器设计需要多学科融合，

技术复杂度非常高，从软件开发、

算法设计、系统设计、系统测试、外

场试飞，是一个问题攻关、磨练心

志的长时间迭代过程。团队五位

成员去年已在科研项目中磨练合

作，这半年的参赛过程更加深了相

互配合的默契，凝聚成一股“向心

力”。2020级航空航天系直博刘云

霄说：“今天的成果是我们所有人

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一起经历

过凌晨的挑灯夜战，一起等待过太

阳的冉冉升起，一起经历过‘炸机’

过后的挫败和绝望，也一起经历过

成功时的喜悦和兴奋。”

“艾老师常说我们五个人是优

势互补，缺一不可的，与同样优秀

的人一起共事真是太美妙了！”

2020级航空航天系硕士屈文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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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航空航天有一种情

怀，这种情怀让我们飞得更高，走

得更远。”

李涵十多岁的时候就喜欢制

作航模，心中有一颗热爱的种子萌

芽成长。他跟队员交流时，发现他

们也很早就爱上了航空航天，也许

这份热爱化作缘分，让他们相聚复

旦航空航天系，成为艾剑良教授的

学生。

艾剑良的微信头像，便是他和

学生们的合照，师生们在蔚蓝晴空

下笑容灿烂。对学生们而言，艾剑

良老师不仅在学术科研上为他们

指引方向，更带给他们很多精神关

怀与鼓励。

“做科研，搞学术就是不断发

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痛苦而

美好。”2020级航空航天系硕士肖

选杰在比赛过程中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艾剑良常常说的这句话，激励

并鞭策他在挫折中不断蜕变。

过去半年来，2020级航空航

天系硕士张浩天从对软硬件的几

乎不了解，到可以熟练使用，再到

开发新功能，取得了很大进步。他

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一切与艾剑良

教授的指导与帮助密不可分。

“好的导师能够塑造人生观价

值观，教会我们行业领域的洞察

力，人生的发展规划。”李涵听说很

多师兄都去国防工业部门工作，更

加坚定了耐住寂寞，航空报国的决

心，爱国情怀日益增长。导师艾剑

良经常讲述长期从事航空航天领

域的同仁的杰出成就，带给学生们

星辰大海的激励与鼓舞。

一次试飞过程中，李涵和队友

萌生了以无人机自主设计，光绘映

射对祖国的告白的想法。在融媒

体中心的合作下，于是有了今年国

庆《百年告白》影片中的动人一幕

——无人机在光草上空闪烁成

CHINA。

艾剑良对学生们颇感自豪：

“我们的自主飞行与控制团队敢于

争先，勇于克难，同学们都怀揣着

航空报国的崇高理想，努力践行航

空强国的时代号召。项目团队分

工明确，同学们各司其职，他们总

能够在遇到困难时找到解决方法，

在试飞失败过程中从不放弃，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眼里他们是非

常优秀的团队。”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

上九万里。”成长之路漫漫，愿复

旦航空航天系学子们不忘初心，

矢志不渝地践行航空报国的精

神，让复旦人的凌云之志在祖国

浩瀚苍穹之上振翮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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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至21日，由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艾剑良教授指导、复旦大学FDAA团队开发的，针对“低

慢小”的察打一体化多旋翼无人机系统项目，在“飞鲨杯”第七届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中

荣获全国一等奖、最佳实物演示奖，复旦大学还荣获优秀组织奖。

这是复旦大学航空航天系首次同时获得大赛全国一等奖及最佳实物演示奖，复旦大学摘得本届

奖项“大满贯”！参赛筹备过程中，航空航天系积极组织师生参赛，比赛成绩的取得同样离不开研究

生院的大力支持。

复旦航空航天系团队赢得奖项“大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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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上午 10 时，根

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复旦大

学江湾校区（含学生生活园

区）、爱久公寓已完成排查工

作，结束自25日午间开始的闭

环管理。

自25日下午起，校党委书

记焦扬、校长金力先后主持召

开全校分党委书记会议、疫情

防控专题工作会议，第一时间

部署工作。

学校成立应急工作小组和

工作专班，专门派校领导赴江湾

校区现场指挥，全面部署疫情防

控有关工作，全力保障着江湾校

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展开。

按照市防控办要求，在江

湾校区闭环管理的学生和教职

工，从11月27日至12月8日实

行12天健康观察。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全校

师生将继续努力，认真做好观

察，守护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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