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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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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中国控制会议在香港圆满结束

中国自动化学会第 19 届中国控制会议 (2000’CCC)于 2000 年 12 月 5 日至 8 日在香港举行. 此次会议于 1997 年开始酝酿 ,1999 年启动 ,2000

年 1 月正式筹备 ,历时三年. 会议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办 ,香港工程师协会控制、自动化与仪表分会承办 ,得到中国自动化

学会和香港工程师协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第 19 届中国控制会议是第一次在大陆境外举行 ,而且也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第一次承办的中国控制

会议. 会议受到香港工业界和自动控制界同行的鼎力相助.

参加 2000’CCC的代表共 170 余人 ,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除会

议代表外 ,香港工业界人士和香港各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参加了会议开幕式. 2000’CCC 指导委员会主席秦化淑研究员

致开幕词 ,并代表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向会议代表表示热烈欢迎. 陈翰馥院士代表中国自动化学会向 2000’CCC致贺词.

2000’CCC组织了四个大会报告 ,报告题目和报告人分别是 :现代集成制造系统中的系统和控制问题 (吴澄 ,清华大学) ;控制系统中的信息

和复杂性 (王乐一 ,美国 Wayne 州立大学) ;用反馈生成控制的工程应用 (陈关荣 ,香港城市大学) ;带有执行器饱和系统的设计和稳定性问题 (陈

志炜 ,香港大学) .

2000’CCC共分为 31 个演讲报告组 ,3 个张贴报告组. 绝大多数分组学术报告会参加者踊跃 ,宣讲者认真 ,讨论热烈. 会议期间举行了题为

“自动化和控制的未来趋势”的圆桌讨论会. 会上 ,代表们与香港工业界进行了对话 ,听取了工业界对自动控制研究的需求及可能的合作意向.

同时进行了题为“新世纪中控制面临的挑战”的专题讨论会. 会上五位教授做了重点发言 ,即复杂性与复杂性科学 (郭雷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

所) ;控制系统的复杂性 (黄琳 ,北京大学) ;基于信息的自动控制 (席裕庚 ,上海交通大学) ;机器人学与机器人控制的教学与科研 (李泽湘 ,香港

科技大学) ;系统建模对反馈控制是否真的必要吗 ? (Dr. K. F. Man ,香港城市大学) .

12 月 8 日下午举行了 2000’CCC闭幕式及《关肇直奖》发奖仪式. 评奖委员会主任黄琳教授宣布了本届《关肇直奖》的获奖论文 :线性化和

Brockett 积分器的镇定 (孙振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观测性估计 (张旭 ,四川大学) . 黄琳教授回顾了历届“关肇直”奖获得者在他们的后续性

研究工作和应用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2000’CCC程序委员会双主席之一郭雷教授致了闭幕词.

2000’CCC的宴会上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席裕庚教授、香港工程师协会前主席陈清泉院士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讲话. 他们为大陆和

香港自动控制界的成功合作 ,为促进本学科在新世纪的蓬勃发展有了良好开端 ,表示由衷的庆贺.

2000’CCC得到香港控制界同行的大力支持. 他们不仅为会议做了许多组织和会务工作 ,而且还积极有效地为会议筹措资金 ,为会议顺利

召开奠定了基础 ,受到与会代表的衷心感谢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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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00 年机器人大会在长沙召开

文献标识码 : D

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机器人

工程协会、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国家 863 计划空间机器人主题专家组联合主办 ,中南大学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智能机器人学会联合承办、国防科技大学协办的中国 2000 年机器人学大会 (CCR′2000) ———中国第六届机器人学术大会暨中国第

四届智能机器人学术研讨会 ,于 2000 年 10 月 23～29 日在长沙隆重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中共湖南省省委副书记郑培

民、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王克英、湖南省政协主席刘夫生和阳忠恕、方毓棠、范多富、卢光　、潘基　、何绍勋、齐治昌、许云昭

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领导 ,中国科学院院士冯纯伯教授、熊有伦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培云教授、何继善教

授、刘业翔教授、黄伯云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国家 863 计划空间机器人主题专家组

和各主办学会的负责人 ,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机器人学研究、开发与应用的代表以及参加本届大会机器人足球比赛、机器人灭火比

赛的代表近 500 人 ,出席了本次大会开幕式.这是我国国内一次规模空前的高规格、高水平的机器人学盛会.

开幕式上 ,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吴向东同志代表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大会表示热烈

祝贺.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智能机器人学会理事长、本次大会主席、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蔡自兴教授致开幕词. 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黄伯云教授致欢迎词. 大会秘书长桂卫华教授宣读了来电、来信向大会表示祝贺的部分单位和

领导名单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中国科学

院院长路甬祥、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陈翰馥、全国科协副主席左铁镛、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温熙森教授 (中将) 、国防科技大学

原校长张良起教授 (中将)等. 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贾培发教授代表国家科委自动化领域、国家

863 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吴澄院士、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国家 863 计划空间机器人主题专家组致贺

词.柳成林教授、陈松乔教授、林亚平教授分别代表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湖南省计算机学会、湖南省自动化学

会、湖南省电子学会、湖南省信息学会以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宣读贺信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 ,蔡自兴教授做了《机器人学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的大会主题报告 ,然后大会就本次大会主题 ———《面向 21

世纪的机器人技术》进行大会报告和分组报告 ,开展了深入的交流. 熊有伦院士、张启先院士、冯纯伯院士等 18 位知名专家、教

授在大会上作了高水平的大会专题报告和讲话. 各主、分会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气氛十分热烈 ,达到预期的目标.

作为本届大会组成部分的“中国 2000 年机器人学大会机器人足球比赛”和“中国 2000 年机器人学大会广茂达杯机器人灭

火比赛”同期分别在国防科技大学俱乐部和中南大学主校区体育馆进行 ,并获得极大的成功 ,引起广泛反响.

本次大会得到国内有关部门、单位、领导和全国从事机器人学研究和应用的科教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国家科技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科技厅、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广茂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湖南华盛集团、湖南

双力公司、湖南岳阳科技学校等向大会提供支持. 会议程序委员会共收到论文 350 余篇 ,经过评审录用 242 篇 ,由《中南工业大

学学报》专辑出版. 论文内容涉及几乎所有机器人学研究领域 ,包括综述、机器人技术发展趋势及社会经济论题、智能机器人

体系结构及系统技术、机器人新型机构及运动学、动力学、机器人控制技术及智能控制、人工智能在机器人中的应用、机器人

规划与导航、机电一体化系统与机器人应用工程、先进制造技术与机器人、机器人视觉及非视觉传感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多传

感集成融合技术、神经网络、多智能体、虚拟现实、遗传算法、进化算法等技术在机器人系统中的应用、机器人装配、机器人语

言编程及仿真、机器人及自动化、机器人学的教育与培训等领域. 论文全面地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机器人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应

用的最新进展 ,交流和检阅了近年来机器人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了国内外机器人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 21 世纪发展机器人学的

对策. 大多数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

本次大会分别评选出杰出机器人学教育奖 1 名、机器人学纪念奖 1 名、优秀机器人学论文奖 1 名、优秀应用奖 1 名、优秀

青年论文奖 1 名 ;机器人足球赛、机器人灭火赛通过激烈的竞争 ,评选出中国 2000 年机器人学大会机器人足球比赛 MIROSOT、

S - MIROSOT项目冠、亚军各 1 名 ;中国 2000 年机器人学大会广达杯机器人灭火比赛中学组一等奖 3 名 ,二等奖 7 名 ,三等奖 9

名 ,创新奖 2 名 ;大学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创新奖各 1 名.

大会开幕前夕 ,主办单位举行了联席会议 ,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汇报 ,讨论下届机器人学大会的承办单位. 大家对筹备工作

表示满意 ,并原则上同意由中国机器人工程协会申办下届大会. 大会期间 ,中国智能机器人学会举行了部分理事会议 ,决定下

届智能机器人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 ,由福州大学和福建凯特发展总公司联合承办.

与会代表对各级领导、各位顾问和专家的热情鼓励、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对大会程序委员会、大会组织委员会和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的辛勤劳动 ,对承办单位中南大学、中国智能机器人学会、协办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上海广茂达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代表们对本次会议的各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 ,并对大会圆满成功表示由衷高兴

和热烈祝贺.

(刘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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