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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6 兵器科学与技术

一、学科概况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 1981年获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获火炮自动武器

与弹药工程、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获兵

器科学与技术博士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其中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军事化学与烟火技术、兵器发射理论与技术、弹药工程与毁

伤技术为国防特色学科。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是以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兵器系统及军事技术器材的

系统分析、科学原理、技术手段、工程设计、技术运用、工程保障及效能评估等技术的

学科，涉及到枪炮弹箭火炸药等各类兵器设计、试验、生产、使用、储存、维修过程需

要的理论和技术，是一门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技术学科。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现有武器系统设计、发射理论与技术、弹药工程与毁伤技术、

信息感知与控制技术、武器机动工程、发射能源理论与技术、爆炸能源理论与技术、始

发与中继能源理论与技术、武器安全工程与技术、武器系统防护工程、含能化合物的设

计与合成技术等主要研究方向。在高射速武器技术、战斗部设计、弹箭控制与高效毁伤、

武器系统安全与可靠性技术、新型传爆药技术、发射药及其装药技术、反应装甲装药技

术、单质炸药合成技术等方面有显著优势和特色。依托本学科领域建有地下目标毁伤技

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中国兵器工业传爆药性能检测中心实验室、山西省超细粉体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山西省兵器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山西省兵器工程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等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

本科学现有双聘院士 5名，教授 43人，博士生导师 24人、硕士生导师 91名。近

年来研究生主要在兵器、航天，航空、船舶、核工业和陆海空三军的科研和技术管理部

门就业。

二、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

守信，身心健康，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事业心强，能积极献身祖国的国防

建设和经济建设。掌握坚实的数理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方向的发展状况

和发展趋势，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应用实验/工程/数值模拟手段从事本学科某一方

向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以及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能力，能够胜任高等学

校、科研院所、国防企业以及有关军兵种相关部门的教学、科学研究、产品研制或技术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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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年限

学术型硕士生培养年限一般为 3年。要求论文时间不少于 1.5年，提前答辩和延期

答辩要经过严格审批。

四、学科专业研究方向

1、武器系统设计

本方向主要以身管武器为应用背景，综合应用数学、力学、机械、控制等基本

理论和专业知识，重点开展武器系统的总体分析与设计、智能供输弹技术、低后坐发

射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仿真与试验技术等研究，解决武器系统的工程实践问题。

2、发射理论与技术

本方向是研究枪炮、弹箭等武器和新概念武器的发射原理、能量转化、受力与运动

分析以及发射平台与发射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围绕高温、高压、高速和高冲击的特性，

开展发射武器系统发射动力学与控制技术，高射速武器发射理论与技术，两栖武器水上

发射技术，信息化弹箭发射与控制技术，新概念发射技术研究。

3、弹药工程与毁伤技术

本方向以系统工程、飞行力学、飞行控制、终点效应学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提

高弹箭系统对典型目标的精确打击、远程压制和高效毁伤为目的，开展弹箭总体技术、

弹箭飞行控制技术、弹箭高效毁伤技术、弹箭虚拟设计与智能化技术等研究。

4、信息感知与控制技术

本方向是运用信息科学、控制科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以提高武器的

信息化水平为目的，开展目标信息探测与识别技术、武器系统信息处理与控制技术、武

器系统安全性与可靠性、武器系统智能化技术、军用智能机器人技术等研究。

5、武器机动工程

本方向以兵器技术和军用车辆技术为基础，以机动武器系统的信息化、现代化和智

能化为目的，主要开展武器机动平台总体技术，武器机动平台的智能化技术，发动机设

计与制造技术，动力传动一体化技术、武器系统机动化、信息化集成等研究。

6、发射能源理论与技术

本方向根据武器推进、发射、爆炸毁伤原理，采用物理、化学的方法，通过对含能

材料进行结构设计、化学功能组分的引入和先进的成型加工工艺，达到能量释放对身管

武器工作原理和应用环境的自适应性，实现武器的大威力和高效毁伤。

7、爆炸能源理论与技术

本方向以常规武器爆炸产生破坏与杀伤作用最大化为设计原则，通过对爆炸能源材

料的纳米化、爆轰能量控制释放、原材料复配制备工艺的研究，达到武器装备实现高效

毁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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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始发与中继能源理论与技术

以点火与起爆理论为基础，以常规武器弹药用起爆/传爆序列为对象，针对新技术火

工品高能、高安全的要求，进行火工药剂的设计与制备、装药与成型工艺、起爆与输出

结构匹配等研究；

9、武器安全工程与技术

以爆炸作用及原理、高等爆轰学等知识为基础，开展常规武器弹药的安全技术研究，

武器核心子系统——引信爆炸系列的优化、协调匹配及有效运用研究，武器弹药的寿命

与可靠性研究；

10、武器系统防护工程

该方向以爆炸力学和终点弹道学为理论基础，重点开展防护结构技术、防护含能材

料技术、主动防护技术、弹药防护机理等研究。

11、含能化合物的设计与合成

以化学、材料科学、爆轰理论等为基础，重点开展含能化合物的设计、合成以及低

易损混合炸药的制备、性能表征及相关应用研究，对传统含能材料进行改进，研发新一

代含能化合物，以满足未来武器和民用爆破器材对高性能含能材料的需求。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课程每 20学时计 1学分。硕士生在校期间修读总学分不低于 33个学分，

其中必修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22个学分，选修课总学分 5学分，必修环节 6个学分。

2、课程设置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授课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22

分
）

公共基础课
（10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外语
英语口语

40

120
40

40

120
40

2

6
2

1

1、2
1

讲授

讲授
讲授

考试

考试
考试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矩阵理论
数值分析

40
40

40
40

2
2

1 讲授 考试

一院
任选一门

高等动力学
弹塑性力学

40
40

40
40

2
2

一院
任选一门

数值分析
热力学与反应动力学
高等有机化学
数学物理方程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2
2
2
2

1 讲授 考试 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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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
（8学分）

武器系统设计
武器发射动力学
弹箭总体设计
武器信息化技术
武器机动平台技术
兵器试验技术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讲授 考试 一院

点火与起爆理论
燃烧爆炸化学
含能化合物制备工艺学
表面化学
爆炸作用及原理
安全与可靠性原理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讲授 考试 四院

选
修
课
（5~7

学
分
）

公共选修课
（3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20
20

20
20

1
1

2 讲授 考试

任选一门

全校选修课 40 40 2 任选一门

专业选修课
（2~4学
分）

超过 20门

现代弹道学理论与应用
武器发射动态控制技术
武器系统可靠性理论与方
法
武器动态模拟与仿真技术
高射速武器理论与技术
武器系统效能评估技术
目标易损性分析技术
弹箭制导与控制技术
战斗部与可控毁伤技术
信息传感分析与处理技术
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
引信系统设计技术
武器机动平台结构分析
机动武器动力传动技术
机动武器振动与控制技术

40 10 2 2 自辅 考查

一院
每门课开
课人数不
少于 5人，
否则不能
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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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设计理论
发射药装药原理
发射药测试技术
炸药装药技术及应用
燃烧爆炸数值模拟
爆炸序列原理与设计
纳米含能化合物
混合炸药制备技术
含能化合物改性技术
火工品力学环境加固技术
软杀伤技术
不敏感传爆炸药技术
微装药工艺与微爆轰
火炸药安全技术及发展动
态
装甲材料与结构设计
爆破技术
爆炸加工新技术
燃烧爆炸测试技术
含能化合物热分析
纳米粒子分析与表征技术

40 10 2 2 自辅 考查

四院
每门课开
课人数不
少于 5人，
否则不能
开课

必
修
环
节
（6

学
分
）

实践课程
（2学分）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20 10 1 2 讲辅、
实践

考查

外文科技写作与实践 20 10 1 2 讲辅、
实践

考查

实践与创新
活动

（4学分）

教学实践
学术讲座
创新创业讲座
创新项目立项
高水平论文
科技成果
参加学术会议
科技赛事获奖

1
1
1
2
1
1
1
2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总学分： 33~35学分

说明：

一、实践课程

1.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由教师讲辅，学生进行文献检索实践。要求查阅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

写出不少于五千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2.外文科技写作与实践：由教师讲辅，学生进行写作实践。

二、实践与创新活动（从所列的条件选修 4学分，以下条件任何一条若双倍满足，则相应得到的学

分乘 2，以此类推）

1. 教学实践（1学分）

协助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及大学生科技创新及科技大赛等等。

2. 学术讲座（1学分）

参加 8次以上学术活动，并主讲 1次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字左右的总结报告，



7

注明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报告人、学术报告题目，简述内容并阐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学术

观点或看法。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3. 创新创业讲座（1学分）

参加 4次以上创新创业讲座，每次讲座要有 1000字左右的总结报告，注明参加的时间、地点、

主讲人、题目，简述内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形成创新创业的思路。

4.创新项目立项（2学分）

申报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太原市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北大学研究生科技立项项目

并立项或导师的其它科研项目立项（在参加项目人员名单中）。

5.高水平论文（1学分）

发表学校学位条例要求以外的核心期刊论文并见刊，每发一篇算 1学分。

6.科技成果（1学分）

取得科技成果（专利、鉴定、专著等）。

7. 参加学术会议（1学分）

参加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8. 科技赛事获奖（2学分）

参加研究生科技赛事并获奖。

9. 其它科技活动（1学分）

参加其它科技活动并有相关证明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