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2503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隶属于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是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型学科，于 2005年获批硕士学位授权并开

始招生，共有专职教师 20人，其中高级职称 9人，13人具有博士学位。本学科

是山西省唯一具有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授权资格的学科，主要在航空航天领域以

飞行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航空材料结构设计与失效分析、航空构件精密成

形与性能一体化控制技术、航空宇航制造工艺与装备等为研究方向，在“航空复

合材料结构设计理论与技术” 、“微小型无人机创新设计”等方面具有特色和创新

性。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和其他重要科研项目 60多项，累计到款经费超过

1000万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8余项，发表 SCI、EI、核心期刊等高水平论文

100余篇，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 2部，专著 5部，国家发明专利 10多项；毕业

学生就业率 100%，主要分布在航天、航空、兵器等国防单位。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和道德素质，严谨的工作态度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

作的能力。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了解飞

行器制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在航空、航天、兵器等军工

领域独立开展设计制造、试验和科学研究工作，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输

送应用研究型高级人才和管理人才。

三、培养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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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该方向以图形学、CAX系统集成、机械系统动力学等为理论基础，主要研

究构件结构强度、振动与噪声分析，多目标柔性制造技术，制造系统的分析与优

化等。

2．航空材料结构设计与失效分析

该方向主要研究航空材料微观结构设计与性能优化，疲劳与断裂力学机理及

动态失效分析，结构强度及动力学分析，结构分析软件与专家系统开发等研究内

容，为飞行器设计及制造提供理论基础。

3．航空构件精密成形与性能一体化控制技术



该方向主要对航空构件精密成形所涉及的锻造、冲压、钣金等工艺及成形模

具进行研究，并重点研究成形工艺对构件力学性能的影响，进而实现形状、尺寸

及力学性能的一体化控制。

4． 航空宇航制造工艺与装备

该方向主要研究飞行器先进材料加工技术、飞行器制造与测试装备一体化技

术、特种加工技术及新型刀具技术等。

五、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总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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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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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必
修
课
（22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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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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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课
（4学分）

矩阵理论
数值分析
数理统计
工程应用数学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2
2
2
2

1 讲授 考试

专业基础课
（8学分）

弹性力学及有限元
塑性力学
计算机辅助几何造型技术
航空航天特种材料成形技
术
数控加工算法基础
连接技术
高等机械动力学

40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2 讲辅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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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选修课（任选一门）

20
20

40

5
5
4
0

1
1

2

2
2

2

自辅
自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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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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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
（2~4学分）

制造系统的分析与优化设
计
计算机辅助塑性成形
互联网及网络化计算机辅
助产品开发
绿色设计与制造理论和技
术
飞机先进装配技术
飞机制造准确度
板料成形性能
柔性装配技术与装备
学科前沿及发展动态
工程实验数据处理技术
液压传动技术
薄壁件加工过程建模与变
形预测方法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自辅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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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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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项目申报（创新创业

1
1
1

考查
考查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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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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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文献检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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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辅导本科生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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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术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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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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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提倡研究生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3、创新项目申报：申报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或导师的其它科研项目申报（在参加项

目人员名单中）。

4、创新项目立项：申报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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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校学位条例要求以外的核心期刊论文并见刊，每发 1篇算 1学分。

6、科技成果：取得科技成果（专利、鉴定、专著等）。

7、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8、科技赛事获奖：参加研究生科技赛事并获奖。

9、其它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实践与创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