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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25 兵器工程

一、领域概况

兵器工程是研究军事对抗中所使用的兵器和军事技术器材的工程学科，涉及到兵器

发射技术、弹道技术、火炮和自动武器技术、弹药技术、引信技术、装甲车辆技术、火

工品技术、火炸药技术、武器防护与安全技术、飞行力学、终点效应以及相应的兵器制

造技术、兵器控制技术等多学科的工程领域。

兵器工程领域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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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部级科

研平台。现有校内硕士生导师 73名，企业硕士生导师 57名。近年来研究生主要在兵器、

航天，航空、船舶、核工业等国防军工行业和陆海空三军的科研院所、企业就业或深造。

二、领域覆盖范围

兵器工程领域主要培养高层次工程应用技术人才，根据行业划分，领域覆盖范围主

要有：火炮技术、火箭技术、自动武器技术、弹药工程技术、引信技术、火工品技术、

火炸药工程、弹道工程技术、兵器系统工程、兵器测试技术等。

根据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性质，领域范围为：兵器系统研究、设计、开发及效能分

析，兵器系统的生产过程及管理、质量控制、性能检测、试验研究，兵器系统的使用、

维护、故障诊断等。

三、培养目标

兵器工程领域培养的研究生应品德良好，身心健康，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事业心强，积极献身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掌握坚实的工程应用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具有

应用实验/工程/数值模拟手段从事本学科领域的工程设计、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

实施、工程管理等创新与实践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胜任科研院所、国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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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培养方式和学习年限

(1) 兵器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课程学习、专业实践、项目研

究或学位论文。除专业实践环节外采取在校全日制培养方式。

(2)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获得的总学分不

少于 38学分。其中必修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22个学分，选修课总学分 5-7学分，专业实

践环节 11个学分。

(3)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考核及管理，严格执行中北大学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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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

(4) 学位论文由校内具有实践教学经验的导师与合作单位内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来自校外的导师由学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5) 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其中，课程

阶段 1年，专业实践 0.5年～1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年），论文

阶段 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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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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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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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授
讲授
讲授

考试
考试
考试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矩阵理论
高等工程力学
工程数值分析
弹塑性力学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2
2
2
2

1 讲授 考试 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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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基础课
（8学分）

武器系统工程设计
武器发射过程理论
弹药工程技术
信息感知与处理技术
武器系统动力学
兵器靶场试验技术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讲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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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与可靠性原理
表面化学
爆炸作用及原理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讲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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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选修课（任选一门）

20
20
40

5
5
40

1
1
2

2
自辅
自辅
讲授

考查
考查
考试

自然辩证法
概论” “马克
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
论”两门课程
任选一门，
其余课程学
生根据需要
选择。

专业选修课
（2~4学分）

火炮结构分析与设计
武器虚拟样机设计技术
自动武器动态设计
武器发射控制技术
弹箭飞行与控制技术
终点效应数值模拟
近程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
引信系统分析与设计
武器机动平台结构分析与设计
车辆新型动力传动技术
无人作战武器技术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 2 自辅 考查 一院

新型武器能源应用技术
爆炸流体动力学
爆炸序列原理与设计
纳米含能化合物
炸药装药技术及应用
含能化合物改性技术
武器发射能源加工过程与控制技术
不敏感传爆炸药技术
火炸药安全技术及发展动态
装甲材料与结构设计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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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技术
爆炸加工新技术
燃烧爆炸性能测试技术
含能化合物热分析

40
40
40
40

10
10
10
10

专
业
实
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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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训练、科
技实践
与创新

（9学分）

企业实习一年
获得职业证书
企业专业技术调查报告
参加企业技改项目
工程设计(工艺\装备\仿真等)
参加企业项目立项论证或结题
企业生产实践活动
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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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讲座

4
4
2
2
2
2
2
1
2
1
1
1
2
1

考查
考查

总学分： 38~4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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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训练、科技实践与创新

（从所列的条件选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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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习一年：到相关企业从事于课题相关的实践活动一年，并提供企业出具的证明。

2．获得职业证书：获得相关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3．企业专业技术调查报告：到相关企业从事与课题相关的实践活动，针对企业需要解决的某一

方面的技术问题撰写企业技术调查报告。

4．参加企业技改项目：参加导师的企业的横向项目。

5．工程设计：参加工程问题的工艺设计、装备制造或技术仿真等。

6．参加企业项目立项论证或结题: 参加导师的企业横向项目立项论证或结题。

7．企业生产实践活动：到企业参加与课题相关的生产时间活动，时间不少于 1个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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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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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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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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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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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发一篇算一学分。

12．科技成果：取得科技成果（专利、鉴定、专著等），有排名。

13．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14．科技赛事获奖：参加研究生科技赛事并获奖。

15．创新创业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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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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