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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7_A1_95_E5_c41_64673.htm 航天工程领域简介（代

码430134） 摘要： 航天工程是包括空间飞行器、运载火箭、

导弹等设计、制造、发射、导航和控制、空间通讯、空间信

息与图像处理等工程技术领域。其工程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培

养从事航天飞行器总体设计、结构设计、飞行动力学分析、

航天飞行器推进技术和发动机设计、航天飞行器的发射、导

航、制导和控制、空间通讯技术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研修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理论课、外语课、高等工程数学

、现代控制论、现代通讯技术、飞行动力学、传热介质学、

流体力学、电子与信息技术基础、航天系统工程、航天器姿

态动力学与控制、导弹制导原理、飞行器总体优化设计、飞

行器结构设计及优化、燃烧理论、惯性系统与导航技术、武

器系统效能分析、现代监测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管

理学基础等。 一、概论 航天工程是集中展示人类研究、探索

和开发宇宙资源能力，体现国家工业和国防综合实力的高技

术工程领域。人类的足迹已从陆地伸展到了海洋，从海洋到

了大气层，而航天技术又使人类进入了更具挑战的外层空间

。航天技术已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经济

效益，同时也带动和促进了许多相关技术和学科的发展，如

材料、电子与通信、医学、自动控制、喷气推进、计算机技

术、机械制造工艺等。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的

深入，航天技术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航天工程领域

覆盖的学科领域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而且还与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

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以及仪器科学与技

术等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工程硕士的培养主要面

向航天工程型号的研制、开发与管理，为航天工业系统、国

防科技工业系统、航天与国防高级管理部门以及国有大中型

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的工程技术

和工程管理人员。 三、领域范围 本领域覆盖面主要有：航天

飞行器（含空间飞行器、运载火箭和导弹）总体设计；航天

飞行器结构设计；航天飞行器飞行动力学；航天飞行器导航

、制导与控制；航天飞行器推进技术与发动机设计；航天飞

行器发射技术；空间通信技术；空间信息与图像处理技术；

光电精密测量技术等。 四、课程设置 基础课：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自然辩证法、外语、高等工程数学（可在数值分析、

矩阵理论、应用数理统计、数学规划、微分方程等课程中选

择）、现代控制理论。 技术基础课：飞行动力学、现代设计

方法、有限元法、传热传质学、计算流体力学、航天器制导

与控制、线性系统理论、电子与信息技术基础、现代管理学

基础、计算机技术应用、材料学、可靠性理论基础等。 专业

课：航天系统工程、航天器姿态动力学与控制、导弹制导原

理、飞行器总体优化设计、飞行器结构设计与优化、粘性流

体力学、燃烧理论、惯性系统与导航技术、武器系统效能分

析、现代测试技术、飞行器结构疲劳寿命、飞行器CAD与仿

真技术等。 上述课程可分别确定为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

此外，根据学校和学生所在单位的人才培养需要还可以适当

进行调整，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开设相应的课程和选修相关学

科的课程。课程学习总学分不少于28学分。 五、学位论文 论



文工作是工程硕士培养的重要环节。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

源于航天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航天工程背景和应用价值

。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足够的工作量

，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可以是工程设计，也可

以是专题研究。对于工程设计型论文，对所做的工程设计项

目的技术现状、设计技术指标、技术途径应有较全面、较深

入的了解，应具有设计方案的比较、设计计算、图纸、评估

和分析等；对于专题研究型论文，对所研究的专题的工程背

景、应用目标应有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应具有国内外研

究现状综述、理论研究和分析、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计算

或仿真的原理和结果、数据表格和图线、明确的结论等。 学

位论文应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文图标准规范，数据详实可

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