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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结构力学及控制

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及优先研究课题指南

航空航天装备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发展，正是国外长期封

锁的“卡脖子”技术领域，因此发展先进航空航天飞行器对国家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结构是机体和气动的关键载体，没有先进结构，就难有

高性能航空航天飞行器。

本实验室定位于航空航天飞行器结构力学及控制基础理论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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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模式与强度理论、损伤微观机理及其演化、破坏准则等，探索轻

质材料结构的失效机理，发展多尺度失效理论，建立强度失效准则。

1.2 功能材料结构的力学行为

发展研究各类功能材料力学行为和功能性的计算方法及标准加

载环境下的材料试验技术，包括微纳米材料、压电材料及其他功能材

料；开展功能材料和器件在力、电、磁等外场作用下力学行为与功能

调控的理论预测，以及材料结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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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飞行器全寿命周期安全保障设计

研究面向工程应用的新型微纳器件原理、制备及测试评价方法，

建立全寿命周期关键结构状态及损伤的在线智能监测方法及基于数

据驱动的定量化评估机制；发展结构数字化设计方法，建立新型航空

航天材料失效及损伤扩展数据库和数字融通方法。

2. 轻质结构动力学设计与控制

针对柔性轻质结构动力学设计及控制难题，面向新一代飞行器、

新一代超大型空间结构的需求，开展极端条件下先进飞行器系统和超

大型空间结构设计与运行服役阶段的动力学建模、分析、计算、实验

等方法研究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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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理论和方法；开展健康、退化、故障等多种工况下的控制系统不确

定性分析，闭环模型辨识以及自适应控制新方法研究，解决结构与环

境突变下的稳定控制难题。

3. 航空航天热结构与热环境

面向未来军、民用航空发动机和先进空天动力、可重复使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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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尺度的力-固-热耦合分析方法以及动力学响应分析和振动控制方法，

掌握高温、高压、高转速、大畸变、强瞬变情况下高可靠性和长寿命

轻质热结构设计技术。

3.3 发动机先进热管理及绿色航空动力技术

针对航空航天典型热结构所处的力-热-声-振多场耦合使用环境，

构建分布式热沉梯级利用与高效热管理理论和方法，发展复合材料编

织、热障涂层的气膜/发汗/微小通道等先进冷却结构与技术，形成高

效的主、被动热防护方法；探索节能减排背景下绿色航空动力的技术

发展路径，掌握关键技术及其解决方法。

3.4 航空航天发动机燃烧组织技术

面向未来先进发动机、宽速域组合循环发动机等，发展复杂模态

下的热声耦合燃烧组织方式及其高温环境下的动态热结构多场耦合

机制，形成气/液/固耦合的先进燃烧环境的气动-热力-结构一体化设

计方法。

3.5 航空航天热结构与热环境的感知、监测与控制技术

针对航空航天典型热结构所处的力-热-声-振多场耦合使用环境，

研制基于具有传感、驱动、高效能量转换、主动变形等智能特性的功

能材料及器件，掌握飞行器及其发动机内外复杂气热环境下的特种测

试和多物理场智能感知及监测诊断方法；解决多场/多介质/多尺度的

飞行器和发动机高温热结构智能调控与智能容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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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结构一体化精确制造及调控方向

针对材料结构一体化精确制造及调控难题，面向先进飞行器结构

形性协调高精度制造及制造-服役一体化性能调控需求，研究材料-结

构一体化、数字化精确制造方法，复杂结构数字化设计-成形工艺-制

造质量一体化模型建立方法，制造过程智能检测、监测技术和形性调

控一体化技术，制造-服役一体化智能监测及评价、基于数字孪生技

术的制造-服役性能调控方法，研制大型轻质结构数字化精确制造装

备，实现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数字化精确制造一体化调控。优先研究

课题包括:

4.1 先进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数字化成形方法

研究大型复杂复合材料构件数字化成形方法，建立服役性能约束

下结构微观材料、细观胞元和宏观性能一体化设计与优化模型，探索

材料特征、结构方式、工艺种类等与整体性能、功能的内禀关系，研

究多工艺复合精确制造方法，建立多材料、多工艺耦合作用下结构成

形效率与制造质量映射模型，实现先进复合材料三维织造数字化成形。

4.2 纤维复合材料增材制造成形技术

研究大型复杂复合材料构件设计制造一体化增材制造技术，探明

复合材料多物理场下纤维形态演变规律及影响、复合材料丝束的微观

结构控制及成形工艺、多物理场耦合作用下增材制造成形机理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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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高精高效一体化成形。

4.3 制造质量评价方法与工艺智能调控技术

研究大型复杂复合材料构件多参量跨尺度特征精确检测与质量

评价方法，探明工艺参数与质量特性的非线性时变映射机制，建立复

材构件制造过程数据与先验知识融合的产品质量预测模型，研究基于

误差源分析的质量传播模型与工艺动态重构方法，研发面向柔性制造

全过程的孪生系统，实现数据驱动的复材构件成形质量主动精准控制

与形性调控一体化技术。

4.4 制造-服役一体化智能监测及评价

探索面向制造-服役一体化智能监测的功能材料、微小型、柔性

可变形、多参量监测器件新效应和新机理，研究基于微加工、喷印、

转印、打印等新方法的智能监测网络构建方法，探索制造过程参数及

残余应力、制造变形、初始缺陷等制造质量的智能在线监测及定量评

估方法，研究制造后服役阶段初始质量或缺陷的演化过程跟踪监测评

估方法，发展全寿命周期关键结构状态及损伤的在线智能监测方法，

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结构定量化评估机制。

4.5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制造-服役性能调控方法

研究先进结构制造-服役中的跨尺度性能状态虚拟仿真方法，面

向制造-服役数字孪生系统的建立，研究数据积累机制及数字孪生数

据库建立方法，建立物理实体-数字孪生体交互演化机制，研究制造-

服役结构性能调控数字孪生集成平台建立及验证方法，实现制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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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一体化性能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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