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25 年（第十一届）

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点实验室

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通知

为促进全国高校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开阔青年学子的知识视野，了解学

科前沿动态，增进优秀大学生对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和复杂服役环境重

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了解，感受浓厚的科研氛围，西安交

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将于 2025年 7月中旬举办“2025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活动。

此次夏令营，将通过专题介绍、实验室参观、学术讲座、互动交流等方

式，让同学们体验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

的魅力，深入了解西安交通大学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

点实验室。

一、活动形式及时间

1. 活动形式：此次夏令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详情参见

后续通知。

2. 活动时间：2025年 7月中旬，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二、活动规模：线上、线下均不超过 150人

类型 专业

学术学位（硕博贯通、直博）
力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专业学位 航空工程、航天工程

三、活动内容

1. 学院介绍：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发展历史、师资力量、人才培养、

教学和科研方向与成果等情况。

2. 全国重点实验室介绍：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点实

验室的历史、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等情况。

3. 专业宣讲会：系所负责人及学科知名教授向学生介绍各系、专业的研究方

向、研究实力和毕业去向等。

4. 前沿学术讲座：知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做专题学术报告，解答学生疑惑、

激发学生对科研方向的兴趣。



5. 优秀学子经验分享交流。

6.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

国重点实验室等宣传片观摩。

7. 参加各研究方向的交流活动。

8. 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

四、申请条件

力学、航空航天、机械、能源动力、材料、自动化、土木等相关专业背景

的三年级在校本科生（2026届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全国重点高校，学习成绩优异，前五学期学习成绩排名前 20%；

2. 对航天航空和力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在科研、竞赛等方面有优

异表现者，可适当放宽。

五、报名申请流程

1. 报名时间：6月 1日至 6月 20日

2. 报 名 流 程 ： 申 请 人 登 录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夏 令 营 报 名 系 统 ”

（http://yzbm.xjtu.edu.cn/ ）——报名项目选择“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注

册获取报名号——用报名号重新登录——阅读查看学院夏令营相关规定——填

写报名信息、上传报名材料后保存提交。

3.上传材料清单：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25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申请表（参见附件,

含盖章）；

 截至目前为止的本科阶段成绩单 1份（加盖学校或学院教务部门公章）；

 英语四、六级证书复印件或其他外语水平的证明材料；

 其他证明材料（如已发表论文、专利、各类获奖或资格证书)；

 身份证（正、反面）和学生证；

鼓励学生提前联系报考导师，确定双方意向，如获得导师推荐信，请在报名系统

中一并上传，作为选拔入营资格的参考。

【注意事项】

所有报名材料请按上述顺序统一扫描整理到一个完整的 PDF文档中并压缩

后上传（PDF文件请以“姓名+学校+报名学科”命名），材料力求精简，突出重

点，总页数最多不超过 20页，英语水平证明和其他获奖证书建议采用缩印的形

式，图文清晰即可。



六、材料审核

夏令营的材料审核与入营确认将于 2025年 6月 20日至 7月 3日进行，请申

请者密切关注审核状态并及时确认是否参加。入营名单及相关安排将在西安交通

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网站上公布。届时未收到入营通知的同学皆为未入选者，不另

行通知。

七、注意事项

1. 完成系统报名后，请务必加群，后续重要通知在该 QQ 群（群号：

1037833411）发布。

2. 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入营确认者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入营资格。

3. 入选营员须全程参加夏令营活动。

4. 若发现申请材料弄虚作假，取消或追回申请人一切由此获得的权益，并保

留追诉的权利。

5. 我院为线下入营同学提供食宿，其他费用由营员自理。

6. 入选线下营员须自行购买保险，报到时提供保单核验。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9-88968754

学院主页网址：http://sae.xjtu.edu.cn/

更多相关内容请留意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网站相关招生信息。

2025年西安交大航天学院夏令营交流 QQ群 西安交大航天学院公众号

（加群验证信息：姓名+学校）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025年 5月 27日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简介

航天航空学院成立于 2005年 4月 10日，由力学和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两个

一级学科支撑建设。设有工程力学和空天工程两个系，拥有 11个省部及以上重

点教学科研基地，包括两个国家级平台：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

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力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111”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轻质材料和智能结构的基础力学问题和智能飞行器流固耦合力学与仿生技术

创新引智基地，以及 7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多功能材料与结构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教育部新型飞行器联合研究中心服役环境预示分中心、陕西省先进飞行器

服役环境与控制重点实验室、陕西省航天结构振动控制工程实验室、陕西省无损

检测与结构完整性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核结构安全与力学国际联合研

究中心、陕西省力学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此外，学院还建有空天科学与技术高端

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基地、空天科学与技术中乌国际化人才合作培养基地、国际工

程教育中心、国际应用力学中心、丝绸之路空天技术创新中心五个国际交流合作

基地；设有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两个博士后流动站；主办《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两个国际学术期刊和《应用力学学报》国家级学术期刊。

建设理念：力学创新、驱动空天；空天需求，牵引力学

发展思路：集一流队伍、建一流基地、创一流环境、出一流成果、育一流人

才

学院文化：力学笃行、精勤巡天

本科专业：工程力学（国家一流专业、教育部特色专业、基础人才拔尖计划

2.0、强基计划、陕西省名牌专业），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国家一流专业、教育

部特色专业），飞行器动力工程。

硕士、博士点：力学一级学科、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航空工程领

域和航天工程领域。其中：固体力学为国家首批博士点、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力

学学科 2017年、2021年均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第四轮学科评估

为 A（并列第三）。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员工 205人，含：教师 133人、专职科研人员

及博士后 38人、实验技术人员 14人。其中领军学者 9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22
人，10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95%的教师具有国外留学、访学经历，部分教

师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乌

克兰国立航空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创新研究群

体、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和 2个“111引智”基地（力学、航空宇航各一个）。

学院坚持“四个面向”，以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为使命，积极开展有组织的科

学研究，以首席单位主持国家 973 项目 5 项，以及 863 项目、国家重大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国防重大重点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300 余

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6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发明奖 7 项、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 70余项；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省部级教

学成果奖 10 余项。学院在重型燃气轮机关键核心技术、卫星通信精指向方面的

研究成果入选 2020年国资委评选的十大“国之重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

新成就展。

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广泛，与美、英、俄、日、德、法、加等国家的一流大学

和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学生整

体出国（境）访学比例超过 30%。学院毕业生在社会各界享有良好声誉，有的成

为国际知名学者，如美国三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高华健教授，美国三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锁志刚教授，中国工

程院院士、湖南大学陈政清教授，加拿大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香港理工大

学成利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康继东教授等；有的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如原国

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共十七、十八大中央委员刘鹏等；有的成为知名企业家，如

米亚斯物流设备（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忠、喜马拉雅联合创始人兼联席

CEO余建军等。

学院学子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十三五”以来，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中国国际飞行器挑战赛总决赛团体冠军、“挑战杯”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黑科技”专项一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最高奖等国内外重要赛事奖项 80余项。学院育人成效显著，“十三五”以来，

获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6篇，博士生宋思扬获评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杨海谦入选人民日报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百名代表，超过

70%的学生选择到国家重点领域和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学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筑牢教学科研主阵地，获评陕西省师德建设示

范集体，应用力学党支部成功入选第四批全国高校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名单，

博士生航空宇航党支部获批“全国百个研究生样板支部”并高质量通过验收。

学院建设发展得到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设有以著名

力学家唐照千教授命名的“唐照千奖学金”、校友捐资设立的 “西迁精神传扬

奖”“俞茂宏基础力学优秀奖基金”“沈亚鹏教育发展基金”“沈文均教育发展

基金”“中国航天基金会-启明航天奖学金”“米亚斯航天学生综合素质基金”

“朱继梅教育发展基金”“垣矽技术教育发展基金”等，有力推动了学院高质量

发展。



工程力学系简介

工程力学系学科专业历史悠久，1923年建立高等力学实验室，1957年建立

国内首批应用力学专业，1979成立工程力学系。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第

四轮、第五轮学科评估力学均为 A。1962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振动测试基地，

首批博士点（1981）、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1985）、首批国家重点学科（1988、
2001、2006），1989年设力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力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7
年建成国家级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5个。创办 4个学术期

刊。本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首批陕西省“一流本科专业”、

“教育部第一批特色专业”、陕西省“省级名牌专业”、2017年陕西省“一流

专业”建设项目。

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坚持和弘扬“数理、力学、工程相结合”的学术思想，瞄

准国际学科前沿，按照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力学基础理论学习，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培养开拓创新精神，传承交大西迁精神，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

流。践行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立德树人，形成了“基础厚、重实践、能力强、

适应广”的力学人才培养特色和传统。

以“集一流队伍、建一流基地、创一流环境、出一流成果、育一流人才”的

思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在力学及相关领域起引领作用的杰出人

才。60余名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95%有留学经历。其中，国家级领军人才 4
名、国家杰青 4名、国家级青年人才 10余名、百千万国家级人选 3名、教育部

（跨）新世纪人才 12名。以第一单位获得 4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5年教

育部创新研究团队，2010、2013 年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基础力学教学团

队为省级教学团队。2018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2022年获国家教

学成果一等奖（参与）和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

空天工程系简介

交通大学 1933年设航空门，1942年创办航空系，是国内最早开始航空教育

的大学之一。2005年成立空天工程系，下设航天工程教研室和航空工程教研室。

本系现有教师 62人，均具有博士学位及海外留学、研究经历，其中教授 28人、

副教授 29人、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员 7 人；45 岁以下教师占比 75%，形成了学

缘结构与年龄结构合理、多元化、国际化的学科队伍。

本系拥有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依托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力学两个一级学科，以及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新型飞行器服役环境预示研究中心、陕西先进飞行器服役环境与控制重点

实验室等基地，瞄准航空宇航飞行器设计及推进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开展航天、



航空飞行器设计、航空发动机、航天推进器等领域的学术前沿基础理论及新方法、

新技术的研究及应用，包括飞行器及发动机结构振动、强度、健康监检测，航空

发动机先进冷却及燃烧，飞行器设计与控制、飞行器热防护、先进推进技术等。

为我国的民用和国防航空航天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专门人才。

本系承担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教学工作，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教育部特色专业。近年来在“985”
以及“双一流建设”工程的支持下，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毕业生大部分出国或升

学继续深造，其余就业于航空航天、能源动力、国防军工等领域的科研院所和大

型企业从事科研、设计以及高层次技术管理工作。

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点实验室

本实验室前身是 1985年由原国家计委设立的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机械

结构强度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1988年建成并向国内外开放，2022年重组

为“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全国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坚持“饮

水思源，和谐奋进”，经过 30余年的建设、运行和发展，已成为我国力学领域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及高级力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国内外享有良

好声誉。

实验室以燃气轮机、核电等清洁能源动力装备，以及卫星、飞行器等空天装

备的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重大装备结构设计、制造、服役和维护全寿命周

期中的强度与寿命关键科学问题，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标准与规

范等，服务我国复杂服役环境重大装备结构研发与制造的高质量自立自强。围绕

重大装备结构强度与寿命相关的关键科学问题，突出复杂服役环境，实验室设立

如下研究方向：

1. 材料的本构、损伤、断裂与疲劳

2. 结构完整性、无损监检测与寿命评价

3. 结构动力学、振动与控制

4. 复杂流动与流固耦合

5. 结构强度与寿命设计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实验室物理空间约 5万平方米，现有仪器设备逾 2亿元。拥有亚洲唯一MTS
双轴材料试验系统、自主研发亚洲最高（30m）落锤冲击实验系统；建成从高温

到低温、高速到低速、大载荷到小载荷的体系完整的多场复杂加载、微观分析、

无损检测、强度和振动实验系统。

近年来，实验室从哈佛、剑桥、牛津、加州理工、东京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

和研究机构引进一批优秀人才。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100余名，包括：国家级人才

30余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两个），



国家外专局/教育部高校 111引智计划团队（两个）等。形成了年龄结构、学历

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队伍。

实验室在国际交流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美、英、日、德等国家的一流大

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

合、竞争”的运行机制，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利用本实验室的先进仪器设备，

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实验室主页：

http://mssv.x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