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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工程博士材料加工工程博士材料加工工程博士材料加工工程博士点点点点、、、、硕硕硕硕士士士士点点点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加工工程学科是由原铸造、锻压、焊接和热处理（部分）四个学科合并组成。上述四个学科均成立于1952年，创建伊始就承担了为全国
高校铸造、锻压、焊接和热处理专业培养师资力量的艰巨任务，同年由苏联专家培养研究生，在我国创立了比较完备的金属热加工专业教学体系。1982年被批准
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后流动站。1987年，铸造、焊接和热处理三个学科被评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经过全国院校学科调整，合并成
现在的材料加工工程学科，并于1996年被确定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1998年被批准设立特聘教授岗位，2001年全国重点学科评比中被评为同学科第一
名。 

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为： 

焊焊焊焊接接接接研研研研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 

高效焊接方法及过程智能控制：研究高效焊接方法、焊接热源物理基础与能量传输机理，熔滴过渡、熔池行为与焊缝成形，焊接过程质量传感与智能控制，
焊接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集成技术及应用； 

焊接结构可靠性与质量评价：研究焊接接头的力学行为，焊接结构应力与变形控制，连接接头的自动化检测与分析，智能化质量评价与仿真，结构可靠性与
寿命评估； 

新材料及异种材料连接：研究新材料、异种材料的连接性及界面行为，超声、扩散、自蔓延高温合成等新连接方法，连接过程的数值模拟及接头质量控制； 

微连接与电子封装：研究微细尺寸材料连接的特殊性，微连接新方法、微细材料连接界面行为分析方法，原子尺度润湿性及钎料合金设计，微电子封装可靠
性预测与优化设计； 

表面改性与延寿技术：研究电子束表面强化与镀膜，激光熔覆与表面合金化，等离子体喷涂﹑烧结与刻蚀, 等离子体离子注入与沉积技术，以及各种材料表
面改性与延寿工艺。 

液液液液态态态态金金金金属属属属成形成形成形成形与与与与凝固凝固凝固凝固研研研研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 

液态金属形成理论与过程模拟、仿真与缺陷预测；非平衡凝固理论与亚稳材料制备基础，大块非晶、快速凝固微晶及金属纳米晶材料形成理论与性能表征，
喷射成形过程及组织、性能控制； 

液态金属微观结构、组织遗传性，特种合金熔配理论与技术基础；先进材料特种定向凝固理论基础与工艺，物理场作用下的凝固行为与组织控制； 

特殊复杂结构件精密近净形液态成形理论与工艺基础，耐高温等特殊条件下应用的新型结构与功能材料液态成形理论与工程应用。 

塑性加工塑性加工塑性加工塑性加工研研研研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究方向： 

塑性成形理论、数值模拟及控制：内高压成形、难加工板材粘性介质压力成形、高能率成形、等温精密锻造及锻件组织性能控制、超塑性成形及扩散连接、
旋压成形、摆辗成形、纳米材料构件成形、钛合金及难变形合金成形、微型构件精密成形； 

材料制备及成形：研究金属基复合材料、半固态材料、储氢材料、纳米复合材料、纳米晶粉末、金属间化合物粉末，机械合金化、粉末冶金及粉末材料致密
化和半固态成形理论。 

本学科与美、日、德、俄、英、法、韩等十多个国家和港台地区的数十所大学、研究所和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及人员往来关系，鼓励教师
和优秀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并与国外著名学者建立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机制和渠道，为建设国际先进的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学学学学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点点点点、、、、硕硕硕硕士士士士点点点点 

材料学学科是1981年我国首批建立的博士点，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点，1996年被评为我校“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八个学科（群）之一，1999年获准
设高等学校特聘教授岗位，并为“985”共建的重点学科，2001年全国第二批重点学科评估时，在通讯评议中名列第二。本学科涵盖材料科学系、特种环境复合
材料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特种陶瓷研究所和分析测试中心等单位。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及陶瓷基复合材料，高比强合金，梯度功能材料，薄膜材料，材料表面改性技术，计算材料学以及各种材料的工程
应用等。 

金属基复合材料包括铝基复合材料、镁基复合材料、钛基复合材料等； 

陶瓷及陶瓷基复合材料包括生物陶瓷、新型陶瓷及其复合材料和金属陶瓷等； 

高比强合金包括铝基、钛基、镁基合金等； 

功能材料包括梯度功能材料、磁性材料、石墨材料、纳米碳管、导电材料等； 

薄膜材料涉及耐磨减摩自润滑薄膜、各种功能薄膜和复合薄膜等； 

表面改性包括离子注入表面改性、激光表面改性、稀土表面改性、微弧氧化、复合表面改性等。 

本学科从多方面加强对外交往的力度，拓宽交流渠道，与美、英、日、德、俄等国进行广泛交流与合作，邀请本领域著名专家讲学、派出教师参加国际会
议、国外进修、访问、讲学等，不断提高学科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引进知名归国学者3人（含洪堡学者2人）。在广泛对俄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成立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先进材料与技术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分部。 



 

材料物理材料物理材料物理材料物理与与与与化化化化学学学学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点点点点、、、、硕硕硕硕士士士士点点点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物理学科于1986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1998年材料物理与化学学科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可接受博士后。 

本学科拥有先进的实验条件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研究方向为：形状记忆材料、生物医学材料、功能复合材料、功能薄膜材料、功能高分子材料、化学能
源材料、敏感电子材料、纳米结构组装与加工等。 

空空空空间间间间材料材料材料材料与与与与加工博士加工博士加工博士加工博士点点点点、、、、硕硕硕硕士士士士点点点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材料与加工学科于2008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并可接受博士后。 

本学科依托于空间环境材料行为与评价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拥有先进的实验条件和良好的科研环境。空间环境与材料的交互作用是航天技术中重要的
研究领域之一，也是与现代物理、化学、数学及材料学等基础学科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材料与器件的环境损伤效应机理、性能退化规律
与表征、以及辐射防护技术，空间环境效应等效与加速试验技术，航天器用新材料加工与性能特性数据库的建立等。 

信息功能材料信息功能材料信息功能材料信息功能材料与与与与器件博士器件博士器件博士器件博士点点点点、、、、硕硕硕硕士士士士点点点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学科于2009年3月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可接受博士后。  

本学科拥有先进的实验条件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研究方向为：光电薄膜材料与器件，特种光纤与光纤器件器件，太阳电池材料与光伏器件，固体发光材
料与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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