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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航空航天增材制造”专题前言

航空航天产品通常具有多品种和小批量生产的特点。相比之下，增材制造技术由于具有无需

模具、生产速度快以及能够实现近净成形等优势，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相比传统制造方法有着显著的

优势，特别适合用于制造航空航天领域的复杂结构。在新型号研制与定型阶段，增材制造技术已经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 20世纪 80年代诞生以来，航空航天领域的增材制造技术经历了

从快速原型试制到零件装机应用，再到以发动机燃油喷嘴为代表的批量生产阶段；同时，其应用范

围也从功能结构扩展到次承力结构，再到现在的大型框梁承力结构，为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结构减重

和经济性提升等提供了重要支持。

新一代航空航天飞行器，如高超声速飞行器、超燃冲压发动机、重型运载火箭，其特点是飞

行速度更快、面临的服役环境更加复杂和极端、轻量化设计达到更高水平、可靠性要求更为严

格，这些特性对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针对难熔高熵合金、陶瓷、形状记

忆合金、新一代高温合金、铝/铝锂合金、钛合金、镁合金等材料的增材制造技术，实现结构性能

和功能的跨越式提升；发展力/热/声学超材料、仿生结构及异质/梯度材料和结构的设计与制

造技术，实现材料、结构与功能的一体化；发展原位观察和在线监测技术，加深对增材制造过程

中的凝固、相变行为和缺陷形成机理的理解，为缺陷控制和质量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探索基于

成分优化、超声/电磁等能场辅助以及后处理等的新工艺方法，实现增材制造中缺陷、组织和性

能的协同调控。

为加强航空航天增材制造领域的学术交流并推动相关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发展，《中国激光》在

2024年第 10期推出“航空航天增材制造”专题，旨在集中展现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及进展。组稿过程得到了全国航空航天和增材制造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

专题共收录 22篇优秀论文，包含 6篇综述性文章和 16篇研究性论文。这些论文紧密围绕航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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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领域的实际需求，涵盖了“超材料/梯度/异质/多功能一体化结构设计”“航空航天用高性能新材

料的增材制造工艺”“多物理场的模拟仿真及后处理工艺的调控”“高性能/多功能复杂构件增材制

造的性能评价与验证”等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全面展示了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研

究进展。相信该专题将对我国航空航天技术科学及其应用领域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最后，对专题的组稿专家、撰稿作者及同行评议审稿人的鼎力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对

《中国激光》编辑团队在专题策划和出版方面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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