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备环境工程》第三届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拼音或字母排序） 

名 誉 主 任 委 员 

吴伟仁（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  任  委  员 

刘  刚（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副 主 任 委 员 

钱一欣（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吴护林（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高  级  顾  问 

才鸿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侯保荣（中国工程院院士） 

柯  伟（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尚合（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永才（中国工程院院士） 

邱志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  浚（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向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  内  委  员 

白真权（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蔡健平（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蔡远利（西安交通大学） 
蔡振兵（西南交通大学） 
车付田（河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 
陈光章（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陈海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跃良（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 
陈忠明（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陈自强（上海交通大学） 
成天涛（复旦大学） 
成  竹（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丁雪兴（兰州理工大学） 
董俊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董世运（陆军装甲兵学院） 
董泽华（华中科技大学） 
杜  敏（中国海洋大学） 
冯立新（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付前刚（西北工业大学） 
傅  耘（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高  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顾兆林（西安交通大学） 

桂泰江（海洋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洪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郭少云（四川大学） 
郭小朝（空军军医大学） 
郭学辉（西安石油大学） 
韩恩厚（广东腐蚀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 
韩建立（海军航空大学岸防兵学院） 
何春霞（南京农业大学） 
何德良（湖南大学） 
何  仁（江苏大学） 
何宇廷（空军工程大学） 
侯冬云（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 
胡勇有（华南理工大学） 
黄安畏（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黄桂桥（钢铁研究总院青岛海洋腐蚀研究所） 
黄  铭（云南大学） 
黄  云（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姜  潮（湖南大学） 
焦纬洲（中北大学） 
揭敢新（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康士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李昌坤（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李桂娟（大连测控技术研究所） 
李海波（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 
李  晖（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三研究所） 
李明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李谋成（上海大学） 
李少香（青岛科技大学） 
李晓刚（北京科技大学） 
李晓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  岩（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李忠盛（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李在均（江南大学） 
林  安（武汉大学） 
林昌健（厦门大学） 
林  干（装发环境工程专家组） 
林冠发（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蔺存国（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刘  东（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刘宏芳（华中科技大学） 
刘  辉（中南大学） 
刘建忠（浙江大学） 
刘凯龙（陆军试验训练基地） 
刘马宝（西安交通大学） 
刘少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祥萱（火箭军工程大学） 
卢  琳（北京科技大学） 
陆  峰（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吕战鹏（上海大学） 
马界祥（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马君峰（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毛保全（陆军装甲兵学院） 
毛卫国（长沙理工大学） 
穆志韬（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 
牛宝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 
欧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 
潘湛昌（广东工业大学） 
彭群家（中广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钱兆俊（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 
邱  晞（西安飞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屈撑囤（西安石油大学） 
冉秀忠（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尚德广（北京工业大学） 
邵忠宝（东北大学） 
邵忠财（沈阳理工大学） 
沈瑞琪（南京理工大学） 
石  全（陆军工程大学） 
宋仁国（常州大学） 

宋诗哲（天津大学） 
宋希文（内蒙古科技大学） 
宋祖勋（西北工业大学） 
孙  杰（沈阳理工大学） 
孙明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孙志华（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所  俊（海军研究院） 
谭志良（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汤宝平（重庆大学） 
汤文明（合肥工业大学） 
汪雪良（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王  贵（广东海洋大学） 
王浩伟（航空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王吉会（天津大学） 
王克军（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 
王  鹏（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王  琦（辽宁工业大学） 
王启民（广东工业大学） 
王体健（南京大学） 
王煊军（火箭军工程大学） 
王学田（北京理工大学） 
王延相（山东大学） 
王雨时（南京理工大学） 
王  哲（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王振尧（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魏化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三研究所） 
魏世丞（陆军装甲兵学院） 
吴  行（63963 部队） 
吴  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吴明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吴  勋（解放军 96901 部队 24 分队） 
吴宜勇（哈尔滨工业大学） 
吴志伟（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向树红（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谢发勤（西北工业大学） 
徐  东（安徽工业大学） 
杨国来（南京理工大学） 
杨生胜（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杨  毅（南京理工大学） 
杨远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易  胜（63961 部队） 
尹爱军（重庆大学） 
于存贵（南京理工大学） 
余永刚（南京理工大学） 
詹  亮（华东理工大学） 
张大全（上海电力大学） 



张  盾（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张国庆（广东工业大学） 
张  津（北京科技大学） 
张乐福（上海交通大学） 
张  雷（北京科技大学） 
张伦武（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张士峰（国防科技大学） 
张天才（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张永胜（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  勇（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张  昭（浙江大学） 

赵保平（北京机电工程研究所） 
赵春晖（哈尔滨工程大学） 
赵国仙（西安石油大学） 
赵景茂（北京化工大学） 
赵  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振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郑  玲（重庆大学） 
周和荣（武汉科技大学） 
周  堃（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朱志平（长沙理工大学） 

国际委员 

Wei Gao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装备环境工程》第一届青年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拼音或字母排序） 

卞贵学（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 
丛大龙（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程玉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崔平（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 
崔中雨（中国海洋大学） 
杜彦斌（重庆工商大学） 
付安庆（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 
管小荣（南京理工大学） 
侯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胡明（沈阳理工大学） 
黄彪（北京理工大学） 
黄桥高（西北工业大学） 
黄振贵（南京理工大学） 
李贵杰（大连理工大学） 
梁志远（西安交通大学） 
刘斌（武汉理工大学） 
刘宁（哈尔滨工程大学） 
刘栓（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刘涛（上海海事大学） 
卢海涛（中国兵器工业第二〇八研究所） 
卢向雨（河海大学） 
罗楚养（东华大学） 
骆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满成（中国海洋大学） 
苗强（四川大学） 
庞福振（哈尔滨工程大学） 
庞维强（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綦磊（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乔岩欣（江苏科技大学） 

任元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沈自才（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 
时圣波（西北工业大学） 
宋江凤（重庆大学） 
睢贺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王晶晶（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王强（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王铁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王哲君（火箭军工程大学） 
汪泉（安徽理工大学） 
文青波（中南大学） 
夏大海（天津大学） 
夏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云泽（大连理工大学） 
杨小奎（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姚洪志（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姚建尧（重庆大学） 
姚术健（中南大学） 
张超（西北工业大学） 
张国庆（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 
张宏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静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所） 
张腾（空军工程大学） 
赵方超（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 
赵海盛（大连理工大学） 
赵鲲（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周青华（四川大学） 
庄建宏（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引信环境适应性”专题主编介绍 

陈慧敏，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机电学

院探测与控制工程系支部书记、副主任，《航

空兵器》期刊编委，《红外与激光工程》、《探

测与控制学报》期刊青年编委。主要从事近

程激光探测与抗干扰、目标特性、激光成像

等方面的研究。在脉冲激光引信气溶胶（烟

雾、扬尘、云雾等）传输特性建模、仿真、

测试、评估及线阵激光成像引信目标识别等方面具有研究优势和特色。

近五年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科委基础加强课题、共用技术、

军科委领域基金、装发领域基金、重点实验室基金、快速扶持、横向项

目十余项。获得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发表相关论文 40 余篇，被

SCI、EI 收录 3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软件著作权 30 余项。

以第一作者出版著作《激光引信技术》、《近程激光探测技术》2 部，主

编图书获得第六届兵工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指导的研究生获得第二届

兵工学会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引信环境适应性”专题序言 

引信是利用目标信息、环境信息、平台信息和网络信息，按预定策

略引爆或引燃战斗部装药，并可给出续航或增程发动机点火指令，选择

弹药飞行姿态、飞行航路及攻击点，实施攻击任务协同及敌我识别的控

制系统。引信是武器装备的核心部件，广泛用于兵器、船舶、航空、航

天等领域的炮弹、火箭弹、枪榴弹、鱼雷、水雷、导弹等的起爆控制以

及飞行器和航天器的点火、分离等控制。引信技术涵盖面广，可用空间

小，技术与工艺复杂，经受的环境恶劣和物理场多，既要担负弹药从生

产、储存、运输、发射的高安全控制，又要实现弹药终点高效毁伤的高

作用可靠性。现代引信必须具备高安全、高可靠性和恶劣环境下正常作

用的能力，如何在越来越恶劣的发射环境、电磁环境、自然环境、干扰

环境等环境下，实现对弹药的精确炸点控制和高效毁伤功能，成为引信

行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引信环境适应性研究对提高武器系统的安全性和适应性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为了展现近年来国内各单位对引信环境适应性方面的最新成

果，促进相关单位和团队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引信环境适用性基础理论

和工程技术的发展，特此设立了引信环境适应性专题。经过征稿、约稿

和审稿等工作，目前专题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专题包含了 9 篇论文，涉

及引信的发射环境、电磁环境、自然环境、干扰环境等研究内容，希望

能够让读者对引信环境适应性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状态有所认识，并且也

为各团队的合作交流提供机会。 
 

专题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