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辛红敏

职称：副教授

最高学位：博士

所属硕点：机械（车辆工程）

所在院系：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18706781051

邮箱：xhm0330@163.com

专业方向：航空航天复杂结构件数控智能制造装备及工艺、冷喷涂增材制造、抗

疲劳制造技术、物联网与智能交通技术

研究成果：

简述：西北工业大学博士、博士后、高级工程师，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导师，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讲《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程，襄

阳市机械工程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航空复杂曲面结构件数控智能装备及工艺

技术， 增减材复合制造工艺及技术，冷喷涂再制造新材料新工艺研发及应用；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 篇，EI 收录 5 篇。申请发明专利 30

余项，授权 15 项。主持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一项，湖北省重点研发项目 1 项，

参与国家重大专项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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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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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号：ZL201911083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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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一，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ZL202010181039.3

[2]整体叶盘复合数控铣削双立柱机床加工前的校准方法，排名第一，发明专利，

授权，专利号：202110041586.6

[3] 整体叶盘复合数控铣削双立柱结构机床，排名第一，发明专利（授权：

201810615012.3）

[4] 整体叶盘盘铣开槽加工方法，排名第一，专利号：201810615016.1（授权），

发明专利

[5] 整体叶盘复合数控铣削双立柱机床精度校准方法，排名第一，

专利号：201810615026.5 （授权），发明专利

[6]一种整体叶盘高效强力复合数控铣削折叠结构机床,排名第一，专利号：

2013100423711（授权）发明专利



[7] 整体叶盘高效复合铣削盘铣装置鼠牙盘锁紧机构,排名第一,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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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整体叶盘高效强力复合数控铣削垂直结构机床,排名第二，专利号：

2013100418287（授权）发明专利

[10]一种开式整体叶盘快速换刀装置,排名第一，专利号：2013100039100（授权）

实用新型

[11]一种斜拉桥拉索爬行机器人，排名第三，专利号：2015102154526（授权）

发明专利

[12] 一种测量叶片安装端面与工作台回转中心距离的方法,排名第四,专利

号:2013100143212(授权),发明专利

[13] 整体叶盘磨粒流抛光用夹具, 排名第五,专利号:201310068486.8(授权)发

明专利

[14] 一种蜗轮蜗杆的消隙机构,排名第五,专利号:2013100441391(授权)发明专

利

[15] 一种用于五坐标机床的锁紧摆头,排名第七,专利号:2012103028940(授权)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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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式整体叶盘通道复合粗加工方法,排名第六,专利号:2012103083100(公

开)

[23] 一种整体叶盘盘铣加工法兰盘刀具装夹结构，排名第一，发明专利

（实质审查，受理号：201810197988.3）

[24] 一种整体叶盘盘铣开槽加工三齿交错刀具及使用方法，排名第一，发明专

利（实质审查，受理号：201810188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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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1]襄阳市高新区重大项目，基于冷喷涂增材+五轴自适应减材复合加工的航空

Ti2AlNb 零件快速制造技术，2022.1-2024.7，50 万元，立项，参加

[2]西北工业大学发动机高性能制造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JPM-2022-04,

整体叶盘高效强力-高速精密铣削余量与参数协同控制方法，2023.1-2024.12，4

万元，在研，主持

[3]湖北省支持企业创新发展项目（2021BAB005）：航空镁铝合金复杂结构件冷喷

涂 3D 增材快速制造，2021BAB005, 2022.1-2023.12 , 50 万，项目负责人

[4] 2021 年襄阳市科技计划项目（2021AAH003594）：基于冷喷涂增材的铝镁合

金快速制造技术，2021.7.1-2024.7.1，50 万元，在研，参加

[1] 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航空发动机整体叶盘盘铣高效开槽加工技术研究”

(基金号:2018M631195)，项目负责人

[2]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航空发动机整体叶盘

高效强力复合数控铣床开发及应用”(基金号:2013ZX04001081)，主要参与人。

[3]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航空发动机叶片加

工生产线及整体叶盘抛光机床示范应用，（基金号：2015ZX04001003）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复杂曲面自适应柔性抛光表面完整性控制理

论与方法”，（基金号：51675439），主要参与人。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表面完整性控制”，基金号：51005184，主要参与人。

[6] 研究生种子基金“宽行铣削加工机理研究”，基金号：Z2014095

[7]横向项目：机床状态监控及数据采集系统研究，金额：7.84 万，项目起止时



间：2020.12.1-2021.6.30，主持

[8]横向项目：航空镁铝合金冷喷涂 3D 增材快速制造技术，金额：140，项目起

止时间：2021.7.1-2024.6.30，主持

[9]国家科技奖培育专项，航空复杂曲面件高效强力复合铣削技术及应用，项目

编号：2021kpgj02，资助金额 25 万，项目起止时间：2021.6-2026.5

[10]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项目，航空航天复杂构件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团队,

项目编号：2021kptd04，资助金额 12 万，项目起止时间：2021.6-2025.5

[11]研究生质量工程项目，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项目编号：YZ3202102，资助金额 3万，项目起止时间：2021.6-2023.5

[12]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设计与测试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多物理场

耦合对盘铣刀具磨损机理及控制方法,项目编号：ZDSYS202104 资助金额：2万，

2021.1-2021.12

[13] 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设计与测试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整体叶

盘高效强力盘铣变质层形成机理及主动控制方法,项目编号：ZDSYS202204,资助

金额：4万，2022.6-2023.5

[14]湖北文理学院学科开放基金项目,热力耦合对复合铣表面完整性的影响规律,

项目编号：XKQ2021013，资助金额：5万，2021.1-2021.12

[15]湖北文理学院学科开放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KQ2020015，资助金额 4 万，

2020.1-2020.12

[16]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项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利用厢式货车建设大

规模临时隔离病房可行性及建设方案，项目编号 27，资助金额：1 万，

2020.1-2020.12

学习和工作经历：

1999.9-2002.6 南阳理工学院

2002.7-2006.8 河南奔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6.9-2008.8 浙江省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08.9-2011.6 河南科技大学 获硕士学位

2011.7-2012.2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3-2017.3 西北工业大学 获博士学位

2017.7-2019.9 西北工业大学 博士后



2019.10-至今 湖北文理学院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