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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为了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加强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管理，保证全日制研

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学制和学习年限
第一条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低于３年，最长不超过６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
第二条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低于２年，最长不超过５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第三条　 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可延至７年。
第四条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短不低于２年，最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二、培养计划
第五条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

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硕
士研究生培养计划报本人所在学院（系）备案，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报研究生院
备案。

三、课程和学分
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１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１２学

分，非学位课程一般为６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第七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

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一般为９学分，教学环节３学分。
第八条　 各学科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学分进行适当调整，上下浮动１ － ２学

分，具体学分数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并列入培养方案。
第九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

实践环节三部分组成。课程总学分不少于２５学分，其中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不少
于２０学分，实践环节为５学分。可根据各专业领域特点，由各学院确定安排实验
类课程、实习、生产实践、工程训练、前沿讲座等内容。

第十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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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
同时，导师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 － ３门，补修课程列
入研究生培养计划。

第十二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
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第十三条　 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７０分
或单科达６０分且加权平均达７５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６０分为合格，
教学环节通过为合格，合格即可取得相应学分。

四、教学环节
第十四条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

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
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至少做两次公开
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其中一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
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
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至少做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

第十五条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科学研究课题，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第十六条　 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实践活动。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实践形式包括助教、助管、助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

项实践活动的累计时间要达１周以上。研究生完成实践活动后要进行小结，并请
实践活动的所在单位对研究生实践环节的时间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小结和考
核评价结果报所在学院。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
则上不少于１年。我校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
地开展实践教学。研究生以完成的实习总结报告和实践所在单位评语作为考核
依据，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

其他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活动按照相应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关规
定执行。

第十七条　 博士研究生开题前应研读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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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５０％），撰写一篇不少于５０００字的文献综述报告。文献综述报告需在一定的范
围内进行研讨或公开发表，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题前应研读不少于３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４０％），撰写一篇不少于３０００字的文献阅读报告。文献阅读报告需在一定的范围
内进行研讨，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

第十八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在硕士阶段的教学环节不作要求。
五、开题报告
第十九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
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三学期内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

少半年方可申请答辩。
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四学期内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

少一年方可申请答辩。
通过博士生资格认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

六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申请答辩。
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六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

方可申请答辩。
六、中期考核
第二十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第四学期前期完成中期考核，博士生在第五

学期前期完成中期考核。直博生在第六学期前完成博士生中期考核。中期考核
需检查其课程学习情况和论文进展情况。

七、学术论文
第二十一条　 博士研究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按要求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

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
申请博士学位者应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且

第一署名单位为河海大学，公开发表一定数量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
１、申请理学、工学学科门类博士学位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应至少有１篇学术

论文在外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并被ＳＣＩ收录；
２、申请法学、管理学学科门类博士学位者，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１）至少有１篇学术论文在外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并被ＳＣＩ或ＳＳＣＩ或ＡＨＣＩ

收录；
（２）有２篇学术论文被ＳＣＩ或ＥＩ收录（其中至少１篇为外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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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有３篇学术论文发表在ＣＳＳＣＩ检索源期刊上。
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多认定一篇。
３、其他等同条件如下：
（１）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有个人证书），可免除论文发表的要求；获得省

部级科技成果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排名前５位）、二等奖（排名前３
位）、三等奖（排名前２位）、或发明专利授权（每项专利仅限一名博士生申请学位
使用，由专利排名第一人认定），等同于发表相同数量的ＳＣＩ或ＥＩ论文。

（２）成果均应以“河海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申请硕士学位者，应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且

第一署名单位为河海大学，在核心期刊（学校指定的期刊目录）上发表一篇与学位
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及以上（有个人证书）或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等同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同数量
的论文。

八、学位论文
第二十二条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开题报告、中期检

查、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第二十三条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成果应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对经济建设

有较重要意义。论文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反映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对所研究的课题在基本理论、计算方法、测试技术、
工艺制造等某一方面有新的见解，或用已有理论及最新科技成就解决工程技术的
实际问题，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必须注重理论分析，论文能
体现硕士研究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良的学术作风。

第二十四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
或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论文应具备一定的难度和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
学理论、方法和手段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
性、实用性。

九、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培养工作实行校院二级管理，研究生院代表学校对研究

生的培养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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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硕士研究生的成绩管理由学院负责，博士研究生的成绩管理由
研究生院负责。

第二十七条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由学生所属学院负责，博士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

第二十八条　 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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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０３０３０１）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社会学（０３０３）

一、培养要求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优良的品质和严谨的

学风，掌握深厚的社会学理论，熟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独立地从事探索性
研究的社会学高级专门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移民社会学（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城乡社会学（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环境社会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社会评估（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５、法律社会学（Ｌａ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６、人口社会学（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７、政治社会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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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３Ｄ０１ 社会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３Ｄ０２ 社会研究方法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３Ｄ０３ 社会学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１ 秋

０９０３Ｄ０４ 移民研究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３Ｄ０５ 中国社会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３Ｄ０６ 工程社会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６ ２ 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９０３Ｄ０７ 环境与社会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６ ２ 春

０９０３Ｄ０８ 土地制度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３６ ２ 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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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０３０５０１）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旨在培养博士生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和
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现实社
会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成为能胜任本专业
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实际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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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６Ｄ０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６Ｄ０６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６Ｄ０５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８ １ 春

０９０６Ｄ１０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春

０９０６Ｄ０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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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０３０５０５）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培养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系

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具有较强分
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一到两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
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
成果；能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党政、群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高级
专门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比较思想政治教育（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４、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管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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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６Ｄ０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６Ｄ０６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６ ２ 秋

０９０６Ｄ０５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８ １ 春

０９０７Ｄ０１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春

０９０７Ｄ０２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春

必修

必修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９０６Ｄ０３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管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６ ２ 春

０９０６Ｄ１２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春

０９０６Ｄ１１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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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学（０７０７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海洋科学（０７０７）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培养物理海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高层次人才，能从事教学、科学

研究或科技开发与管理等工作。要求具有坚实的数学力学、物理海洋学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能阅读外文文献、撰写英语论文；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
力，并取得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海洋波动（Ｏｃｅａｎ ｗａｖｅｓ）
２、海洋环流、环境及物质输运（Ｏｃｅａｎ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３、灾害性海洋过程（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 ｏｃｅ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气候与海平面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５、工程海洋学（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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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工程力学（０８０１０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力学（０８０１）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力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或

大型工程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要求具有坚实宽广的数学、力学理论基础以及系
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和有关的工程实践知识；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
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对复杂的工程问题能正确建立力学－数学
模型，并能熟练运用现代基础理论和先进的计算方法及实验技术手段进行研究，
具有直接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灾变破坏力学（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
２、计算力学和虚拟仿真（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结构试验与病险结构的检测和加固（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工程结构的可靠性与优化（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５、结构动力学与工程抗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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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的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ｏｓ ＆ Ｆｒａｃｔａｌ ５４ ３ 秋

１３０２Ｄ０１ 工程力学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１３０２Ｄ０２
高等结构实验力学及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２Ｄ０３ 工程材料的本构理论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６ ２ 秋

１３０２Ｄ０４ 工程力学建模与数值分析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２Ｄ０５ 高等动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２Ｄ０６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全英文授课）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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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０８０８０２）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电气工程（０８０８）

一、培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９ 博弈论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０６０１Ｄ１０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前沿专题讲座（双语）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１８ １ 春

０６０１Ｄ０８ 电力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０６０１Ｄ０４ 智能控制与系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６ ２ 春

０６０１Ｄ０２ 电力系统非线性分析与控制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７１



计算机应用技术（０８１２０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４ 排队论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５Ｄ１１ 高级逻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ｏｇｉｃ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５Ｄ０３ 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３６ ２ 秋

０７０５Ｄ０４ 形式语义学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０７０５Ｄ０１ 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１ 秋、春

０７０５Ｄ０５ 新型软件体系结构
Ｎｏｖｅ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５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双语）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５Ｄ０７ Ｗｅｂ知识表示（双语）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１Ｄ０４ 多源信息融合
Ｍｕｌｔｉ －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０７０５Ｄ１２ 科学计算可视化
Ｖｉｓｉｕ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７０５Ｄ１０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双语）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９１



岩土工程（０８１４０１）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岩土工程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要求具有坚实宽广的数

学、力学、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及相应的技能方法。
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能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和学术交流，掌握岩土工程学科的前
沿理论与学术动态。能够胜任高校教学、科学研究或大型工程技术研发与管理等
方面工作，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工作能力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土的静动力学特性与本构理论（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２、现代高土石坝设计理论与方法（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ｅａｒｔｈ

ｄａｍ）
３、软土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Ｓｏｆｔ ｓｏｉ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岩石力学与岩体工程（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岩土渗流理论与测试（Ｓｅｅｐ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ｅ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０２



岩土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４０２Ｄ０１ 岩土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秋

０４０２Ｄ０２ 现代岩土力学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２Ｄ０３ 非饱和土力学（双语）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２Ｄ０４ 现代岩土工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１２



结构工程（０８１４０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培养要求
培养具备坚实宽广的结构工程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结构工

程科学研究、结构分析技术与工程鉴定、检验、检测、评估、加固与改造的基本方
法，能够具备独立从事结构工程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能力的高级专门
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及近代计算方法（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 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钢结构基本理论及结构分析方法（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新型结构与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性能与设计（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４、工程结构耐久性、鉴定加固与改造（Ｔｈ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ｒｅｔ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５、工程结构抗震与振动控制（Ｔｈｅ ａ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２２



结构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４０３Ｄ０１ 结构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秋

０４０３Ｄ０２ 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３Ｄ０３ 高等钢结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２Ｄ０２
高等结构实验力学及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３２



市政工程（０８１４０３）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培养饮用水安全保障、城市及工业污（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城乡

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城市及工业节水等方面高层次人才，能够胜任高等教育、科学
研究、科技开发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具有坚实的数学、化学、生物学、
水力学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熟练运用外文，能



市政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０５０１Ｄ０２ 生物化学工程
Ｂｉｏ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０５０１Ｄ０３ 高等有机分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０５０１Ｄ０４ 化学动力学与反应器理论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０５０１Ｄ０５ 生态建设与管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０５０１Ｄ０８ 地下水与介质污染控制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６ ２ 春

０５０１Ｄ０９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５０１Ｄ０１ 市政工程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８ １ 秋

０５９９Ｄ０７ 现代检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秋

０５０１Ｄ０６ 现代水处理理论（部分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０５０１Ｄ０７ 水污染防治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２ －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 ４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５２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３０２Ｄ０４
工程力学建模与数值分析
ＦＥＭ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５Ｄ０１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秋

０４０５Ｄ０２ 生命线工程抗震防灾
Ａｎｔｉ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２Ｄ０２ 现代岩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５Ｄ０３ 爆炸动力学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５Ｄ０４ 灾害学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０Ｄ０３ 高等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７２



桥梁与隧道工程（０８１４０６）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桥梁结构设计和工程建设方面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要求具

有坚实宽广的数学、力学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及
相应的专业技能和方法。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能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和学术交
流，掌握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的前沿理论与学术动态。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４０６Ｄ０３ 桥梁与隧道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秋

０４０６Ｄ０４ 缆索支承桥梁
Ｃａｂｌ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３６ ２ 秋

０４０６Ｄ０５ 桥梁结构振动与稳定分析
Ｂｒｉｄｇ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０４０２Ｄ０４ 现代岩土工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 ５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１３０２Ｄ０２
高等结构实验力学及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６Ｄ０６ 桥梁抗震及损伤控制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６ ２ 春

０４０６Ｄ０７ 组合结构及新型预应力混凝土桥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ｒｉｄｇｅ ３６ ２ 秋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９２



土木工程材料（０８１４２０）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培养要求
培养土木工程材料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工程技术或管理

等方面的工作。具有坚实的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
科的发展动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
的能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混凝土材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复合材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３、新型建筑材料（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金属结构材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土工合成材料（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０３



土木工程材料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３ 应用图论
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４ 排队论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１Ｄ０１ 土木工程材料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１８ １ 春

１３０１Ｄ０４ 材料形变与断裂（英文授课）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３６ ２ 春

１３０１Ｄ０２ 现代混凝土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１３０１Ｄ０３ 材料表面与界面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６ ２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１３



水文学及水资源（０８１５０１）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培养面向现代化，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学术道

德，在水文学及水资源科学方面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做出创新性成果，适应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文物理规律模拟及水文预报（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２、水文不确定性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水资源系统规划及可持续利用（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地下水系统理论与调控（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５、水信息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６、生态水文与环境水文（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２３



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４ 排队论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１０１Ｄ９９ 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１ 春

０１０１Ｄ０３ 水资源大系统多目标理论
Ｍｕｌｔｉ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１Ｄ０８ 分布式水文模型（双语）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１Ｄ０４ 高等地下水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１０１Ｄ１２ 数字流域理论（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１Ｄ１３ 水文水资源不确定性分析（双语）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１Ｄ１５ 全球气候变化与水循环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３３



水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Ĵ㌹㔶㈠〠呄നĴ㌹㔶㈠〠吵樍ご樍〮㘵㤳㐲‰⁔䐍⠁ሩ呪ര⸴㌹⥔樍舸ㄒ Ĵ㌹㔶㈠〠吵樍ご樍〷㐷㈳‰⁔䐍⠁ጩ呪ത㐵〷‰⁔䐍⠰〱Ἡ呪ര⸳㈹㘷‰⁔䐍⠁ษ呪ര⸴㌹㔶㈠〠呄നｒ⥔樍〮㌰㘵㤳㐲‰⁔䐍⠁ሩ呪ര⸴㤵㐳㤵㘲‰ ６⥔樍㌮〱〹㤠〠呄ന２⥔樍䕔റ㜲⸷㈠㔶㘮〳㤠洍㐴㐮㜵㈠㔶㘮〳㤠氍匍ㄱ㤮㠷攍圠ㄮ〳㤠洍ㄱ㤮㠷攍圠ㄮ〠氍匍㌳㤮㤵㔠攍圠ㄮ〳㤍㌳㤮㤵㔠〳⸱㘲ള㜱⸳㤴ൗ‱⸰㌹ള㜱⸳㤴‰㌮ㄶ㈠氍匍㌹㜮㔹㌠㔲㐮㌹ള㤷⸵㤳〳⸱㘲ഹㄮㄵㄠ牥ൗ‱㔷㘠㘹ㄮㄵㄠ爰㌮ㄶ㈠氍升匱猍〮㌲㜠眠⽆㌠ㄠ呦ര⁔爍ㄸ⸲㐳ㄷ‰‰‱㠮㈴㌱㜠〠ⴷ⸵〵㘶⁔洍㈲⸸㐱㤱㔠㈹⸵㐸㜵㠠呄നᑭ⥔樍⽆㔠ㄠ呦ര⁔爸㤷⸹㠵

１ ００Ｄ０６

中 尰㈷턀 尰㈷턀 络 尰㈷턀ㄖĜĒ

è〳㜀å

秋

１ ０Ｄ ０６０

ᒧ尰㈷턀 尰㈷턀ൾ 尰㈷턀๛尰㈷턀 尰ㅔᏺ ఢ ఢ尰㈸㔵㈠呄ന៑㙦ര⁔爍㠮㠳〱㠹‰‰‸收㙦ര⁔爍㠮㠳㑾⥔樍⽆㔠㐳葦ര⁔爍㠮㠳㜸㔵㈠呄നW〱㠹‰㜮㔰㔶㘠呭റ㐮ㄸ〴〶‵㠮ㄵ㜶㈳⁔䐍⠀呪ര⸶㔹㌴㈠〠呄㌮〰㜱ᘀ呄ｒｉｎ ｒㄞＥｑ０ａｄｉ 尰〱─ ｏ Ｅｒ ｇｅｄ 〰ㄙ ｎｘｔｕｎｅ ｌ Ｎｅ ｌ ｐ 쀱ᄀ〰ㄙ݄ന６〳㜩呪ര⸳呦ര⁔爍ㄸ⸲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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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âó âèâ

人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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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结构工程（



水工结构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２Ｄ１１ 水工结构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秋

０２０２Ｄ０３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理论及其应用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２Ｄ０４
水工结构动力分析与模型试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２Ｄ０７ 结构优化设计理论及应用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２Ｄ０８ 离散单元法与粒状体力学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５Ｄ０３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６ ２ 秋

０２０２Ｄ１０ 土的力学性质与本构建模（双语）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２Ｄ０５ 水工结构高性能计算方法及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２Ｄ１２ 水工结构与岩土地基的稳定性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７３



水利水电工程（０８１５０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水利水电工程和新能源建设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掌握学科

研究前沿动态，能熟练应用现代基础理论、先进的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手段开展
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具有解决水利水电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的创新能力；能
熟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
力；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及必要的工程实践技能，毕业后能很好地胜任高等教学、科学研究、规划
设计和管理等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系统规划与发展战略（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水电站、泵站水力学／结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水力机组安全控制及过渡过程（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 ｕｎｉｔ）
４、抽水蓄能及新能源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ｍｐｅｄ －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５、农业水利及节水灌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 ｓａｖｉｎｇ ｉｒｒｉ

ｇａｔｉｏｎ）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８３



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２０３Ｄ０５
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春／秋

０２０３Ｄ０２ 瞬变流（二）（双语）
Ｆｌｕｉ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 （ＩＩ） ３６ ２ 秋

０２０３Ｄ０３
水利水电系统规划新理论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３Ｄ０４ 水力机组测试与诊断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Ｕｎｉｔｓ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６Ｄ０２ 现代灌排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 ５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９３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０８１５０５）
（Ｈａｒｂｏｒ，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领城的高层次人才，要求具有坚实宽

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理论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前沿动
态，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取得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河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动力环境（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海岸风暴灾害与防灾减灾（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ｏｒｍ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港口航道工程泥沙与疏浚（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ｒｂｏｒ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４、工程结构物及其与周围介质的相互作用（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
５、水运工程经济、规划与管理（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０４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４ 排队论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３０１Ｄ０１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Ｈａｒｂｏｒ，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０３０１Ｄ０２ 高等海岸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０３０１Ｄ０３ 工程结构分析的高等理论与方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１４



生态水利（０８１５２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培养面向现代化，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学术道

德，在生态水利科学方面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做出创新性成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生态水文学及生态水力学（Ｅｃｏ －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 －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２、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 －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３、生态水利规划管理及工程生态效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４、水土资源利用与生态安全（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２４



生态水利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的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ｏｓ ＆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５４ ３ 秋

０１０２Ｄ９９ 生态水利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Ｅｃｏ －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１８ １ 春

０１０２Ｄ０２ 流域生态学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２Ｄ０３ 生态水力学（双语）
Ｅｃｏ －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２Ｄ０４ 工程生态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２Ｄ０５ 恢复生态学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３４



城市水务（０８１５２１）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ｆｆａｉｒ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培养面向现代化，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学术道

德，在城市水务科学方面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做出创新性成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城市水循环机理（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城市水务规划与管理（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城市水环境（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１２学分，非学位课程６学分，另

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４４



城市水务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９ 博弈论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３Ｄ２１ 城市水务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８ １ 秋

０１０３Ｄ０８ 水务规划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２Ｄ０５ 恢复生态学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１Ｄ０５ 水环境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１０３Ｄ０３ 城市水利经济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１Ｄ０８ 分布式水文模型（双语）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３６ ２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５４



海岸带资源与环境（０８１５２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海岸带含（河口三角洲）资源与环境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要求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理论研究和工
程技术的前沿动态，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取得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海岸带环境动力与灾害（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２、海岸带环境监测与信息技术（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海岸带资源开发、管理与可持续发展（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海岸带工程与景观（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５、海岸带生态环境与湿地利用保护（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６４



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４ 排队论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９ 博弈论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０１０２Ｄ０３ 生态水力学（双语）
Ｅｃ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３０２Ｄ０１ 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８ １

０３０１Ｄ０２ 高等海岸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３０２Ｄ０２ 海洋环境研究进展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７４



水灾害与水安全（０８１５２３）



水灾害与水安全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水信息学（０８１５２４）
（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热爱祖国，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水信息科学理论、

信息技术等前沿知识；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全面综合素质，对本学科的形成、前沿
技术和发展趋势有深入的了解；并具有运用本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践中
的关键技术难点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学位获得者应能胜任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水利、信息行业等科研单位等的
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信息系统分析与集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信息获取与处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水信息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０５



水信息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 Ｃｈａｏ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４ 排队论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５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双语）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１Ｄ０１ 水信息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１８ １ 秋、春

０７０１Ｄ０２ 信息系统分析与建模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６ ２ 秋

０７０１Ｄ０４ 多源信息融合
Ｍｕｌｔｉ －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０７０５Ｄ０５ 新型软件体系结构
Ｎｏｖｅ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３６ ２ 春

０７０５Ｄ１２ 科学计算可视化
Ｖｉｓｉｕ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双语）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１５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０８１５２５）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具有坚实的数学、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学科理论与技术研

究的前沿动态；具有解决地下水科学与工程领域中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能
够胜任高等教学、科学研究或大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多孔介质流体力学（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
２、工程地下水（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地下水资源与环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２５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６０４Ｄ０２ 地质建模与数值分析
Ｇｅｏ －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春

１６０２Ｄ０１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秋

１６０２Ｄ０２ 地下水探测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３６ ２ 春

１６０２Ｄ０３ 岩体地下水动力学（双语）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３６ ２ 春

１６０２Ｄ０４ 高等水文地球化学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３５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管理（０８１５２６）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管理方面的高层次人才。掌握学科研究

前沿动态，能熟练应用现代基础理论、先进的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手段开展研究
工作，具有解决水利水电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的创新能力；能熟练地阅读本专
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适应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
工程实践，毕业后能很好地胜任高等教学、科学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等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

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水利水电系统规划与运营管理（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水利水电工程综合评价（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水工建筑物综合整治技术（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４５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管理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０８０１Ｄ２１ 管理系统工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５Ｄ０７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管理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８ １ 春／秋

０２０５Ｄ０２ 水利水电工程运营管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３６ ２ 秋

０２０５Ｄ０３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６ ２ 秋

０２０５Ｄ０４ 水利信息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５５



水系统科学（０８１５２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水系统科学方面高层次人才，具有较扎实的应用数学基础及水动

力学基础；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及数学软件，初步具有独立科研的能力。较熟练掌
握一门外语。毕业后可从事应用数学和水利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科学中的非线性动力系统（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水系统建模与仿真（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３、水科学中的不确定性理论与方法（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６５



水系统科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２０ 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与应用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２１ 线性微分系统引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２２ 变分方法及其应用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２３ 数学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１０００Ｄ２４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与应用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４ ３ 春

１０００Ｄ０７ 奇异动力系统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４ ３ 春

１０００Ｄ２５ 非线性分析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春

必修

选修
３

学分

必修

选修
３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０ 偏微分方程专题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１ 动力系统专题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２６ 非线性分析专题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７５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０８１６０１）
（Ｇｅｏｄｅｓ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６）

一、培养要求
培养测绘领域的高层次研究人才。要求能够胜任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大型

工程技术研发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够主持科研工作和组织工程生产的技术设
计、规划和实施，并能熟练进行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的信息加工与处理；能够从
事学科前沿的创新研究工作，并具有从事交叉学科领域的相关科学研究能力。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方法（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ｄｅｓｙ）
２、精密工程测量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ｕｒ

ｖｅｙｉｎｇ）
３、安全监控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４、卫星导航与定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５、３Ｓ技术集成与应用（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Ｓ ／ ＧＰＳ ／ ＧＩＳ）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８５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６ ２ 春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１６０３Ｄ０１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Ｇｅｏｄｅｓ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秋

１６０３Ｄ０２ 现代测绘科学技术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１６０３Ｄ０３ 安全监控理论与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１６０３Ｄ０４ 最优估计理论在测量中的应用（双语）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１６０３Ｄ０５ 测绘数据处理理论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１６０３Ｄ０６ 现代大地测量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ｄｅｓｙ １８ １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学技 讲



地质工程（０８１８０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０８１８）

一、培养要求
本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宽广而坚实的数学、力学、地质学基础，系统深

入的专业知识，对本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前沿领域具有系统深入的了
解。能熟练运用计算က‱㜠㈱⸶㤹㈶㘠呄ന本⥔㠴呪船⸴㤱㤶㈠〠名⠎䀩呪船⸴㤱㤶㈠〠呄ന业⥔樍〮㐹ㄹ㘲‰⁔㈰쨍ꘀ系 练船⸍〮㔱ㄷ㤹‰㝔䐍⠁ͪ船⸵〳㠶㔠〠呄ന注呪船⸴㤹㠹㘠〠吱㕾础⥔樍〮㐹ㄹ㘲‰⁔䐠⠕丩呪船⸵〳㠶㔠〠呄൬发⤱㜀有质学程解。ô用程



地质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学

㚔⸵㈰㐹㠠ⴵ⸲ワä



农业水土工程（０８２８０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一、培养要求
掌握农业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及有效利用、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领域的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
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能使用外语撰写科技论
文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熟悉现代农业水土工程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前沿问题，
能在所从事的理论或技术研究中有所创新，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
成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节水灌溉与农田排水（Ｗａｔｅｒ － ｓａｖ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２、农业水土资源高效利用（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灌区建设与现代化管理（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４、农业水土环境保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２６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２０６Ｄ０１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春／秋

０２０６Ｄ０２ 现代灌排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６ ２ 春

０２０６Ｄ０３ 现代农业水土环境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３６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４ ３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２ 偏微分方程的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ＤＥ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１０００Ｄ１２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５４ ３ 秋

０５９９Ｄ０２ 现代化学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６ ２ 秋

０５９９Ｄ０３ 现代生物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０５９９Ｄ０１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８ １

０５９９Ｄ０４ 环境科学与技术进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０５９９Ｄ０５ 生态系统理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６ ２ 春

０５９９Ｄ０６ 现代环境模拟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ｎｅ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春

必修

选修
４

学分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５９９Ｄ０７ 现代检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６ ２ 秋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课程 ３６ ２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５６



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掌握系统

的专业知识，熟悉现代信息技术；掌握管理科学理论与工程管理前沿动态，具有独
立地提出研究思路、发现问题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领域作出创新性成果；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毕业后可胜任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或企业、政府的管理与应用性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金融工程与投资管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５、战略管理与规划决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研究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６６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春

０８９９Ｄ５３ 管理思想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３６ ２ 春

０８９９Ｄ５２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０８４４Ｄ５９
管理学前沿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 春

０８０１Ｄ２１ 管理系统工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０８４４Ｄ５２ 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秋

０８４４Ｄ５１ 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６ ２ 秋

０８４４Ｄ５８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秋

０８４４Ｄ５５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３６ ２ 春

必修

必修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８９９Ｄ０２ 现代经济学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８９９Ｄ５１ 决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０８４４Ｄ５３ 系统建模与仿真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０８４４Ｄ５４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双语）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秋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７６



技术经济及管理（１２０２０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１２０２）

一、培养要求
本学科专业培养的人才应掌握经济和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系统精深的专

业知识、广泛的科技和文化知识；熟悉本学科国内外发展现状、趋势和研究前沿；
具备创造性地独立开展本学科专业内的科研与教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毕业
后，可胜任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或企业、政府的应用性工作。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战略与技术管理（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
２、资源技术经济及管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水利水电技术经济及管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４、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服务外包与营销管理（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三、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８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２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６

学分。另设研究环节。

四、课程设置

８６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学分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２
学分

公共
课程

基础
课程

专业
课程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８１ ３ 秋

０９００Ｄ１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春

０８９９Ｄ５３ 管理思想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３６ ２ 春

０８９９Ｄ５２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０８０５Ｄ６１
管理学前沿和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春

０８０５Ｄ５３ 战略与技术管理（双语）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秋

０８０５Ｄ５１ 资源技术经济及管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６ ２ 秋

０８０５Ｄ５５
水利水电技术经济及管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３６ ２ 春

０８０５Ｄ６０ 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０８０５Ｄ５６ 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秋

０８０５Ｄ６２ 服务外包与营销管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 ２ 春

必修

必修

必修

选修
２

学分

非学位课程
６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４ ２ 春

０９００Ｄ１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０８９９Ｄ５１ 决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０８９９Ｄ０２ 现代经济学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０８０５Ｄ５７ 竞争情报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６ ２ 秋

０８０５Ｄ５２ 资源会计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３６ ２ 秋

０８０５Ｄ５４ 营销行为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３６ ２ 秋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６ ２

必修
选修

选修
２

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科学研究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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