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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源动力工程类硕博 

一体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2022 版）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

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

知》、《关于转发<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方案>及说明的通知》、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关于电子信息等 8 种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指导性目

录的说明》精神和要求，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培

养方案总则》，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两大核心任务要

求，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行业企

业工程研发实际，在能源动力工程领域培养掌握坚实宽广的

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

题、进行工程技术研发与创新、组织大科学工程建设与运维

管理等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与管理

人才。 

1.基本素质目标。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具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服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恪守学术

道德规范和工程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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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知识目标。掌握本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工程技术基础知识；熟悉相关工程领

域的发展趋势与前沿，掌握相关的人文社科及工程管理知识；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3.基本能力目标。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

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及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培养领域（代码）及培养方向 

1.电气工程（085801）：（1）电工理论与新技术；（2）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3）电机与电器；（4）强磁场技术；

（5）大功率电源技术；（6）自动控制技术；（7）超导技术；

（8）生物电磁技术；（9）气体放电与放电等离子体技术。 

2.动力工程（085802）。（1）可再生能源；（2）化石能

源的开采与高效清洁利用；（3）能量转化、储存和传输；（4）

先进动力及推进；（5）空间热物理、先进热控及热管理；（6）

制冷及低温工程；（7）新型节能技术；（8）核能热工技术；

（9）计算热物理与复杂系统动力学；（10）能源环境经济与

政策管理；（11）热力光测及细观热力学；（12）力热作用

下材料和结构动力学；（13）生物热力学、仿生和智能材料；

（14）渗流、湍流、超声速流、多相流和化学反应流；（15）

冲击、爆炸、爆轰动力学；（16）热物理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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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能工程（085803）。（1）核能科学与工程；（2）核

燃料循环与材料；（3）核技术及应用；（4）辐射防护及环

境保护；（5）同步辐射及应用；（6）大科学工程组织与管

理；（7）磁约束等离子体；（8）聚变工程。 

三、培养方式、学习年限及导师指导 

能源动力工程类硕博一体化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采用

全日制学习方式。其中，硕博连读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4年，

最短学习年限为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8年；直博生的基本学

习年限为5-6年，最短学习年限为4年，最长学习年限为8年。 

硕博一体化工程博士研究生的校内导师与实践导师共

同负责研究生的培养计划确定、培养进度考核、学位论文评

审和答辩等工作。校内导师为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

任人。实践导师的遴选和管理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

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导师遴选管理办法》执行。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博一体化研究生课程由公共课程、硕士专业基础课、

硕士专业选修课、博士专业基础课、开放实践课、前沿课程

组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实行学分制。能源动力类硕博一

体化研究生取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49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不少于 41 学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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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公共课程成绩通过，硕士专业基础课加权平均成

绩须达 75 分及以上，其他学位课程每门课成绩均达 60 分及

以上的，方可申请学位。 

1.公共课程（13 学分） 

包括政治理论 5 学分、外语课程 6 学分、工程伦理 2 学

分。外语教学强调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工程博士具备与

国外相关行业技术或管理人员沟通交流的能力。 

2.硕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6 学分） 

专业基础课包括数学类课程和其他专业基础课程（不少

于 8 学分）；专业选修课主要为各单位开设的专业技术课程

（不少于 8 学分）。 

3.博士专业基础课（不少于 6 学分） 

博士专业基础课采取模块化设计，打破学科界限、注重

学科交叉，研究生根据专业方向与行业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

模块进行课程学习。 

4.开放实践课（不少于 3 学分） 

综合考虑工程博士专业方向、产业需求和重大工程项目

中的实际问题等，由行业企业和学校专家为学生开设。 

5.前沿课程（不少于 3 学分） 

结合工程博士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开设前沿课程或科学

技术前沿讲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及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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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必修环节（8 学分） 

包括专业实践（6 学分）、学术报告（含学位论文开题）

（1 学分）、学位论文中期考核（1 学分）。 

表 1 能源动力类硕博一体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教学 

方式 
备注 

公共

课程

（13

学

分） 

MARX6102U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6 2 讲授 必修 

PHIL6101U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讲授 必

修，

任选

一门 

MARX6103U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

著作选读 
18 1 讲授 

FORL6101U 研究生综合英语 40 2 讲授 必修 

EPEN6001U 专业英语 40 2 讲授 必修 

PHIL6301U 工程伦理 40 2 讲授 必修 

PHIL7101U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讲授 必修 

FORL7101U 科技论文写作 40 2 讲授 必

修，

任选

一门 

FORL7201U 工程博士英语 40 2 讲授 

硕士

专业

基础

课

（不

少于

8 学

分） 

NSTE6001P 核科学与技术概论 80 4 讲授 

电气 

工程

（08

5801

） 

NSTE6402P 加速器微波及高频技术 60 3 讲授/实验 

NSTE6406P 加速器磁铁技术 40 2 讲授 

NSTE6407P 加速器调束实验 40 2 讲授/实验 

NSTE6408P 高等电动力学 60 3 讲授 

CONT6401P 非线性控制系统 60 3 讲授 

CONT6213P 自适应控制 40/20 2.5 讲授 

CONT6205P 模式识别 60/20 3.5 讲授 

CONT6402P 高级过程控制 40/20 2.5 讲授 

COMP6108P 高级数据库系统 60/20 3.5 讲授 

CONT6406P 计算机控制工程 60/20 3.5 讲授 

CONT6408P 决策支持系统 60 3 讲授 

CONT6416P 智能控制 60/20 3.5 讲授 

COMP6201P 并行程序设计 60/20 3.5 讲授 

COMP6104P 高级操作系统 60 3 讲授 

ELEC6201P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

应用 
60 3 讲授 

ELEC6202P 
物理电子学逻辑设计与

仿真实验 
60 2 讲授 

https://jw.ustc.edu.cn/bizType/3/courses/info/142702?REDIRECT_URL=%2FbizType%2F3%2Fcourses%3FnameZh%3D%25E4%25B8%2593%25E4%25B8%259A%25E8%258B%25B1%25E8%25AF%25AD%26enabled%3D1%26queryPage__%3D1%252C20%26queryPage__%3D1%252C20
https://jw.ustc.edu.cn/bizType/3/courses/info/142159?REDIRECT_URL=/bizType/3/courses?nameZh=%E7%A7%91%E6%8A%80%E8%AE%BA%E6%96%87%E5%86%99%E4%BD%9C&enabled=1&queryPage__=1%2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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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EN6205P 电器学原理 40 2 讲授 

EPEN6206P 电路理论基础及应用 40 2 讲授 

EPEN6207P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40 2 讲授 

EPEN6208P 大电流能量技术及应用 40 2 讲授 

PEET6101P 高等工程热力学 80 4 讲授 

动力 

工程

（08

5802

） 

PEET6102P 高等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PEET6103P 高等传热学 80 4 讲授 

PEET6104P 高等燃烧学 60 3 讲授 

PEET6105P 实验理论和测量仪器 80 4 讲授 

PEET6106P 计算热物理（2） 80 4 讲授 

PEET6109P 储能技术及应用 60 3 讲授 

EPEN6201P 热物理基础 60 3 讲授 

EPEN6202P 
空气调节与太阳能综合

利用 
60 3 讲授 

EPEN6203P 数值分析方法 60 3 讲授 

EPEN6204P 先进制冷技术 60 3 讲授 

PEET6107P 热能装置原理 60 3 讲授 

MECH6101P 高等应用数学 80 4 讲授 

MECH6102P 高等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03P 高等渗流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04P 计算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05P 实验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1P 高等固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2P 高等计算固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3P 高等实验固体力学 80/40 5 讲授 

MECH6401P  高等连续介质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2P 高等计算工程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3P  高等实验工程力学 80 4 讲授 

COMP6103P 高级计算机网络 60 3 讲授 

CONT6206P 智能系统 60 3 讲授 

CONT6204P 系统工程导论 60 3 讲授 

CONT6103P 随机过程理论 80 4 讲授 

NSTE6001P 核科学与技术概论 80 4 讲授 

核能 

工程

（08

5803

） 

NSTE6002P 同步辐射光源物理引论 40 2 讲授 

NSTE6003P 辐射剂量与防护 60 3 讲授 

NSTE6004P 电子储存环物理 40 2 讲授 

NSTE6005P 同步辐射应用基础 80 4 讲授 

NSTE6006P 同步辐射束线光学 60 3 讲授 

NSTE6007P 同步辐射技术及应用 80 4 讲授 

NSTE6008P 束流光学 60 3 讲授 

NSTE6009P 
反应动力学和同步辐射

光电离质谱 
40 2 讲授 

NSTE6010P 同步辐射原位实验进展 40 2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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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6011P 核能物理与技术概论 60 3 讲授 

NSTE6101P 核安全学 40 2 讲授 

NSTE6102P 核材料实验方法 20/40 2 讲授/实验 

NSTE6103P 核动力系统与设备 40 2 讲授 

CONT6102P 实变与泛函 80 4 讲授 

CONT6201P 线性系统理论 60 3 讲授 

COMP6103P 高级计算机网络 60 3 讲授 

COMP5001P 
程序语言设计与程序分

析 
80 3.5 讲授 

COMP6208P 
现代计算机控制理论与

技术 
60 3 讲授 

ELEC6212P 高等电磁场理论 60 3 讲授 

MSEN6400P 材料化学 60 3 讲授 

MSEN6001P 固体物理 80 4 讲授 

PHYS6051P 近代物理进展 80 4 讲授 

PHYS5051P 粒子探测技术 80 4 讲授 

PEET6101P 高等工程热力学 80 4 讲授 

PEET6106P 计算热物理（2） 80 4 讲授 

NSTE5001P 加速器原理与技术概论 80 4 讲授 

NSTE5002P 反应堆物理 40 2 讲授 

PHYS6052P 原子核物理导论 80 4 讲授 

硕士

专业

选修

课

（不

少于

8 学

分） 

PEET5201P 计算流体与传热传质 60 3 讲授 

动力 

工程

（08

5802

） 

PEET6402P 
能源转化中的催化与传

质 
60 3 讲授 

PEET6403P 流动显示技术 40 2 讲授 

PEET6404P 量热技术和热物性测定 60 3 讲授 

PEET6406P 高等计算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PEET6407P 热传导原理 60 3 讲授 

PEET6408P 传热与传质 60 3 讲授 

PEET6410P 
有化学反应的湍流两相

流 
60 3 讲授 

PEET6412P 煤的流态化燃烧 40 2 讲授 

PEET6413P 张量分析初步 40 2 讲授 

PEET6415P 太阳能光伏技术和应用 60 3 讲授 

PEET6501P 
低温等离子体物理及应

用 
60/20 3.5 

讲授/ 

实验 

PEET6505P 制冷装置自动化 40 2 讲授 

PEET6506P 建筑节能技术 60 3 讲授 

PEET6507P 管网系统阻力特性研究 40 2 讲授 

PEET6508P 
生物质热解与气固两相

流 
60 3 讲授 

PEET6511P 
利用 Matlab 建筑传热

建模 
40 2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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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T6514P 建筑热环境 40 2 讲授 

MECH6106P 非牛顿流和多相流 80 4 讲授 

MECH6107P 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 60 3 讲授 

MECH6108P 微流体力学 40 2 讲授 

MECH6109P 流动稳定性和湍流 80 4 讲授 

MECH6110P 流体力学中的渐近方法 80 4 讲授 

MECH6111P 激波动力学 60 3 讲授 

MECH6112P 非定常流和涡运动 80 4 讲授 

MECH6113P 气动热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14P 油藏数值模拟 60 3 讲授 

MECH6115P 格子玻尔兹曼方法 40 2 讲授 

MECH6204P 弹性和塑性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5P 现代光学干涉计量原理 80 4 讲授 

MECH6206P 材料热力学与动力学 60 3 讲授 

MECH6207P 几何弹性理论 60 3 讲授 

MECH6208P 结构动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9P 晶体缺陷与材料强度 80 4 讲授 

MECH6210P 微细加工技术 40 2 讲授 

MECH6211P 工程应用光测技术 40 2 讲授 

MECH6215P 高等复合材料力学 40 2 讲授 

MECH6404P 结构冲击动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5P 材料动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6P 波动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7P 无粘流与冲击波 80 4 讲授 

MECH6408P 炸药理论与爆炸技术 60 3 讲授 

MECH6409P 弹塑性流体力学基础 80 4 讲授 

MECH6410P 冲击相变和化学 80 4 讲授 

MECH6411P 孔隙介质动力学 60 3 讲授 

MECH6412P 量纲分析与相似方法 60 3 讲授 

MECH6413P 岩石力学 40 2 讲授 

MECH6414P 气体爆炸与工业安全 60 3 讲授 

MECH6415P 爆轰物理概论 80 4 讲授 

EPEN6611P 实验理论及分析基础 40 2 讲授 

EPEN6612P 量热和热物性测量 40 2 讲授 

EPEN6613P Matlab 应用基础 40 2 讲授 

EPEN6614P 小型制冷装置 40 2 讲授 

CONT6213P 自适应控制 40/20 2.5 讲授 

CONT6416P 智能控制 60/20 3.5 讲授 

COMP6208P 
现代计算机控制理论与

技术 
60 3 讲授 

STAT6609P 统计计算 40 2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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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6401P 同步辐射实验技术 40 2 讲授 

核能 

工程

（08

5803

） 

NSTE6402P 加速器微波及高频技术 60 3 讲授/实验 

NSTE6403P 加速器束流诊断 40 2 讲授/实验 

NSTE6404P 加速器控制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6405P (超高)真空物理与技术 40 2 讲授 

NSTE6406P 加速器磁铁技术 40 2 讲授 

NSTE6407P 加速器调束实验 40 2 讲授/实验 

NSTE6408P 高等电动力学 60 3 讲授 

NSTE6501P 反应堆热工水力学 40 2 讲授 

NSTE6502P 
反应堆热工水力学分析

实例 
40 2 讲授/实验 

NSTE6503P 
概率安全分析软件开发

与应用 
40 2 讲授 

CONT6401P 非线性控制系统 60 3 讲授 

CONT6213P 自适应控制 40/20 2.5 讲授 

CONT6205P 模式识别 60/20 3.5 讲授 

CONT6402P 高级过程控制 40/20 2.5 讲授 

COMP6108P 高级数据库系统 60/20 3.5 讲授 

CONT6406P 计算机控制工程 60/20 3.5 讲授 

CONT6408P 决策支持系统 60 3 讲授 

CONT6416P 智能控制 60/20 3.5 讲授 

COMP6201P 并行程序设计 60/20 3 讲授 

COMP6104P 高级操作系统 60 3 讲授 

ELEC6201P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

应用 
60 3 讲授 

ELEC6202P 
物理电子学逻辑设计与

仿真实验 
60 2 讲授 

MSEN6009P 计算材料学 50 2 讲授 

MSEN6004P 热力学与相平衡 60 3 讲授 

MEEN6101P 工程中的有限元 60 3 讲授 

PEET5201P 计算流体与传热传质 60 3 讲授 

博士

专业

基础

课

（不

少于

6 学

分） 

NSTE7203P 光机电一体化 40 2 讲授/实验 

电气 

工程

（08

5801

） 

NSTE7204P 低温绝热工程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5P 绝缘材料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6P 高等传热学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7P 
多物理场耦合有限元方

法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8P 
高功率电力电子技术应

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9P 脉冲功率科学与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0P 电气设备研制及实践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1P 高级电路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2P 复杂电磁场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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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7213P 
特种设备过程控制及实

践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4P 计算机实时控制及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5P 
现代计算机数据采集和

处理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6P 高速实时网络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7P 等离子体控制基础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8P 高级电动力学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9P 超导技术及其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3P 实验理论和测量仪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4P 超导电性及其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5P 超导磁体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8P 电磁场理论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9P 微波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9P 光电技术及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0P 光电探测方法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2P 高等软件工程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3P 计算机图形学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4P 数值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EPEN7001P 
创新范式与重大项目资

源协同分析 
60 3 讲授 

EPEN7002P 
科技成果评估 

与产业化 
60 3 讲授 

PEET7101P 湍流燃烧 60 3 讲授 

动力 

工程

（08

5802

） 

PEET7103P 燃烧反应动力学 40 2 讲授 

PEET7105P 太阳能热转换原理 60 3 讲授 

PEET7102P 高等能源工程 40 2 讲授 

PEET7106P 高等传热传质学 40 2 讲授 

PEET6107P 热能装置原理 60 3 讲授 

PEET6108P 热能工程中热经济分析 40 2 讲授 

MECH6102P 高等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03P 高等渗流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04P 计算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105P 实验流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1P 高等固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2P 高等计算固体力学 80 4 讲授 

MECH6203P 高等实验固体力学 80/40 5 讲授 

MECH6401P  高等连续介质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2P 高等计算工程力学 80 4 讲授 

MECH6403P  高等实验工程力学 80 4 讲授 

MECH7116P 高速气流燃烧和爆轰 60 3 讲授 

MECH7119P 现代流体力学进展 40 2 讲授 

MECH7212P 数字图像处理 80 4 讲授 



11 

 

MECH7418P 防护工程概论 40 2 讲授 

PEET7301P 高等热力学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2P 固体物理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3P 传质学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4P 
气液两相流动理论与实

验技术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5P 
动量、质量和热量传递

原理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6P 地热利用技术概述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7P 太阳能热利用原理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08P 太阳能光伏利用技术 40 2 
讲授 

(广州) 

PEET7309P 流体运移过程数值模拟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0P 新能源技术和政策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1P 
能源经济与政策研究方

法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2P 
生物质能利用原理与技

术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3P 生物质气化技术及应用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4P 
波浪能转换的水动力学

基础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5P 
煤清洁燃烧过程节能技

术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6P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状

与趋势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7P 流体力学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8P 智能系统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19P 系统工程导论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20P 
水合物开发利用原理与

技术 
60 3 

讲授 

(广州) 

NSTE7002P 直线加速器 60 3 讲授 核能 

工程NSTE7003P 自由电子激光物理导论 40 2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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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7004P 文献阅读与分析 40 2 讲授 （08

5803

） 

NSTE7005P 同步辐射应用进展 40 2 讲授 

NSTE7101P 放疗计划与验证 40 2 讲授 

NSTE7104P 反应堆材料 40 2 讲授 

NSTE7105P 核燃料循环 40 2 讲授 

NSTE7106P 核聚变工程导论 60 3 讲授 

NSTE7201P 高等机械原理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2P 现代机械设计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3P 光机电一体化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4P 低温绝热工程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5P 绝缘材料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6P 高等传热学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7P 
多物理场耦合有限元方

法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8P 
高功率电力电子技术应

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09P 脉冲功率科学与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0P 电气设备研制及实践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1P 高级电路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2P 复杂电磁场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3P 
特种设备过程控制及实

践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4P 计算机实时控制及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5P 
现代计算机数据采集和

处理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6P 高速实时网络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7P 等离子体控制基础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8P 高级电动力学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19P 超导技术及其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0P 中性束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1P 强流离子源物理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2P 计算热物理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3P 实验理论和测量仪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4P 超导电性及其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5P 超导磁体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6P 核真空科学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7P 磁约束聚变原理与实践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8P 电磁场理论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29P 微波技术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0P 放射化学基础和前沿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1P 环境污染检测与控制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2P 聚变堆材料科学与工程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3P 等离子体与壁相互作用 40 2 讲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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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E7234P 聚变堆包层设计与实践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5P 聚变堆氚循环与核安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6P 原子核物理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7P 工程热物理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8P 核反应堆安全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39P 光电技术及应用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0P 光电探测方法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1P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2P 高等软件工程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3P 计算机图形学 40 2 讲授/实验 

NSTE7244P 数值分析 40 2 讲授/实验 

EPEN7001P 
创新范式与重大项目资

源协同分析 
60 3 讲授 

EPEN7002P 
科技成果评估 

与产业化 
60 3 讲授 

MSAE7102P 高等决策分析 60 3 讲授 

MSAE7103P 管理研究方法 40 2 讲授 

开放

实践

课

（不

少于

3 学

分） 

EPEN7401P 开放实践课程 60 3  

所有

领

域，

必修 

前沿

课程

（不

少于

3 学

分） 

NSTE7006P 核技术工程前沿进展 60 3 讲授 电气 

工程

（08

5801

） 

NSTE7102P 放射肿瘤学与前沿 60 3 讲授 

NSTE7103P 放射生物学理论与实践 40 2 讲授 

EPEN7003P 
科技前沿与创新文化专

题 
40 2 讲授 

PEET7401P 能源动力工程技术前沿 40 2 讲授/文献 

动力 

工程

（08

5802

） 

PEET7402P 电池应用理论 60 3 讲授 

PEET7403P 动力电池技术 40 2 讲授 

PEET7404P 复杂系统动力学 40 2 讲授 

PEET7405P 辐射换热 40 2 讲授 

PEET7406P 能源系统概论 40 2 讲授 

PEET7407P 火灾科学导论 40 2 讲授 

PEET7408P 
火灾与燃烧的理论模拟

与计算 
40 2 讲授 

PEET7410P 流体工质热物性学 40 2 讲授 

PEET7411P 溶液热力学 40 2 讲授 

PEET7412P 热科学经典阅读 40 2 
讲授/ 

文献 

PEET7413P 相变贮能：理论和应用 40 2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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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7116P 高速气流燃烧和爆轰 60 3 讲授 

MECH7119P 现代流体力学进展 40 2 讲授 

MECH7212P 数字图像处理 80 4 讲授 

MECH7418P 防护工程概论 40 2 讲授 

PEET7321P 节能与环保技术前沿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22P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前

沿讲座 
60 3 

讲授 

(广州) 

PEET7323P 
岩石矿物材料科学与技

术 
60 3 

讲授 

(广州) 

NSTE7006P 核技术工程前沿进展 60 3 讲授 

核能 

工程

（08

5803

） 

NSTE7102P 放射肿瘤学与前沿 60 3 讲授 

NSTE7103P 放射生物学理论与实践 40 2 讲授 

MSAE7105P 
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前

沿讲座 
60 3 讲授 

EPEN7003P 
科技前沿与创新文化专

题 
40 2 讲授 

必修

环节

（8

学

分） 

MPRO6406M 专业实践  6  

 
MPRO6201M 

学术报告（含学位论文

开题） 
 1  

MPRO6301M 学位论文中期考核  1  

修读说明： 

1.硕士研究生须修读本领域的专业基础课；修读本领域专业基础课学分超过

规定学分的，多余学分可作为本领域专业选修课学分；修读本类别其他领域的专

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学分可作为本领域的专业选修课学分；确因教学科研需要，

需修读其他专业学位类别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并作为本领域专业选修课的，

须经导师签字认可并经所在培养单位备案同意后，修读相关课程学分，作为本领

域的专业选修课学分。 

2.电气工程（085801）领域硕士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可从本类别其他领域专业

选修课列表中选课修读。 

3.博士研究生原则上应修读本领域所列专业基础课；确因教学科研需要，需

修读本类别其他领域专业基础课并作为本领域专业基础课的，须经导师签字认可

并经所在培养单位备案同意后，修读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不得选择在硕士或本科

期间已经修读过（内容相同或近似）的课程。 

4.博士研究生修读本类别培养方案以外的博士研究生前沿课程作为本领域

前沿课程的，经导师签字认可并经所在培养单位备案同意后，修读相关的博士研

究生前沿课程。 

5.必修环节由各培养单位负责组织开展。 

6.在学术报告（含学位论文开题）环节，研究生必须参加学位论文开题；在

学期间，硕博一体化研究生必须参与不少于 12 场次的学术报告活动（各培养单

位对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活动另有不低于学校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有效报

告记录累计次数符合规定且通过学位论文开题的，可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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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实践 

具有 2 年及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2 年行业企

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

不少于 1 年。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

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具体要求遵照《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规定（试行）》执行。 

其中，经校内导师、实践导师同意，参加中国研究生创

新实践系列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并取得名次或奖项的，

可认定为取得专业实践 4 学分（所在类别培养方案专业实践

学分不足 4 学分的，从其规定最高学分执行）；剩余专业实

践学分及其对应时长、其他具体要求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规定（试行）》执行。 

六、培养关键环节与学位授予 

硕博一体化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自相关工程领

域的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并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论

文内容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和推

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

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 

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生、直博生应做出创造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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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发明专利、标准规范、科技奖励等。

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 

论文撰写具体工作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撰写规范》执行。 

培养关键环节及学位授予等工作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机制实施办法》《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执行。 

七、其他 

本培养方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2 级能源动力工程类硕

博一体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硕博连读生、直博生）开始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