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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类别代码 依托学科 参与学院 

电子信息 085400 

01光学工程 

02仪器科学与技术 

03电子科学与技术 

04信息与通信工程 

05控制科学与工程 

06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7网络空间安全 

 信息与电子学院 

 光电学院 

 自动化学院 

 计算机学院 

 医工融合研究院 

机   械 085500 

01力学 

02机械工程 

03兵器科学与技术 

04安全科学与工程 

05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机械与车辆学院 

 宇航学院 

 机电学院 

 医工融合研究院 

 先进结构研究院 

材料与化工 085600 
01材料科学与工程 

02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医工融合研究院 

 先进结构研究院 

能源动力 085800 
01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02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机械与车辆学院 

 宇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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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全日制） 
（0854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电子信息专业领域依托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光电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和

医工融合研究院。研究方向涵盖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七个一级学科，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光学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97 人，聘任企业导师 45 人。实

验室面积达 5.6万平方米，实验设备总值超过 6亿元。本专业汇聚了 8名两院院士、13名“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1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 名“万人计划”领军人才、8

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 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3 名教育部跨/新世纪

优秀人才、6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名“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获得者、1名国家级教学名师、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7

个“长江学者”创新团队、5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已建成 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引智基地、29个省部级教学/

科研平台，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本领域重点在以下

方向开展工程博士培养： 

2、研究方向简介 

（1）电子信息工程 
在空天智能网络、电磁计算、专用处理器设计与应用等领域已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与优势。主要

从事：空天网络信息传输与分发；多源信息感知；信号与信息处理；空天信息系统安全理论与技术；

电磁仿真与天线；毫米波太赫兹技术与系统；微电子与集成电路；医学电子与信号处理；复杂电路

与系统；微纳光电子学与激光光电子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光电信息工程 
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和行业企业工程实际，以光信息技术、光电子技术、光子学及精密测量技术

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高新技术研究与技术开发并重、研究与人才培

养并重的原则，为国民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服务。主要从事微光与超宽波段成像、混合现实与新型

显示、光学设计加工与检测、光电探测度量与对抗、激光与光电子技术、光信息处理与微纳光学、

仪器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智能感测与新型成像、精密光电测试技术及仪器、光学场景仿真与系统

评估等方面的理论、技术和应用研究工作。 

（3）控制科学与工程 
以运动体、工业装备及人机物融合系统等为研究对象，以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为目的，综合运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检测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研究对象的领域知识，研究具

有系统建模、动态特性分析、预测、控制和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系统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本方向

注重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军民融合，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对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控制科学与工程”主要从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

智能系统，导航、制导与控制，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智能信息处理与控制和电气工程与控制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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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工程 
开展计算机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技术和重大应用工程技术研究。计算机技

术领域主要开展语言智能与社会计算、图像计算与感知智能、高性能计算与体系结构、软件智能与

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知识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工作。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主要研究网络攻防对

抗技术、网络情报分析与决策、密码学与应用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5）医工融合工程 
通过电子信息技术与医学及生命科学的有机融合，开展医工交叉领域的前沿研究。面对国家重

大需求，开展医学影像处理、数字诊疗、医疗设备与器械研发、医疗机器人、人工智能诊断等多领

域的研究。研究方向突出医工学科交叉特色，和临床紧密结合，采取医工双导师培养模式，培养复

合型人才。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在电子信息类相关工程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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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工作等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

次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培养方式：以国家、省部级或著名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为背景，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导师组成员组成校企导师组共同指导；学位论文工作以开发工程技术、

解决重大工程实际问题为核心，重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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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必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必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500170 电子科学与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博士≥2 

本博≥2 

0400087 现代光学工程进展 16 1 1 选修 

0400088 现代精密仪器进展 16 1 1 选修 

0700201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8 0.5 1 选修 

0300203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8 0.5 1 选修 

0500171 通信与网络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070008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进展 16 1 1/2 选修 

0700089 网络空间安全进展 16 1 1/2 选修 

0500180 医工融合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光电信息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博士≥2 

本博≥6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医工融合专业模块 选修 

总计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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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光电信息 

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400004 光电薄膜与器件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400006 现代光电系统设计 32 2 1 选修 

0400007 微纳光学 32 2 2 选修 

0400008 高等光学 32 2 2 选修 

0400015 光电传感基础 32 2 1 选修 

0400066 光电子信息探测技术与应用 32 2 2 选修 

0400072 光电子成像与目标探测识别 32 2 1 选修 

0400075 多学科优化设计 32 2 2 选修 

0400081 微机电系统及应用 32 2 1 选修 

0400085 现代光电测试技术 32 2 1 选修 

电子信息 

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500102 微波系统理论、技术及应用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500039 雷达目标特性分析方法 32 2 2 选修 

0500043 太赫兹技术与应用 32 2 2 选修 

0500118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导论 32 2 1 选修 

0500133 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32 2 2 选修 

0500173 电子薄膜技术及应用 32 2 1 选修 

0500103 空间信息网络与现代通信技术 32 2 1 选修 

0500104 先进航天遥感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 32 2 1 选修 

0501016 （英）量子雷达原理 32 2 1 选修 

控制科学 

与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600002 控制科学进展 48 3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600059 最优与鲁棒控制 32 2 2 选修 

0600009 现代检测与测量技术 32 2 2 选修 

0600011 模式识别 32 2 2 选修 

0600050 惯性器件与导航系统 32 2 2 选修 

0600015 现代电力电子学 32 2 1 选修 

0600023 智能计算与信息处理 32 2 2 选修 

0600026 图像采集与处理 32 2 1 选修 

计算机与

网络安全

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700017 语言智能处理 32 2 1/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700016 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 32 2 1/2 选修 

0700024 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计算 32 2 1 选修 

0700029 虚拟现实与虚拟环境 32 2 1 选修 

0700025 网络信息安全与对抗技术 32 2 1 选修 

0700076 网络系统安全度量与测量技术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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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医工融合 

专业技术 

模块 

医工融合专业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可在电子信息各专业技术模块下任选课程。 

博士≥2 

本博≥6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具体要

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 学分） 

工程博士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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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博士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服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工程博士应进行工程实践拓展，包括以下两种形式，选择一项完成。具

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1）工程博士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大赛，获得“互联网+”、“挑战杯”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国

内外竞赛且获得特等奖（排名前 5）、一等奖（排名前 4）、二等奖（排名前 3），或省部级以上特

等奖（排名前 2）、一等奖（排名前 1）。 

（2）前往企业开展工程实践 3 个月及以上，包括但不限于前往重点国有企业、省部级科研单

位、军工企业、党政机关、部队等①承担地区或企事业单位阶段性科研工作、产品开发、技术攻关、

项目论证等科技服务工作；②从事计算机编程、软件应用与开发、数据挖掘和处理等信息化工作；

③向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咨询；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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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全日制） 
（0855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 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机械工程博士授权类别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安全

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等 5个一级学科和“运载装备及制造”、“高效毁伤与防护”等 2个北京理

工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群，建有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坦克传动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国家 2011 计划北京电动车辆协

同创新中心、机电动态控制重点实验室等 6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以及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北京市高精尖

科技创新中心、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轻量化多功能复合材料与结构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教育部防生机器人与系统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防科技工业技术精密微细结构加工技术研究

应用中心、非硅微纳制造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事故与边坡灾害预防与控制工业

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火安全材料与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爆炸防护与应急处置技术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应急管理部爆炸物检测检验与物证分析平台等 14 个省部级平台。现有博士生导师 174

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3名（含外籍院士 1名），70余人次先后入选长江

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或主持 973 项目、自然基金创新群体项目和各类国家重大科技和工

程项目。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本类别在爆炸与毁

伤、燃烧爆炸安全、车辆传动、新能源车辆、先进加工、医工融合、光机电微纳制造、智能制造、

导弹与制导武器、深空探测和复杂航天器、材料与结构冲击动力学、流体力学与空气动力学等研究

领域特色鲜明，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二等奖等国家级奖励。 

2. 研究方向简介 

（1）兵器科学与技术 

重点开展武器设计与应用工程、智能探测与控制工程、毁伤理论与弹药工程、爆炸技术与冲击

工程、含能材料与特种能源工程、安全技术与防护工程等研究。  

（2）机械工程 

重点开展车辆理论与无人车技术、智能网联汽车与电驱动、智能制造工程、医工新材料制造、

智能机器人与系统、机电系统与传感器、光机电微纳制造科学与工程等研究。  

（3）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重点开展飞行器总体设计、飞行动力学与控制、航天器系统与自主技术、宇航推进技术、航空

宇航制造及其自动化、振动与噪声控制等研究。  

（4）力学 

重点开展动力学与控制、材料与结构力学、计算力学与工程仿真、空气动力与环境流体力学、

材料与结构冲击动力学、生物力学等研究。  

（5）安全科学与工程 

以燃烧爆炸安全为特色，重点开展复杂系统安全理论与方法、危险物质与安全性、灾害演化动

力学、智能安全监控与防护、事故调查与应急技术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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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先进结构技术 

重点开展先进结构设计分析、材料结构一体化、结构功能一体化、结构智能集成、结构仿生与

微纳设计实现、结构设计制造一体化、先进结构检测与表征评价等技术研究。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在机械类相关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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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工作等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次工

程技术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培养方式：以国家、省部级或著名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为背景，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导师组成员组成校企导师组共同指导；学位论文工作以开发工程技术、

解决重大工程实际问题为核心，重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必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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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本博必修）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300102 机械工程专论 16 1 1 选修 

博士≥2 

本博≥2 

0100118 宇航系统工程前沿 16 1 1 选修 

0100129 现代力学前沿 16 1 1 选修 

0200161 武器系统科学技术 16 1 1 选修 

3200002 高端装备先进结构技术 16 1 1 选修 

0700201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8 0.5 1 选修 

0300203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8 0.5 1 选修 

0900201 材料科学 8 0.5 1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机械工程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博士≥2 

本博≥6 

兵器科学与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力学、先进结构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总计 

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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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机械工程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300071  先进制造科学基础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300016  车辆前沿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024  机器人前沿技术  32  2  1  选修 

0300030  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  32  2  1  选修 

兵器科学与 

技术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200070  系统、信息与控制  32  2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200125  武器系统前沿技术  32  2  1  选修 

0200127  弹药工程前沿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131  材料动态力学行为  32  2  1  选修 

0200133   武器含能系统安全性设计与评估  32  2  1  选修 

安全科学与 

工程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200003 爆炸安全理论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200071 系统安全分析与评价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072 系统安全评估原理 32 2 2 选修 

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100014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综合设计  32  2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100022  高等飞行动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116  行星大气进入动力学与控制  32  2  2  选修 

0100068  飞行器最优控制  48  3  1  选修 

0100046  聚合物特性与装药结构完整性  32  2  2  选修 

0100079  现代发射技术  48  3  1  选修 

力学、先进结

构技术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100016  非线性动力学  32  2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100056  实验固体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058  细观力学  32  2  2  选修 

0100064  现代生物力学  32  2  2  选修 

3200001 断裂力学 32  2  2  选修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具体要

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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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实践拓展（1学分） 

工程博士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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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博士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服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工程博士应进行工程实践拓展，包括以下两种形式，选择一项完成。具

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1）工程博士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大赛，获得“互联网+”、“挑战杯”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国

内外竞赛且获得特等奖（排名前 5）、一等奖（排名前 4）、二等奖（排名前 3），或省部级以上特

等奖（排名前 2）、一等奖（排名前 1）。 

（2）前往企业开展工程实践 3 个月及以上，包括但不限于前往重点国有企业、省部级科研单

位、军工企业、党政机关、部队等①承担地区或企事业单位阶段性科研工作、产品开发、技术攻关、

项目论证等科技服务工作；②从事计算机编程、软件应用与开发、数据挖掘和处理等信息化工作；

③向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咨询。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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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化工（全日制） 
（0856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材料与化工领域依托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等 2个一级学科和北京理

工大学“新材料科学与技术”“双一流”建设学科群，建有冲击环境材料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国家阻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高技术绿色材料发展中心、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特

种纳米分子科学与技术国家“111”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 5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以及高能量密度材

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动力电池及化学能源材料北京市高等学校工程、北京市结构可控先进功能材

料与绿色应用重点实验室、环境科学与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纤维素及其衍生材料工程中

心、教育部火安全材料与技术工程中心、原子分子簇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光电转换材料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化学电源与绿色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技术北京市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轻量化多功能复合材料与结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11个省部级平台。现有博士生导师 143

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名，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国防卓青共 15 名，四青人

才 23名。 

2、研究方向简介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材料与化工领域重

点在 2个学科方向开展工程博士培养： 

（1）材料科学与工程 

重点开展研究如下：毁伤与防护材料，先进材料成型理论与技术，低维材料物理与化学，功能

高分子与阻燃材料，材料表面工程，含能材料，能源与环境材料，特种多场环境防护材料及结构等。 

（2）化学工程与技术 

重点开展研究内容如下：能源化工，应用化学，制药与精细化工，生物化工等。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培养政治觉

悟高，道德修养好，具有国际视野、战略眼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具有团结协作的敬业和创新

精神，“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次领军领导人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该工程领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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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

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等能力。 

培养方式：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本培养方案适用

于全日制培养的工程博士。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应紧密结合相关工程领域的重

大、重点工程项目，紧密结合企业的工程实际，培养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工程技术创新

的能力。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实行校企联合培养，

采取课程学习、创新实践、项目研究、学位论文撰写等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培养过程中由我校及企

业或工程研究院所相关工程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的指导小组共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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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必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必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900081 工程材料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博士≥2 

本博≥2 
1000062 化学工程与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3200003 先进材料及结构技术 16 1 1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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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博士≥2 

本博≥6 
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总计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材料与化工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901008 （英）材料微结构分析与性能表征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900035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设计 32 2 1 选修 

0900037 现代高分子材料科学与技术 32 2 1 选修 

0900040 近代高聚物材料物理学 32 2 1 选修 

0901010 （英）高能束流加工与技术 32 2 1 选修 

0900050 含能材料研究进展 32 2 2 选修 

0900052 能源及环境材料设计计算与建模 32 2 2 选修 

3200004 复合材料原理 32 2 1 选修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专业技术 

模块 

1000014 膜与膜过程原理 32 2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1000022 现代有机合成方法学 32 2 1 选修 

1000011 催化科学与技术 32 2 1 选修 

1000061 炸药理论与合成技术 32 2 2 选修 

1000018 杂环化学及应用 32 2 2 选修 

1000009 波谱分析 32 2 1 选修 

1000049 生物分子工程 32 2 1 选修 

1000027 高等化学电源工艺学 32 2 1 选修 

1000053 金属有机化学与应用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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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具体要

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学分） 

工程博士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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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博士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服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工程博士应进行工程实践拓展，包括以下两种形式，选择一项完成。具

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1）工程博士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大赛，获得“互联网+”、“挑战杯”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国

内外竞赛且获得特等奖（排名前 5）、一等奖（排名前 4）、二等奖（排名前 3），或省部级以上特

等奖（排名前 2）、一等奖（排名前 1）。 

（2）前往企业开展工程实践 3 个月及以上，包括但不限于前往重点国有企业、省部级科研单

位、军工企业、党政机关、部队等①承担地区或企事业单位阶段性科研工作、产品开发、技术攻关、

项目论证等科技服务工作；②从事计算机编程、软件应用与开发、数据挖掘和处理等信息化工作；

③向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咨询；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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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全日制） 
（0858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能源动力工程博士培养主要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和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两个一级学科点和“运载装备及制造” “双一流”建设学科群，建有“高效低排放内燃机技术工

信部重点实验室”、“军用车辆动力系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清洁车辆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空自主导航与控制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无人机自主控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6个部级科研平台，科研教学设备总资产超 3亿元。

现有教师 91 人，其中教授 29 人、副教授 43 人、工程院/科学院院士 2 人，有国家千人计划入选

者 5 人、北京市教学名师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国防“511”人才 2 人、“军用车辆动

力系统技术”国防科技创新团队1个，近五年总研究经费超过 4亿元。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本类别在军用动力、

宇航推进工程等领域特色鲜明，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多项。 

2、研究方向简介 

（1）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重点开展热能动力机械燃烧优化与系统控制、动力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噪声控制、流体机械及

工程、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研究。 

（2）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重点开展固体火箭动力装置前沿理论与先进技术、高超声速推进理论及技术、特种和新概念空

间推进技术、航空宇航推进先进燃烧理论及技术等研究。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在能源动力相关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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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工作等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次

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培养方式：以国家、省部级或著名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为背景，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导师组成员组成校企导师组共同指导；学位论文工作以开发工程技术、

解决重大工程实际问题为核心，重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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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

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必

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必

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100130 宇航推进前沿课程 16 1 1/2 选修 

博士≥2 

本博≥2 

0300103 动力机械与工程前沿 16 1 1/2 选修 

0300120 能源动力前沿 16 1 1/2 选修 

0700201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8 0.5 1 选修 

0300203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8 0.5 1 选修 

0900201 材料科学 8 0.5 1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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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博士≥2 

本博≥6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总计 

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能源动力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专业技术 

模块 

0300026 系统工程学及其应用 48 3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300030 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 48 3 1 选修 

0300090 数学思想方法及工程应用选讲 48 3 2 选修 

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专

业技术模块 

0100014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综合设计 32 2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100022 高等飞行动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116 行星大气进入动力学与控制 32 2 2 选修 

0100125 飞行器最优控制 32 2 2 选修 

0100046 聚合物特性与装药结构完整性 32 2 2 选修 

0100079 现代发射技术 48 3 1 选修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具体要

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学分） 

工程博士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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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博士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服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工程博士应进行工程实践拓展，包括以下两种形式，选择一项完成。具

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1）工程博士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大赛，获得“互联网+”、“挑战杯”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国

内外竞赛且获得特等奖（排名前 5）、一等奖（排名前 4）、二等奖（排名前 3），或省部级以上特

等奖（排名前 2）、一等奖（排名前 1）。 

（2）前往企业开展工程实践 3 个月及以上，包括但不限于前往重点国有企业、省部级科研单

位、军工企业、党政机关、部队等①承担地区或企事业单位阶段性科研工作、产品开发、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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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论证等科技服务工作；②从事计算机编程、软件应用与开发、数据挖掘和处理等信息化工作；

③向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咨询。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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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非全日制） 
（0854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电子信息专业领域依托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光电学院、计算机学院、自动化学院和

医工融合研究院。研究方向涵盖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七个一级学科，其中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光学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97 人，聘任企业导师 45 人。实

验室面积达 5.6万平方米，实验设备总值超过 6亿元。本专业汇聚了 8名两院院士、13名“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1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4 名“万人计划”领军人才、8

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 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3 名教育部跨/新世纪

优秀人才、6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名“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名“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获得者、1名国家级教学名师、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7

个“长江学者”创新团队、5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已建成 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引智基地、29个省部级教学/

科研平台，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本领域重点在以下

方向开展工程博士培养： 

2、研究方向简介 

（1）电子信息工程 
在空天智能网络、电磁计算、专用处理器设计与应用等领域已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与优势。主要

从事：空天网络信息传输与分发；多源信息感知；信号与信息处理；空天信息系统安全理论与技术；

电磁仿真与天线；毫米波太赫兹技术与系统；微电子与集成电路；医学电子与信号处理；复杂电路

与系统；微纳光电子学与激光光电子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光电信息工程 
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和行业企业工程实际，以光信息技术、光电子技术、光子学及精密测量技术

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高新技术研究与技术开发并重、研究与人才培

养并重的原则，为国民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服务。主要从事微光与超宽波段成像、混合现实与新型

显示、光学设计加工与检测、光电探测度量与对抗、激光与光电子技术、光信息处理与微纳光学、

仪器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智能感测与新型成像、精密光电测试技术及仪器、光学场景仿真与系统

评估等方面的理论、技术和应用研究工作。 

（3）控制科学与工程 
以运动体、工业装备及人机物融合系统等为研究对象，以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为目的，综合运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检测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研究对象的领域知识，研究具

有系统建模、动态特性分析、预测、控制和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系统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本方向

注重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结合、多学科交叉和军民融合，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对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控制科学与工程”主要从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

智能系统，导航、制导与控制，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智能信息处理与控制和电气工程与控制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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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工程 
开展计算机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技术和重大应用工程技术研究。计算机技

术领域主要开展语言智能与社会计算、图像计算与感知智能、高性能计算与体系结构、软件智能与

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知识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工作。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主要研究网络攻防对

抗技术、网络情报分析与决策、密码学与应用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5）医工融合工程 
通过电子信息技术与医学及生命科学的有机融合，开展医工交叉领域的前沿研究。面对国家重

大需求，开展医学影像处理、数字诊疗、医疗设备与器械研发、医疗机器人、人工智能诊断等多领

域的研究。研究方向突出医工学科交叉特色，和临床紧密结合，采取医工双导师培养模式，培养复

合型人才。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在电子信息类相关工程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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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

究开发工作等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

次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培养方式：以国家、省部级或著名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为背景，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导师组成员组成校企导师组共同指导；学位论文工作以开发工程技术、

解决重大工程实际问题为核心，重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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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必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必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500170 电子科学与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博士≥2 

本博≥2 

0400087 现代光学工程进展 16 1 1 选修 

0400088 现代精密仪器进展 16 1 1 选修 

0600058 控制科学前沿 16 1 1 选修 

0500171 通信与网络技术前沿 16 1 2 选修 

070008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进展 16 1 1/2 选修 

0700089 网络空间安全进展 16 1 1/2 选修 

0500180 医工融合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光电信息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博士≥2 

本博≥6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医工融合专业模块 选修 

总计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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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光电信息 

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400004 光电薄膜与器件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400006 现代光电系统设计 32 2 1 选修 

0400007 微纳光学 32 2 2 选修 

0400008 高等光学 32 2 2 选修 

0400015 光电传感基础 32 2 1 选修 

0400066 光电子信息探测技术与应用 32 2 2 选修 

0400072 光电子成像与目标探测识别 32 2 1 选修 

0400075 多学科优化设计 32 2 2 选修 

0400081 微机电系统及应用 32 2 1 选修 

0400085 现代光电测试技术 32 2 1 选修 

电子信息

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500102 微波系统理论、技术及应用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500039 雷达目标特性分析方法 32 2 2 选修 

0500043 太赫兹技术与应用 32 2 2 选修 

0500118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导论 32 2 1 选修 

0500133 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32 2 2 选修 

0500173 电子薄膜技术及应用 32 2 1 选修 

0500103 空间信息网络与现代通信技术 32 2 1 选修 

0500104 先进航天遥感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 32 2 1 选修 

0501016 （英）量子雷达原理 32 2 1 选修 

控制科学

与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600059 最优与鲁棒控制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600009 现代检测与测量技术 32 2 2 选修 

0600011 模式识别 32 2 2 选修 

0600050 惯性器件与导航系统 32 2 2 选修 

0600015 现代电力电子学 32 2 1 选修 

0600023 智能计算与信息处理 32 2 2 选修 

0600026 图像采集与处理 32 2 1 选修 

计算机与

网络安全

工程 

专业技术 

模块 

0700017 语言智能处理 32 2 1/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700016 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 32 2 1/2 选修 

0700024 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计算 32 2 1 选修 

0700029 虚拟现实与虚拟环境 32 2 1 选修 

0700025 网络信息安全与对抗技术 32 2 1 选修 

0700076 网络系统安全度量与测量技术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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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融合 

专业技术 

模块 

医工融合专业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可在电子信息各专业技术模块下任选课程。 

博士≥2 

本博≥6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其中参

加学校组织的非全日制工程博士交流探讨活动不少于 10 次（口头报告不少于 3 次）。具体要求见

《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学分） 

非全日制工程博士通过在岗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结合其中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了解其发展历

史、国内外现状，完成工程实践要求。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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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非全日制） 
（0855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机械工程博士授权类别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安全

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等 5个一级学科和“运载装备及制造”、“高效毁伤与防护”等 2个北京理

工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群，建有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坦克传动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国家 2011 计划北京电动车辆协

同创新中心、机电动态控制重点实验室等 6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以及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北京市高精尖

科技创新中心、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轻量化多功能复合材料与结构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教育部防生机器人与系统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防科技工业技术精密微细结构加工技术研究

应用中心、非硅微纳制造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事故与边坡灾害预防与控制工业

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火安全材料与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爆炸防护与应急处置技术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应急管理部爆炸物检测检验与物证分析平台等 14 个省部级平台。现有博士生导师 174

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3名（含外籍院士 1名），70余人次先后入选长江

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或主持 973 项目、自然基金创新群体项目和各类国家重大科技和工

程项目。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本类别在爆炸与毁

伤、燃烧爆炸安全、车辆传动、新能源车辆、先进加工、医工融合、光机电微纳制造、智能制造、

导弹与制导武器、深空探测和复杂航天器、材料与结构冲击动力学、流体力学与空气动力学等研究

领域特色鲜明，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二等奖等国家级奖励。 

2、研究方向简介 

（1）兵器科学与技术  

重点开展武器设计与应用工程、智能探测与控制工程、毁伤理论与弹药工程、爆炸技术与冲击

工程、含能材料与特种能源工程、安全技术与防护工程等研究。  

（2）机械工程  
重点开展车辆理论与无人车技术、智能网联汽车与电驱动、智能制造工程、医工新材料制造、

智能机器人与系统、机电系统与传感器、光机电微纳制造科学与工程等研究。  

（3）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重点开展飞行器总体设计、飞行动力学与控制、航天器系统与自主技术、宇航推进技术、航空

宇航制造及其自动化、振动与噪声控制等研究。  

（4）力学  

重点开展动力学与控制、材料与结构力学、计算力学与工程仿真、空气动力与环境流体力学、

材料与结构冲击动力学、生物力学等研究。  

（5）安全科学与工程  

以燃烧爆炸安全为特色，重点开展复杂系统安全理论与方法、危险物质与安全性、灾害演化动

力学、智能安全监控与防护、事故调查与应急技术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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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先进结构技术 

重点开展先进结构设计分析、材料结构一体化、结构功能一体化、结构智能集成、结构仿生与

微纳设计实现、结构设计制造一体化、先进结构检测与表征评价等技术研究。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

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培养在机械类工程技术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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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开

发工作等能力，以及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团结协作精神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方式：以国家、省部级或著名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为背景，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导师组成员组成校企导师组共同指导；学位论文工作以开发工程技术、

解决重大工程实际问题为核心，重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 

培养要求：本类别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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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掌握本领域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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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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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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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本博必修 

2 选 1）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必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300101 先进制造领域专论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2 

0300102 机械工程专论 16 1 1 选修 

0100118 宇航系统工程前沿 16 1 1 选修 

0100129 现代力学前沿 16 1 1 选修 

0200161 武器系统科学技术 16 1 1 选修 

3200002 高端装备先进结构技术 16 1 1/2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0300119 工程领域专题技术新进展导读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机械工程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兵器科学与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力学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总计 

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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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机械工程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300071  先进制造科学基础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300016  车辆前沿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024  机器人前沿技术  32  2  1  选修 

0300030  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  32  2  1  选修 

兵器科学与 

技术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200070  系统、信息与控制  32  2  1  选修 

0200125  武器系统前沿技术  32  2  1  选修 

0200127  弹药工程前沿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131  材料动态力学行为  32  2  1  选修 

0200133   武器含能系统安全性设计与评估  32  2  1  选修 

安全科学与 

工程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200003 爆炸安全理论 32 2 2 选修 

0200071 系统安全分析与评价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072 系统安全评估原理 32 2 2 选修 

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100014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综合设计  32  2  1  选修 

0100022  高等飞行动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116  行星大气进入动力学与控制  32  2  2  选修 

0100068  飞行器最优控制  48  3  1  选修 

0100046  聚合物特性与装药结构完整性  32  2  2  选修 

0100079  现代发射技术  48  3  1  选修 

力学领域 

专业技术 

模块  

0100016  非线性动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056  实验固体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058  细观力学  32  2  2  选修 

0100064  现代生物力学  32  2  2  选修 

3200001 断裂力学 32  2  2  选修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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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其中参

加学校组织的非全日制工程博士交流探讨活动不少于 10 次（口头报告不少于 3 次）。具体要求见

《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学分） 

非全日制工程博士通过在岗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结合其中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了解其发展历

史、国内外现状，完成工程实践要求。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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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化工（非全日制） 
（0856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材料与化工领域依托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等 2个一级学科和北京理

工大学“新材料科学与技术”“双一流”建设学科群，建有冲击环境材料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国家阻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高技术绿色材料发展中心、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特

种纳米分子科学与技术国家“111”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 5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以及高能量密度材

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动力电池及化学能源材料北京市高等学校工程、北京市结构可控先进功能材

料与绿色应用重点实验室、环境科学与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纤维素及其衍生材料工程中

心、教育部火安全材料与技术工程中心、原子分子簇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光电转换材料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化学电源与绿色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技术北京市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轻量化多功能复合材料与结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11个省部级平台。现有博士生导师 143

名，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3 名，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出青年基金、国防卓青共 15 名，四青人

才 23名。 

2、研究方向简介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材料与化工领域重

点在 2个学科方向开展工程博士培养： 

（1）材料科学与工程 

重点开展研究如下：毁伤与防护材料，先进材料成型理论与技术，低维材料物理与化学，功能

高分子与阻燃材料，材料表面工程，含能材料，能源与环境材料，特种多场环境防护材料及结构等。 

（2）化学工程与技术 

重点开展研究内容如下：能源化工，应用化学，制药与精细化工，生物化工等。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培养政治觉

悟高，道德修养好，具有国际视野、战略眼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具有团结协作的敬业和创新

精神，“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次领军领导人才：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该工程领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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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

织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等能力。 

培养方式：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本培养方案适用

于非全日制培养的工程博士。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应紧密结合相关工程领域的

重大、重点工程项目，紧密结合企业的工程实际，培养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工程技术创

新的能力。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实行校企联合培养，

采取课程学习、创新实践、项目研究、学位论文撰写等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培养过程中由我校及企

业或工程研究院所相关工程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的指导小组共同指导。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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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选修 
（本博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必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必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900081 工程材料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博士≥2 
本博≥2 

1000062 化学工程与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3200003 先进材料及结构技术 16 1 1 选修 

综合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专业技术

模块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博士≥2 
本博≥6 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总计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材料与化工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材料科学与工程 0901008 （英）材料微结构分析与性能表征 32 2 2 选修 博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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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 

模块 
0900035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设计 32 2 1 选修 本博≥6 

0900037 现代高分子材料科学与技术 32 2 1 选修 

0900040 近代高聚物材料物理学 32 2 1 选修 

0901010 （英）高能束流加工与技术 32 2 1 选修 

0900050 含能材料研究进展 32 2 2 选修 

0900052 能源及环境材料设计计算与建模 32 2 2 选修 

3200004 复合材料原理 32 2 1 选修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专业技术 

模块 

1000014 膜与膜过程原理 32 2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1000022 现代有机合成方法学 32 2 1 选修 

1000011 催化科学与技术 32 2 1 选修 

1000061 炸药理论与合成技术 32 2 2 选修 

1000018 杂环化学及应用 32 2 2 选修 

1000009 波谱分析 32 2 1 选修 

1000049 生物分子工程 32 2 1 选修 

1000027 高等化学电源工艺学 32 2 1 选修 

1000053 金属有机化学与应用 32 2 2 选修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其中参

加学校组织的非全日制工程博士交流探讨活动不少于 10 次（口头报告不少于 3 次）。具体要求见

《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 学分） 
非全日制工程博士通过在岗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结合其中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了解其发展历

史、国内外现状，完成工程实践要求。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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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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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非全日制） 
（085800)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于 2011 年获批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是国家首批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招生培养单位。 

能源动力工程博士培养主要依托北京理工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和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两个一级学科点和“运载装备及制造” “双一流”建设学科群，建有“高效低排放内燃机技术工

信部重点实验室”、“军用车辆动力系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清洁车辆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飞行器动力学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空自主导航与控制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无人机自主控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6个部级科研平台，科研教学设备总资产超 3亿元。

现有教师 91 人，其中教授 29 人、副教授 43 人、工程院/科学院院士 2 人，有国家千人计划入选

者 5 人、北京市教学名师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国防“511”人才 2 人、“军用车辆动

力系统技术”国防科技创新团队1个，近五年总研究经费超过 4亿元。 

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和工程项目，本类别在军用动力、

宇航推进工程等领域特色鲜明，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多项。 

2、研究方向简介 

（1）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重点开展热能动力机械燃烧优化与系统控制、动力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噪声控制、流体机械及

工程、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研究。 

（2）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重点开展固体火箭动力装置前沿理论与先进技术、高超声速推进理论及技术、特种和新概念空

间推进技术、航空宇航推进先进燃烧理论及技术等研究。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培养目标：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实际，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在能源动力相关工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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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工作等能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胸怀壮志、明德精工、创新包容、时代担当”的高层次

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培养方式：以国家、省部级或著名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为背景，聘请企业（行业）具有丰

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导师组成员组成校企导师组共同指导；学位论文工作以开发工程技术、

解决重大工程实际问题为核心，重点培养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学制 
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6年。 

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最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8年。 

特别优秀并提前完成学位论文的工程博士最多可提前 1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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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公共 

基础 

模块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博士≥6 

本博≥13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36 2 1 选修 

（本博

必修） 2700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1 

240005* 博士公共英语中级 32 2 1/2 必修 

2 选 1 240006* 博士公共英语高级 32 2 1/2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2 2 1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 

1700005 最优化方法 32 2 2 

1700006 随机过程 32 2 2 

1700007 现代回归方法 32 2 2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选修 

（本博

必修 

2 选 1）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0300204 工程伦理 16 1 1/2 
选修 

（本博

必修） 

0300202 科技写作实训 8 0.5 1/2 

2200003 心理健康 8 0.5 1/2 

领域 

前沿 

模块 

0300101 先进制造领域专论 32 2 2 选修 

博士≥2 

本博≥2 

0100130 宇航推进前沿课程 16 1 1/2 选修 

0300103 动力机械与工程前沿 16 1 1/2 选修 

0300120 能源动力前沿 16 1 1/2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必修 

博士≥2 

本博≥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选修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选修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选修 

2300308 智能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2300313 国防科技与法律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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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85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0300119 工程领域专题技术新进展导读 32 2 1/2 选修 
博士≥2 

本博≥6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领域专业技术模块 选修 

总计学分 博士≥12      本博≥23 

 

能源动力类别各方向专业技术模块课程设置 

模块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学分 
要求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专业

技术模块 

0300026 系统工程学及其应用 48 3 1 选修 

博士≥2 

本博≥6 

0300030 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 48 3 1 选修 

0300090 数学思想方法及工程应用选讲 48 3 2 选修 

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领域专

业技术模块 

0100014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综合设计 32 2 1 选修 

0100022 高等飞行动力学 32 2 1 选修 

0100116 行星大气进入动力学与控制 32 2 2 选修 

0100125 飞行器最优控制 32 2 2 选修 

0100046 聚合物特性与装药结构完整性 32 2 2 选修 

0100079 现代发射技术 48 3 1 选修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包括参加本领域前沿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报告等研讨及交流活动 20 次。其中参

加学校组织的非全日制工程博士交流探讨活动不少于 10 次（口头报告不少于 3 次）。具体要求见

《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2.工程实践拓展（1 学分） 

非全日制工程博士通过在岗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结合其中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了解其发展历

史、国内外现状，完成工程实践要求。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2.中期检查；3.博士论文预答辩；4.论文答辩；5.学位申请。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博士培养环节实施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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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培养环节及相关工作 完成时间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博士论文预答辩 论文评阅送审前完成 

论文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学位申请 答辩后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 

七、课程教学大纲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编码、课程名称、学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学方式、考核方式、

适用专业领域、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