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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博士类别一览表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牵头学院 

0854 电子信息 

08540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含量子技术等） 
信息与电子学院 

085402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

络、移动通信等） 
信息与电子学院 

085403 集成电路工程 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 

085404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学院 

085405 软件工程 计算机学院 

085406 控制工程 自动化学院 

085407 仪器仪表工程 光电学院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光电学院 

085409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学院 

085410 人工智能 自动化学院 

08541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计算机学院 

085412 网络与信息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0855 机械 

085501 机械工程 机械与车辆学院 

085502 车辆工程 机械与车辆学院 

085504 航天工程 宇航学院 

085506 兵器工程 机电学院 

085509 智能制造技术 机械与车辆学院 

085510 机器人工程 机电学院 

0856 材料与化工 
085601 材料工程 材料学院 

085602 化学工程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58 能源动力 

085801 电气工程 自动化学院 

085802 动力工程 机械与车辆学院 

085807 清洁能源技术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5808 储能技术 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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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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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学位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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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和生命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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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九个一级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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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别汇聚了 17 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形成了以

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国家教学名师为学术带头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拥有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等 6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及 35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与行

业及领先企业共建一批产学研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形成良好的产教融合生态；获得多项包括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国家及省部级奖

项。已成为我国电子信息领域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研发和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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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别重点在以下

领域开展工程博士培养。 

2、专业领域简介 

（1）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085401） 
本领域依托“信息与通信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重点研究新体制雷达、

航天测控、电磁频谱感知与识别、天线与微波技术、空间目标探测与识别、量子信息技术、信息系

统与对抗、遥感信息实时处理、医学信息感知与智能分析等电子信息热点领域和前沿方向，具有鲜

明的特色与优势，在高速交会目标无线电相对定位测量、雷达探测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085402） 
本领域依托“信息与通信工程”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研究空天网络信息传输与分发、新一代

移动通信技术与系统、智能通信、多媒体信号处理、物联网通信系统、太赫兹通信技术与系统、宽

带高速光通信、光纤传感技术、通信信号与信息处理、空天信息系统安全理论与技术等通信热点领

域和前沿方向，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在无线通信、移动通信、空天网络信息、

宽带通信与网络等领域已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与优势。  

（3）集成电路工程（085403） 
本领域依托“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瞄准国家关键“卡

脖子”难题，重点研究集成微纳电子科学、MEMS 与集成微系统、集成电路设计与先进封装、硅基

集成光电子学、射频技术与软件、微波与太赫兹技术、智能电子信息系统等集成电路与电子信息热

点领域和前沿方向。在新型低维量子结构与器件、智能 MEMS 微镜、SOC 设计与应用等方向取得一

系列国内和国际领先的成果，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  

（4）计算机技术（085404） 
本领域依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围绕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以计算

机系统体系结构的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和高性能计算工程为背景，主要研究机器翻译、语义计算、

社会媒体处理、信息检索与信息抽取、智能辅助决策、计算视觉与认知、图像/视频学习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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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分析与处理、立体视觉与深度感知、目标识别与跟踪、3D 场景重建与交互、智能人机交

互、无线自组网络、多核计算、多/众核处理器等系统和技术。  

（5）软件工程（085405） 
本领域依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围绕软件工程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以关键基

础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为背景，主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软件开发方法与开发环境、复杂软件

体系结构、数据库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数据分析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跨域数据计算、边缘数据计

算、图数据管理与分析，智慧数据计算、海量异构数字资源管理与互操作、智能教育软件与辅助决

策、基于大数据和脑科学的辅助诊断、移动互联网软件等。  

（6）控制工程（085406） 
本领域依托 “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面向国家复杂工程重大需求和学科前沿热点问题，

以复杂环境下多约束运动体为研究对象，开展系统建模、实时感知、决策与控制相关研究，下设智

能感知与运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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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控制以及电气工程与控制等六个研究方向，具有军民深度融合、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等特色。  

（7）仪器仪表工程（085407） 
本领域依托“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重点研究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混智能感测与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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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领域和前沿方向，具有鲜明的特

色与优势。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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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光电信息工程（085408） 
本领域依托“光学工程”一级学科，以光电信息技术、光电成像技术、光电子学技术、光电显

示技术等光电信息工程前沿领域的工程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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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与微纳光学等科学问题和核心关键技术，已形成鲜明的学科特色和技术优势。学科坚持基于创

新的应用研究，高新技术与技术开发并重，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原则，为国民经济建设和

国家安全服务。  

（9）生物医学工程（085409） 
本领域依托“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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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空间生物与医学工程、自主式微型生物医疗系统、数字健康与智慧

医疗、医用生物技术、生物医学检测技术等医工交叉领域和前沿方向，具有电子信息技术与医学及

生命科学有机融合，鲜明的“医工结合”特色与优势，在空间生命科学与载荷、医疗微辅助系统与

医学机器人、生物医学检测技术等方面处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10）人工智能（085410） 
本领域依托“人工智能”一级学科，下设人工智能理论基础、类脑智能、群体智能、智能安全

与反智、智能技术及应用五个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理论基础主要研究智能科学中的数学、控制和信

息理论基础。类脑智能主要以计算建模为手段，受脑神经机制和认知行为机制启发，并通过软硬件

协同实现机器智能。群体智能主要研究群体智能的自主决策和优化控制。智能安全与反智主要研究

反向智能与智能反制。智能技术及应用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交通、制造、医疗、金融、

管理、法律、农业、艺术等领域的赋能应用。  

（11）大数据技术与工程（085411） 
本领域依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要求研究生掌握数据科学的基础理论，熟练掌

握大数据的算法设计与分析技术；具备数据采集与清洗、大数据管理与挖掘、大数据计算与分析、

大数据可视化、大数据隐私与安全等相关理论知识与方法，能够开展行业大数据分析研究，具备大

数据分析的科研与开发能力。培养从事行业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高端技术人才。  

（12）网络与信息安全（08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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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依托“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面向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培养具

有浓厚家国情怀、宽广国际视野、担当复兴大任系统扎实掌握信息安全、计算机与网络工程、先进

计算与网络安全(包含人工智能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研究能力，能够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在电磁空间安全、网络空间安全、计算系统安全和互联网治理等方

面开展高水平工程技术研究的一流技术人才。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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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实施大型项目管理等能力，具有全球性的行业视野以及战略思维与规划能力，能独立地、创造性地

从事本领域内的科研工作并取得行业认同的科研成果，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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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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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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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7000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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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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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前沿

模块 

0500059 信号处理理论前沿 8 0.5 1 

选修 ≥2 

0500171 通信与网络技术前沿 16 1 1 

1300007 集成电路与电子科学前沿 16 1 1 

0400087 现代光学工程进展 16 1 1 

0400088 现代精密仪器进展 16 1 1 

0300203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8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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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0 计算机技术前沿 16 1 2 

0500180 医工融合技术前沿 16 1 2 

0600063 人工智能进展 16 1 1 

1200005 通信技术前沿 16 1 1 

1200028 网络空间安全前沿 16 1 1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选修 ≥2 

0018002 高级工程管理 16 1 1/2 

2100262 前沿技术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16 1 1/2 

2100263 数字经济、创新与转型 16 1 1/2 

2200004 工程领导力 16 1 1 

2100296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与实践 16 1 1 

2200160 创新创业的理论与实践 32 2 2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专业

技术

模块 

专业技术模块需修满 2 个学分以上，可跨领域选课 

0501017 （英）高分辨雷达 32 2 1 选修 

新一代电子

信息技术 

0500133 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32 2 2 选修 

0500039 雷达目标特性分析方法 32 2 2 选修 

0500112 毫米波系统理论、技术及应用 32 2 2 选修 

0500075 系统理论与人工系统设计学 32 2 2 选修 

0500120 无线通信与感知一体化技术 32 2 2 选修 

0500208 无线网络和移动计算 32 2 2 选修 

通信工程 

0501014 （英）高等数字通信 32 2 1 选修 

0501007 （英）先进光纤通信系统 32 2 1 选修 

0500214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32 2 2 选修 

0500122 大数据思维与技术 32 2 1 选修 

0500097 集成电路设计实践 32 2 1 选修 

集成电路 

工程 

0500001 高等电磁场理论 32 2 1 选修 

1300003 柔性电子材料与器件 32 2 1 选修 

0500043 太赫兹技术与应用 32 2 2 选修 

1301004 （英）MEMS 原理 32 2 1 选修 

1301026 （英）MEMS 设计 32 2 2 选修 

0500163 电子薄膜科学及技术 32 2 2 选修 

1301009 （英）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32 2 1 选修 

0700017 语言智能处理 32 2 2 选修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大数据技术

与工程 

0700022 算法与算法复杂性理论 32 2 2 选修 

0700024 计算机网络与分布式计算 32 2 1 选修 

0700027 软件系统分析与优化 32 2 2 选修 

0700029 虚拟现实与虚拟环境 32 2 1 选修 

0700016 机器学习与知识发现 32 2 2 选修 

0600002 控制科学进展 48 3 1 必修 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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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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015 现代电力电子学 32 2 1 选修 

0600050 惯性器件与导航系统 32 2 2 选修 

0600059 最优与鲁棒控制 32 2 1 选修 

0400004 光电薄膜与器件 32 2 2 选修 

仪器仪表 

工程 

 

 

光电信息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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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2 分子影像学 32 2 1 选修 

生物医学 

工程 

1600011 临床检验方法与仪器 32 2 1 选修 

1600024 生物医学机器人 32 2 2 选修 

1600036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32 2 1 选修 

1600065 医学生理病理学 32 2 2 选修 

0500201 图像与视频智能处理 32 2 2 选修 

人工智能 

0600064 群体智能与博弈对抗基础 32 2 2 选修 

0600023 智能计算与信息处理 32 2 2 选修 

0700001 机器学习 32 2 2 选修 

1600079 人工智能与脑科学 32 2 1 选修 

1600080 脑机智能与神经调控 32 2 2 选修 

1700153 人工智能的数学基础 32 2 1 选修 

1200001 计算系统安全 32 2 1 选修 

网络与信息

安全 

1200002 人工智能安全 32 2 2 选修 

1200008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2 2 2 选修 

1201005 网络空间安全导论 32 2 1 选修 

1200029 物联网安全 32 2 1 选修 

1200014 隐私计算理论与实践 32 2 1 选修 

1200015 群智感知技术与安全 32 2 1 选修 

1200026 空天信息网络理论与技术 32 2 2 选修 

1200025 智能可重构系统技术及应用 32 2 2 选修 

1200030 无人系统信息安全 32 2 2 选修 

1200027 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 32 2 1/2 选修 

1201004 （英）物联网安全 32 2 1 选修 

总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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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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具体要

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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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三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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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导师团队指导下开展的工程技术研发或工程项目管理，以及针对新技术或新产品或新

制度或新产业的开发、考察、宣传和评估活动。工作量不少于 40 学时，完成不少于 8000 字的工程

创新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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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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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起点博士 硕博连读博士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第八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第十学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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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5) 

一、专业类别简介 
1、专业类别简介 

依托力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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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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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辆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复杂微细结构加工技术创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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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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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车技术、非硅微纳制造、危险化学

品事故与边坡灾害预防与控制 3 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等 13 个省部级平台。现有中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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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青年基金等。面向国际前沿和国民经济、国防重大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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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自然二等奖等国家级奖励多项。 

2、专业领域简介 

领域 1：航天工程（085501） 

本领域依托“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和“力学”两个一级学科，重点研究飞行器总体设计、飞

行动力学与控制、航天器系统与自主技术、宇航推进技术、宇航发射技术、材料与结构力学、动力

学与控制、流体力学等热点领域与前沿方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智

群与自主控制、复杂飞行器先进设计、深空探测、在轨服务、空间结构动力学与控制等方面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 

领域 2：机械工程（085502） 

本领域依托机械工程领域一级重点学科，首批获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重点研究先进加工、微

小型制造、数字化制造、工业与系统工程、激光微纳制造、检测与控制、机电系统与装备方向。在

难加工材料加工、激光微纳制造等研究方向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面

向制造强国战略以及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培养掌握机械工程领域专业基础知识、

研究和应用能力，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等国防科技工业关键岗位从事产品设计、

制造、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生产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领域 3：车辆工程（085503） 

本领域依托“机械工程”和“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两个一级学科，重点研究车辆总体设计

及性能优化，新型能源及智能网联车辆，无人平台总体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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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流动与流体工程，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方向，在高速履带车

辆、轮式装甲车辆、新能源及电驱动车辆、无人车辆、高速两栖车辆、大功率柴油机等系统集成与

新理论、新技术研究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 

领域 4：智能制造技术（085504） 

本领域依托机械工程一级重点学科，于 2021 年获批设立。重点研究精密加工与智能装配、智

能感知与检测控制、激光与增材制造、智能制造系统与软件、医工融合智能制造方向，在数字化装

配、超声传感检测、飞秒激光加工、智能设计与先进工艺软件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面向航天、航空、兵器、船舶、电子等国家战略领域，以及汽车、通讯、家电、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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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医疗健康等国计民生重点行业的核心装备研发与前沿技术突破，开展高端装备/复杂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研发设计智能化、生产制造智能化、运维服务智能化等核心关键技术研究。面向国家制

造强国战略需求培养具有卓越创新能力的领军领导人才。 

领域 5：兵器工程（085505） 

本领域依托兵器科学与技术、安全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重点开展武器设计与应用工程、

毁伤技术与弹药工程、爆炸冲击与先进防护、含能材料与特种能源、目标探测与智能控制、智能无

人技术与系统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强、应用价值高、影响力大的原创性成果，引领和推动

系列武器换代发展，实现了我国在重大核心技术领域的领跑。在高效毁伤技术、爆炸防护技术等研

究方面极具特色，主持研制的新型毁伤元，开辟了大幅度提升武器威力的新途径；高速侵爆毁伤技

术为我国侵爆战斗部的跨越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研制的柔性防爆应急处理装置广泛应用于军事和

民用领域，产业优势显著。 

领域 6：机器人工程（085506） 

本领域依托学校机械工程一级国家重点学科中的机械电子工程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仿生技术二

级学科以及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二级国家重点学科。重点研究运动仿生学、多尺度感知与操作、生

机电融合与交互、系统控制与集成等理论方法和技术。在仿生机器人、微纳操作机器人、医疗机器

人、空间机器人等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和特色。与卡耐基梅隆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国

际机器人顶尖高校的知名实验室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在构建深度国际化的一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方面基础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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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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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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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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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起点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4 年，硕博连读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含硕士阶段），最长

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增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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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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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6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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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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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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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前沿

模块 

0300101 先进制造领域专论 32 2 1 选修 

≥2 

0300102  机械工程专论 16 1 1 选修 

0200161 武器系统科学技术 16 1 1 选修 

0200162 安全科学与工程前沿 32 2 1 选修 

0100118 宇航系统工程前沿 16 1 1 选修 

0100061 现代力学进展 32 2 1 选修 

3200002 高端装备先进结构技术 16 1 1 选修 

0900076 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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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0140 现代等离子体诊断 32 2 2 选修 

0100135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2 选修 

0100142 发射系统工程设计 32 2 2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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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4 工程领导力 16 1 1 选修 

2100296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与实践 16 1 1 选修 

2200160 创新创业的理论与实践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专业技术模块需修满 2个学分以上，可跨领域选课 

0100014 飞行器制导与控制综合设计 32 2 1 选修 

航天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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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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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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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0071 先进制造科学基础 48 3 2 选修 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 

智能制造 

技术 

0300016 车辆前沿技术 48 3 2 选修 

0300090 数学思想方法与工程应用选讲 48 3 2 选修 

0300030 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 48 3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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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024 机器人前沿技术 48 3 1 选修 

兵器工程 

 

机器人 

工程 

0200125 武器系统前沿技术 32 2 1 选修 

0200126 武器系统及先进终端毁伤技术 32 2 1 选修 

0200127 弹药工程前沿技术 32 2 2 选修 

0200129 含能材料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 32 2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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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12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在校期间应参加所在专业领域的全国或国际的前沿研讨及交流调研活动不少于 10 次（口头报

告不少于 2次），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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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

环节实施办法》。 

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可参加国内外创业实践或科技创新竞赛，或在企业、院所、事业单位等

开展工程实践 3 个月及以上。 

非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可结合专业方向和工作实际，形成实践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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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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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起点博士 硕博连读博士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第八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第十学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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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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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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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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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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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能化工与安全”双一流建设学科群。现建有冲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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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分

子科学与制剂工程工业与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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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名。 

2、专业领域简介 

材料与化工专业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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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在材料工程和化学工程 2 个领域开展工程博士培养： 

085601 材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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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602 化学工程： 

能源化学工程、应用化学、制药与精细化工、生物化工、化工过程强化与智能制造等。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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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材料与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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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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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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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培

养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程技术创新能力。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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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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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起点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4 年，硕博连读工程博士基本学制为 6年（含硕士阶段），最长

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增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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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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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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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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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前沿

模块 

0900081 工程材料技术前沿 16 1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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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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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4 工程领导力 16 1 1 选修 
2100296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与实践 16 1 1 选修 
2200160 创新创业的理论与实践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专业技术模块需修满 2 个学分以上，可跨领域选课 

0900035 计算材料学与材料设计 32 2 1 选修 

材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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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008 （英）材料微结构分析与性能表征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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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090 先进材料分析测试技术应用实践 32 2 2 选修 
3200004 复合材料原理 32 2 1 选修 
1000011 催化科学与技术 32 2 1 选修 

化学工程 
1000012 应用电化学 32 2 1 选修 
1000014 膜与膜过程原理 32 2 1 选修 
1000049 生物分子工程 32 2 1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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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51 手性合成与手性药物技术 32 2 1 选修 
1000053 金属有机化学与应用 32 2 1 选修 
1000061 炸药理论与合成技术 32 2 2 选修 
1001023 （英）碳中和化工技术 32 2 1 选修 

总计 ≥12 

 

五、必修环节 
1.学术交流活动（1 学分） 

在校期间应参加所在专业领域的全国或国际的前沿研讨及交流调研活动不少于 10 次（口头报

告不少于 2次），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 

2.工程实践拓展（1 学分） 

工程博士应进行工程实践拓展，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培养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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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沟通协调

能力，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服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可参加国内外创业实践或科技创新竞赛，或在企业、院所、事业单位等

开展工程实践 3 个月及以上。 

非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可结合专业方向和工作实际，形成实践工作总结报告。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培养环节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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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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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起点博士 硕博连读博士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第八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第十学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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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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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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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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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首批开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招生培养单位。 

能源动力类专业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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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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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领域简介 

本领域重点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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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流动

与流体工程、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研究。在装甲动力、燃烧排放、军用车辆、新能源动力系统新

理论与新技术等方面极具特色；主持研制的全地域自适应某装甲车辆动力为我国特种车辆动力技术

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华北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北方发动机研究所、潍坊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等单位建有多个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产教融合基础雄厚。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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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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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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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2 必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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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模块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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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必修 
5 选 1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3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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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前沿

模块 

0300103 动力机械工程前沿 16 1 1/2 选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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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301 管理经济 8 0.5 1 选修 

综合

管理

模块 

0500172 专利挖掘与创新 16  1  1/2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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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4 工程领导力 16 1 1 选修 
2100296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与实践 16 1 1 选修 
2200160 创新创业的理论与实践 32 2 2 选修 
2500078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2 选修 

专业

技术

模块 

专业技术模块需修满 2 个学分以上，可跨领域选课 
0300026 系统工程学及其应用 48 3 1 选修 

所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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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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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次。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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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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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理工大学 2022 版工程博士培养方案                   类别：能源动力                 类别代码：085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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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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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起点博士 硕博连读博士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第五学期第 1 周（含）前 第八学期第 1 周（含）前 

中期检查 第七学期第 1 周前 第十学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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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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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专业、先修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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