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科代码：0837 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一、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安全科学与工程为一级学科，是研究减少或减弱危险有害因素对人身安全健康等的危害、设备

设施等的破坏、环境社会等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科学，是研究在具体领域中运用各种技术、工程、

管理等保障安全的方法、手段和措施，从而为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有效防范和应对安全问题提供直

接和间接的保障。 

本学科围绕安全生产、国家铁路建设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的研究方向，在交通系统安全

监控、载运工具人-机-环系统安全技术及工程、工业系统安全技术及工程等方面完成了大量的项目，

培养了很多优秀毕业生，获得多项奖励。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内容： 

1、轨道交通运行安全控制工程 

本研究方向以轨道交通安全检测与故障诊断、轨道交通事故生成机理研究等为内容，应用安全

系统理论、控制理论与技术、安全工程学、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工程力学与数值分析等先进理

论与技术，研究安全模拟与仿真、车辆安全控制技术、基于网络的复杂系统控制、车辆安全运用技

术、交通安全设备工程、交通安全检测与监控技术等。 

2、轨道交通安全人机工程 

本研究方向运用安全工程学理论、人类功效学理论、实验心理学技术、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

术等先进理论与方法，重点研究人-机-环境系统计算机仿真与模拟、人机界面信息流及认知、交通

系统中人员安全规划等。 

3、载运工具结构安全与可靠性 

本研究方向重点开展材料破坏理论研究、结构抗疲劳和防断裂研究、结构可靠性设计方法研究、

铁路桥隧结构安全研究、铁路车辆和城市轻轨车辆结构设计中的强度与可靠性研究等。 

二、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道德品质和优秀学术修养，

身心健康。 

（2）掌握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在本学科领域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可聘任本学科 1 位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副导师，或聘任

交叉学科 1 位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合作导师，须经学院审批同意并报学校学位办公室备案。导师（包

括副导师和合作导师）负责制订博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工作。 

2、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实行弹性学制。博士研究生基础学制 3 年，在校学习年限 3～5 年；直博生基础学制

4 年，学习年限 4～6 年；硕博连读的博士研究生自转入博士阶段起与普通博士相同。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学分为 13 学分，其中

课程学分 8 分，论文环节学分 5 分。硕博连读（含直博）研究生应修最低学分为 42 学分，其中课程

学分 37 分，论文环节学分 5 分。 

专业课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2 学分，每学分对应 16 学时。课程教学一般安排在第一学期。课

程设置除按上述博士课程要求外，要求完成本专业硕士方案中课程的相应要求。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及学位论文 

1、博士生资格考试 

博士生资格考试是是对博士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的学科综合考试，重点考察其是否具

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科研能力。 

资格考试由学院统一组织，一般应在博士生入学后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资格考试委员会由 3～

5 位教授组成，负责组织考试。 

2、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应根据安全科学与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需求、结合个人知识背景和研究兴趣进

行论文选题；论文选题应针对本一级学科的某一具体研究方向，提出对相应领域的技术发展或制造

产业进步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的课题。 

文献综述应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

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全面、客观

的叙述和评论；为论文课题的确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论证，为科研选题提供理论依据。 



 

博士开题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进行，由博士生导师根据博士生工作进度情况确定，一般应在

第二学期末完成，最迟距离申请答辩日期不少于 1 年。 

3、学位论文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集中反映，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

博士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应在科学上或专门技术上作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应能反

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教学或科学研

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要求做到概念清楚、立论正确、分析严谨、数据真实可靠、计算正确、图

表清晰、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博士生用于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4、学位论文答辩 

在学位论文工作基本完成后，要求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通过者方可申请正式答辩。具体要求

按照《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若干规定》相关规定执行。 

5、发表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达到的发表论文要求，按照《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 

其他有关要求按照《北京交通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学院的有关规定执

行。 

 

附课程设置表： 

（1）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总学分不低于 13.0 分）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考核

方式 
备注 

秋 春 

公共课 
00000010 博士第一外国语 64 2.0 √ √ 考试 

4.0 
11009010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0 √  考试 

基 

础 

课 

数

学

基

础 

11008306 现代数学讲座 32 2.0  √ 考试 

≥4.0 

       

       

       

学

科

核

心 

12004317 系统安全工程与管理   √   

12006303 先进控制与仿真分析   √   

       

       

专业课 
       

       



 

选修课 
00000007 第二外国语 60 2.0    附注一 

 补修课程      附注二 

论文环节 

 前沿讲座 8 次 2.0    

5.0 
 资格考试  1.0    

 博士论坛 2 次 1.0    

 开题报告  1.0    

备注：  

1.对前沿讲座选听的要求：参加 8 次以上由学校、学院或导师安排的学术活动，最后应提交一

份 20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此外，博士研究生还需参加 8 次以上学校学期教育计划讲座(包括职业

规划与职业发展、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阳光心理与生命健康、危机控制与安全管理等。 

2.对博士论坛的要求：博士主讲学术报告不少于 2次。 

3.附注一：一外为非英语专业的要求必修英语二外。 

4.附注二：对非本专业入学的博士生，应补学由导师指定的本专业主干硕士课程，或本科本专

业主干课程。 

5.公共课、基础课开课以当年开课时间为准。 

（博士第一外国语课程号 00000010 为特殊课程号，包含英语读写与听说，以及各类小语种一外） 

（2）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总学分不低于 42.0 分） 

 
课程属性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时间 考核

方式 
备注 

秋 春 

硕

士

阶

段 

公共课 

00000012 硕士第一外国语 64 2.0 √ √ 考试 
4.0 

21009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0 √ √ 考试 

21009307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 18 1.0 √ √ 考试 1.0 

基

础

课 

数

学

基

础 

21008302 数值分析 I 32 2.0 √  考试 

≥8.0 

21008304 统计方法与计算 32 2.0 √  考试 

25008303 数理方程 32 2.0 √  考试 

学

科

核

心 

22006335 现代控制理论 32 2.0  √ 考试 

22004315 模型与算法 32 2.0   考试 

22003310 工效学 32 2.0   考试 

22006348 安全评价理论与应用 32 2.0  √ 考试 

专业课 

22003309 安全行为学 32 2.0   考试 

≥6.0 

22006334 安全工程学 32 2.0 √  考试 

22004327 安全管理理论与方法 32 2.0 √  考试 

22006336 智能系统与控制 32 2.0  √ 考试 

22006344 结构安全数值分析 32 2.0 √上  考试 

选修课 

24006385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应用 32 2.0 √  考试 

≥ 

6.0 

≥ 

10.0 

24006340 虚拟仪器系统分析与设计 32 32  √ 考试 

22006312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2 2.0 √  考试 

24006356 嵌入式系统设计 32 2.0 √  考试 

24006357 现场总线控制网络 32 2.0  √ 考试 



 

24006358 三维机构运动仿真 32 2.0  √ 考试 

24003302 组织行为理论 32 2.0   考试 

24003330 安全经济学 32 2.0   考试 

24003331 心理测量 32 2.0   考试 

24004322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 32 2.0  √ 考试 

24004323 风险评估与管理 32 2.0 √  考试 

 自选课程     考查  

博

士

阶

段 

公共课 
00000010 博士第一外国语 64 2.0 √ √ 考试 

4.0 
11009010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0 √  考试 

基

础

课 

数

学

基

础 

11008306 现代数学讲座 32 2.0  √ 考试 

≥4.0 

 

      考试 

      考试 

      考试 

学

科

核

心 

12004317 系统安全工程与管理   √  考试 

12006303 先进控制与仿真分析   √  考试 

      考试 

      考试 

专业课 
      考试 

      考试 

选修课 
00000007 第二外国语 60 2.0    附注一 

 补修课程      附注二 

论文环节 

 前沿讲座 8 次 2.0    

5.0 
 资格考试  1.0    

 博士论坛 2 次 1.0    

 开题报告  1.0    

备注：  

1.对前沿讲座选听的要求：参加 8 次以上由学校、学院或导师安排的学术活动，最后应提交一

份 20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此外，硕博连读研究生还需参加 8 次以上学校学期教育计划讲座(包括

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阳光心理与生命健康、危机控制与安全管理等。 

2.对博士论坛的要求：博士主讲学术报告不少于 2次。 

3.附注一：一外为非英语专业的要求必修英语二外。 

4.附注二：对非本专业入学的博士生，应补学由导师指定的本专业主干硕士课程，或本科本专

业主干课程。 

5.公共课、基础课开课以当年开课时间为准。 

 

 

院（系）审核意见：                     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批意见：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