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动力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5800  授予能源动力硕士专业学位）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一、学科专业及培养方向 

能源动力工程一级学科以能源的高效洁净开发、生产、转换和利用为核心，以研究能量在热、

光、势能和动能等形式之间转化或互逆转换过程中能量转化、传递的基本规律为基础，旨在有效实

现各种能源过程的设备和系统的设计、制造与运行。该学科涵盖了能源的获取、转换、传输和应用

的全链条，是推动能源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科。 

本学位点依托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微细尺度流动与相变传热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载运工具先进制造与测控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轨道车辆运用工程国家级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新能源汽车技术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在航天动力工程、清洁能源和储能工程两个

学科方向培养研究生，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能源科学与工程基础知识，掌握先进的能源技术与管理

方法，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导师承担多项国

家、省部级以及企业委托项目，与企业联系紧密，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注重培

养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内容： 

1. 航天动力工程 

研究先进航天推进系统关键技术，包括绿色无毒液体空间推进技术、微推进技术、新概念推进

技术设计与测试，高超声速飞行器燃料强化喷雾燃烧技术，超临界流体喷雾燃烧机理，声电及非定

常效应强化雾化技术等；研究智能航天动力系统流动传热技术，包括发动机燃烧室-涡轮流固热耦合

机理，发动机燃烧/传热仿真与流场测试技术，推进剂雾化与燃烧仿真及智能控制技术，超/高超声

速气动热/力实验与仿真技术，卫星热控及高超飞行器热防护技术等。 

2. 清洁能源与储能工程 

研究先进能源转换与利用技术，包括先进燃烧与气化机制，太阳能热利用与热泵技术，核电反

应堆热工水力设计与分析，数字堆技术，等离子体辅助点火燃烧与低碳燃料合成及转化，固废减容

及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能源系统集成、控制与优化，包括混合能源与动力系统构型与控制，多能

协同转化过程与系统优化，清洁能源系统仿真技术，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及热管理技术，固废核素

迁移与调控技术等；研究先进电池技术、高效储能技术及热管理，包括锂电池高效高安全利用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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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热安全技术，燃料电池系统设计、集成与优化，储氢材料与控制技术，太阳能高效储热与相

变材料储热技术，储能系统热工水力分析与优化等。 

二、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要，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身心，具备社会责任感、较高的学术素养和职业素养、较强的原创

精神、扎实的科研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实践创新型人才。 

1. 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能源动力领域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2.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爱国守法；掌握能源动力领域基础理论及系统的专门知识和

技能，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实践技能，熟悉本领域的相关规范；具有独立从事本领域

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够独立运用本领域的先进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解决工

程问题。具有自我更新和补充知识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具有

团队协作精神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应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

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3. 毕业后可在能源动力领域的科研院所或企业中作为技术骨干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管理

等工作。 

三、培养方式及修业年限 

1.培养方式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训练和学位论文（实践成果）相结合的方式。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在申请答辩之前修满所要求的学分。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

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完成不少于 12个月的专业实践。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

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原则上时间不

少于 1年。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鼓励采用校企双导师制指导，校内导师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

工程实践经验，企业导师应是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一般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校内导师为

第一责任人。导师负责制订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指导论文选题、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等。课

程学习、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可以同步进行、相互交叉。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在申请答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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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修满所要求的学分。 

2.学习年限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研究生在规定学制内不能完成学业的，可

以申请延长修业年限，具体以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为准。其中课程学习 1年，主要在校内

完成。 

对提前完成培养计划，学位论文符合学校、学院及本学科申请提前毕业答辩要求的研究生，经

过规定的审批程序可以提前答辩、毕业并申请学位。 

四、科学研究与实践 

科学研究与实践环节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

通过该环节使研究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实践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基

本方法与步骤。 

在整个培养期间，导师应结合自己或所在学术团队承担的科研任务安排研究生至少参加一项与

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相关的科研项目（或工程项目），指导研究生开展工程新技术研究、

工程设计与实施、工程应用研发；指导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培养前期

调研、方案制定、项目实施、实验结果分析等从事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的能力和工程项目攻关的能

力。 

五、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 

学位论文工作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训练、承担专业

工作全面训练、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

一，要求研究生完成相应的论文环节，具体内容及要求按照《北京交通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

养过程管理规定》执行。 

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达到学校和学院有关研究成果要求（或取得申请学位实

践成果要求）。 

六、其他要求 

其他有关要求按照学校和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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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应修学分包括课程和培养环节两部分。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3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24 分，培养

环节学分 8分。专业课每学分对应 16学时。课程教学每学期分为两个时间段安排，课程学习一般应

在 1 学年时间内完成。研究生课程按课程性质分为四大课程平台：素养提升平台、能力提升平台、

专业深造平台、学术及实践创新平台；在平台下设置课程模块，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32分） 

课程

类别 

课程

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模块最低学

分要求 

（附注 1） 

素养

提升

平台 

政治

素养 

A209002B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秋  
3 

A209004B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春秋  

综合

素养

课程 

A206005B 工程伦理 16 1 秋  1 

A206001B 创新创业思维培养与能力提升 16 1 春  1 

综合

素养

实践 

H200501B 综合素养实践  1  附注 2 1 

能力

提升

平台 

语言

能力

模块 

C406001B 学术写作能力 16 1 秋  1 

C406003B 专业英语 32 2 秋  2 

数学

能力

模块 

C308101B 随机过程 I 32 2 秋  

2 
C308102B 数值分析 I 32 2 秋  

C308103B 矩阵分析 I 32 2 秋  

C308104B 最优化方法 I 32 2 秋  

信息

能力

模块 

C402026B 人工智能导论 32 2 春  

0 

14 

C402021B 机器学习 32 2 秋  

C402002B 深度学习 32 2 夏秋  

专业

深造

平台 

学科

专业

核心

课 

M506085B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秋  

6 

M506086B 高等传热学 32 2 秋  

M506084B 高等工程热力学 32 2 秋  

M506134B 高等汽车动力系统 32 2 春  

M506160B 新能源电池与储能系统（全英文） 32 2 春  

专业

拓展

课程 

01 航天动力工程 

6 

M506170B 航空航天动力装置 32 2 秋  

M506169B 空天系统推进与热控 32 2 春  

02 清洁能源与储能工程 

M506167B 碳中和原理与技术 32 2 春  

  M506168B 能源系统仿真方法与实践（实践课） 32 2 秋    

  M506159B 智能动力学仿真技术 32 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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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06161B 光热储能原理与技术 32 2 秋    

  M506172B AI 辅助科研 16 1 秋    

学术

实践

创新

平台 

 H200101B 学术例会  1   

7 
 H200301B 开题报告  1   

 H200408B 学位论文（实践成果）中期检查  1   

 H200703B 专业实践  4   

附注 1：各模块最低学分要求需以总学分不低于 32学分为基础。 

附注 2：详见《研究生综合素养实践模块指导意见》，具体要求详见《机电学院研究生综合素

养实践培养与考核实施细则》。 

附注 3：“素养提升平台”和“能力提升平台”开课时间以当年开课时间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