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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 

一、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招生专业代码：080201） 

◆ 专业简介及特色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工业化的原动力。机械制造业为整个国

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学科是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主要研究机

械制造理论与技术、自动化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技术。面向国家需求、学科前沿和工业应用，以高效、

节能、绿色和智能为目标，着重研究各种先进制造理论、方法、技术、工艺和装备与系统等。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目前已形成数字化制造技术与装备、制造装备智能测控

与诊断、以及精密加工等鲜明特色的学科方向。本专业具体研究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微电子等领域的

复杂零件数字化制造、难加工材料与零件的精密和高效加工，以及微纳制造与特种加工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复杂曲面的数控加工、特殊工况下的高效磨削、半导体器件的超精密抛光、关键零件的离子束表面

强化等，并开展智能化制造装备、先进工艺的研发与工程应用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导师分别毕业于天津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导师之间专业背景取长补短，大大增强了本

学科的竞争优势。有的导师在英国和日本留学多年，部分研究生课程实现了全英文教学；有的导师具有

企业多年的实践经验，科学研究既考虑课题的学术性，又考虑学生的就业前景，为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工

作铺平了道路。经过本学科的培养，毕业生可以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门知识，了解本专业的

前沿发展和趋势，成为科学、技术和工程相结合，具有创新精神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 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化制造与精密加工 

 智能检测与故障诊断 

                     
        磁流变平面抛光机                           

                                   

   

        

 

 

 

                    五轴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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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臂协同智能自主控制机器人 

 

 

DDS行星动力传动故障实验台 

 

 

二、机械电子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0202） 

◆专业简介及特色 

机械电子工程是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突出机、电、液、光的有机结合，主要对

机械控制、电子检测、状态监控等方面开展研究。其关键技术包括：(1) 信息处理技术；(2) 自动控制

技术；(3) 伺服传动技术； (4) 检测传感技术；(5)精密机械技术；(6)系统集成技术。该专业是以现

代控制理论、现代检测技术、故障诊断技术、微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重点研究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制

造、应用中的检测、诊断、控制和仿真等的问题，属于发展活跃的机电结合的学科领域。该专业是一门

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在当今社会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社会对机械电子专业各层次人才的需求比较旺盛。 

我校机械电子工程学科经过多年发展，在轨道交通领域和国防军工领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

向。其中在航天领域电液伺服控制、运载工具的数字控制和冗余控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在轨道交通车

辆与基础设施安全状态检测领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研究基于各种检测技术的轨道交通车辆

和基础设施安全检测装置，如非接触式激光扫描技术、超声波技术、CCD图像采集技术；开展适应高速

铁路和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高精度动态测量基准技术的研究，进行非接触式集合参数测量技术以及综合

检测与基础设施状态评估技术的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1）机电液系统先进控制：研究航天、轨道交通、电力、虚拟医疗、智能仿生及机器人、无人机

自主导航等领域机电液一 体化系统的控制理论及控制方法，包括系统建模与辨识、状态评估与智能控

制、数据驱动及无模型 控制、电液伺服及流体传动控制、运动控制、控制器优化设计及集成系统的协

同控制与性能优化等。 该方向主要运用大数据、模糊逻辑、特征工程、人工智能、图象处理、深度学

习、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实现对复杂机电液系统的先进控制和拖动问题。  

（2）智能检测与故障诊断：研究基于电量与非电量测量、无损检测、机器视觉、信号处理、模式

识别、人工智能及机器学 习等内容的智能感知与检测技术；研究具有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自主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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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等特征的智能检测 系统开发方法和工程应用技术；综合运用机器人、无人机、互联网+、大数据处

理等技术开发面向轨 道交通、航天、电力等领域的智能检测、智能运维、故障诊断与健康状态评估系

统。 

  

水下训练航天服干燥测试系统             手套、手臂寿命试验测试系统 

  

路轨两栖综合检测车      北京市地铁十号线限界检测 

 

三、机械设计及理论（招生专业代码：080203） 

◆专业简介及特色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在机械工程学科中处于基础地位，以现代机电产品的设计理论、方法、技术及

应用为研究对象，以培养机电产品制造业高层次工程设计人员和机械工程学科领域高水平科研人员为教

学目标，为提高机电产品的设计效率和产品质量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 

北京交通大学机械设计理论专业的特色在于，将传统的机械科学基础理论与现代的电子、控制、信

息、新材料等新兴学科进行深度的交叉集成，形成了具有鲜明学术特色、处于国内先进并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学科方向，包括：与人工智能科学、航空航天科技、电子控制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交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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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机器人设计与应用”研究方向，与先进制造、智能微纳米材料、流体力学、生物医学等学科交叉

形成的“智能机械设计理论与微纳米技术”研究方向。 

本专业拥有包括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等高水平科研人才

在内的年富力强、活跃进取的教师队伍，拥有包括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科平台在内的设备先进、条件良

好的实验室，以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独立科研能力的高水平研究生为各学科方向的首要任务和培养

目标。 

◆主要研究方向 

 机器人设计与应用 

 智能机械设计理论与微纳米技术 

  

           磁性液体制备室                             智能纳米管 

 

 
多面体机器人 并联机器人            踝关节康复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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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辆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0204） 

◆专业简介及特色 

车辆工程学科 1978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与机械工程其他三个二级学科交叉促进。突出特点是运

用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解决车辆工程领域中的实际技术问题，主要目标是培养开展本学科领域前沿课题

的研究人员和高层次的工程技术人员，核心是以铁路及城市轨道机车车辆的设计、制造和控制技术等研

究为特色，重点研究高速和重载轨道车辆设计﹑开发及应用中所涉及的关键基础理论及工程技术问题。 

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成绩显著，高速铁路客运和铁路重载货运技术发展成就尤为突出。轨道机车车

辆工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且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对高层次的轨道机车车辆人才有较大需求。本学

科点是我国轨道机车车辆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坚持产学研结合，注重创新人才的实践能力

培养，以适应铁路发展需要。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实力强、研究工作条件好，拥有科技部“轨道交通装备结构可靠性”创

新团队、结构可靠性实验室、CNAS 认可认证资质等，承担着大量国家﹑部委及大型国企的科研项目，

在轨道车辆结构安全可靠性﹑系统动力学﹑振动噪声与控制﹑车辆数字化开发与系统集成技术等方面

的研究系统深入并具有影响力，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条件 

◆主要研究方向 

（1）车辆结构可靠性设计：研究轨道车辆结构设计的结构强度与可靠性问题，包括结构可靠性设

计理论、结构抗疲劳和防断裂设计、有限元技术及应用、结构动态测试与疲劳评估、车辆结构优化设计、

载荷谱建立理论与方法、关键零部件疲劳强度及可靠性试验方法等。研究轨道车辆零部件质量控制与服

役可靠性问题，包括零部件失效分析与预防、超长寿命服役行为及评估方法、高服役可靠性材料改性与

精益成形技术、零部件结构与成形工艺可靠性协同设计与仿真技术等。研究车辆结构健康状态，实现结

构安全性评估。该方向有教授 4名、副教授 3名、讲师 3名。拥有科技部“轨道交通装备结构可靠性”

创新团队和 CNAS认可认证实验室。 

（2）车辆动力学与振动噪声控制：研究车辆/轨道系统动力行为和机理、车辆/传动系统动态相互

作用关系，提高轨道车辆运行安全性、稳定性、乘坐舒适性以及曲线通过能力等。研究轨道交通振动噪

声分析与控制、车辆声振传递、乘客舒适性与声品质、声源识别理论与方法、中低频噪声控制机理与技

术等，以降低轨道交通车辆振动噪声和提高轨道交通车辆综合舒适性。该方向有教授 2 名、副教授 2

名、讲师 2名。 

（3）智能检测与故障诊断：研究轨道车辆运行安全检测中故障诊断与预测及健康管理方法、多源

信号智能融合理论及算法、传感器资源管理优化、搭建融合系统和工程化设计方法，提高轨道车辆运用

可靠性、维修准确性和经济性。研究图像处理及人工智能算法、轨道车辆电力电子技术及牵引传动系统

仿真及电气故障诊断技术，研发轨道车辆检修设备。该方向有副教授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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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架疲劳试验                       多通道结构疲劳试验系统 

 

 

 

 

 

 

 

五、工业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02Z1） 

◆ 专业简介及特色 

工业工程是一门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交叉的复合型工程专业，它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管理

科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以工程分析、设计和优化的原理与方法，致力于研究人员、物料、设备、

能源和信息所组成的集成系统的规划、设计、改进、优化，以达到系统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消耗。 

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工程学位点隶属于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依托“国际化创业型工程与管理复

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和“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北京交通大学

办学特色为指导，研究领域涉及制造业、服务业及轨道交通行业，培养既具备研究潜力、又能开展企业

工业工程实践活动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面向智能制造与服务系统应用场景，从系统角度出发，研究智

能制造与服务系统模式、设计及运行优化，研究人的因素与系统集成，从而优化系统资源配置，提高系

统效率、质量、成本等各项关键性能指标。 

◆ 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检测与故障诊断 

 工业与系统工程 

动车组车测试 

 

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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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典礼                   现代制造模式与系统集成 

      

物流园区规划                           优化方法研究 

 

六、材料科学与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0500） 

◆专业简介及特色 

北京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于 2005 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以轨道交通和

先进装备制造为主要工程研究背景和应用领域，开展材料的设计与制备、强韧化机制、微观结构、服役

性能、失效机理、成形技术及零部件表面处理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推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产

品在相关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本学科拥有 “轨道车辆结构可靠性与运用检测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现代交通金属材料与加工技术”北京实验室、“绿色铸造工程中心”产学研联盟等学科平台以及

材料微观分析、力学与服役性能、热处理、粉体成形与烧结、液态与半固态成形、磁性液体制备及应用、

材料表面加工等专业实验室，在轨道交通用先进钢铁材料、导电陶瓷及其复合材料、高性能金属及其复

合材料等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本学科所研发的新型贝氏体钢轨、道岔、重载曲线轨已在多条线路推

广应用，使用寿命显著提升，部分产品被列入中国铁路总公司重点推广新产品；研发的高速动车组用新

型 MCC 受电弓滑板获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已在京沪、京广等高铁客运专线累计完成 60 万公里的装车

载客运行考核，并通过了中国铁路产品认证中心的认证。本学科已成为我国轨道交通材料领域的基础研

究、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基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 

◆主要研究方向 

 先进钢铁材料 

 陶瓷基及金属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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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先进成形工艺 

 材料表面技术及功能材料 

 

 

七、热能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0702） 

◆专业简介及特色 

热能工程主要以热能传递与温度控制过程、两相流动与沸腾、热能转换设备与利用技术等为研究方

向，应用数学分析手段、计算机仿真与数值解和实验研究等手段，开展热量传递与温度控制过程、高效

相变换热、动力设备与新能源技术、洁净能源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培养高水平人才和开展能源动力学

科应用科学与技术问题研究为目标。 

经过多年的发展，北京交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依托“微细尺度流动与相变传热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逐步形成了机电系统与装备传热理论与技术、电子设备及储能装置热管理与先

进能源利用技术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方向。围绕学科方向开展了微机电系统、轨道交通牵引电力散热

系统传热理论与技术研究；能源与动力高效换热理论与技术研究；相变换热以及微加工研究；微纳系统

流传热与流动研究、热泵及余热利用研究；高性能二维复合传热材料研究；高效节能设备与技术研究；

高热流密度电子设备及芯片热管理研究，高性能数据中心散热研究、热管研究；大功率锂电池及储能系

统热管理；燃料电池热管理、航空航天及核能热管理研究；化石燃料和生物质及固体废弃物燃料高效清

洁热转化过程基础研究；煤/生物质高效清洁发电系统及相关技术（地热能利用技术、太阳能利用技术、

氢能与燃料电池）研发等基础和应用研究，在国内电子装备、轨道交通、军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电等

热能应用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本专业方向近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科技计划、

扫描电子显微镜 透射电子显微镜 

真空烧结炉 3D离子束成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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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教育部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和省

部级科研项目，同时承担了大量的军工横向科研课题，与企业和研究所合作开展研究工作。主持完成的

科技成果获得了多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取得了相当数量科研成果，近 5 年在国际刊物发表 SCI 论文

100余篇，与美国普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罗彻斯特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等联合培养研究生，

与挪威科技大学合作开展低碳技术研究，接收挪威学生来实验室开展研究活动，在国内外本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力。 

北京交通大学“热能工程”专业具有一个“微细尺度流动与相变传热北京室重点实验室”和一个特

色鲜明的科研团队，将为研究生在学习阶段从事本学科领域前沿课题的研究及在国内外高新科技企业和

科研院所等就业提供良好的基础。 

◆主要研究方向 

 机电系统与装备传热理论与技术 

 电子设备及储能装置热管理 

 先进能源利用技术 

 

 

微纳结构加工及表面表征平台 低表面能工质沸腾实验平台 

 

多孔介质内部流动换热实验平台 

 

小型冰风洞结冰可视化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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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介质热力学特性实验平台 
 

高效锂电池热管理系统 

 

八、动力机械及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0703） 

◆ 专业简介及特色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以内燃机、燃气轮机、汽轮机和正在发展中的其它新型动力机械及其系统为对

象，研究如何把燃料的化学能和流体动能安全、高效、低污染地转换成动力的基本规律和过程，研究转

换过程中的系统和设备以及与此相关的控制技术。它涉及能源、交通、电力、航空、农业、环境等与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领域。 

北京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于 1989 年获得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北京交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第二个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逐步形成了先进发动机燃烧、排放及控制

技术，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及特种动力装置，能源动力系统流动、换热及燃烧过程等具有鲜明特色的专

业方向。在高强化柴油机燃油雾化、混合和燃烧机理以及柴油机排放物生成及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柴油机燃烧理论；在新型气体燃料发动机和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技术等方面，开发成

功了国内新一代电动汽车分散式动力系统，提出了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多能源动力总成能量管理控制算

法，研制成功了气体燃料发动机高能点火和燃料电控系统。 

北京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的科研背景和研究条件为研究生在学习阶段从事本学科领域

前沿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主要研究方向 

 先进发动机燃烧、排放及控制技术 

 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及特种动力装置 

 能源动力系统流动、换热及燃烧过程 



 11 

   

汽车外流场                            参与开发研究的柴油机 

   

          内燃机缸内喷油与燃烧                 参与研究开发的混合动力客车 

 

九、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招生专业代码：082304） 

◆专业简介及特色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隶属于“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

研究轨道车辆、汽车、船舶、航空航天器以及管道等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全寿命周期运行品质、安全可靠

和监测维修的运用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目的是适应交通运输安全、高效、经济、环保的现代化发展

需要。学科涉及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和传热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多门

学科，其发展将充分依托这些学科取得的最新成就，并与相邻的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信息与控制以及

交通运输管理等学科协调并进。 

北京交通大学“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以“轨道交通”为特色，以“载运工具安全

与环保”为主线，其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主要是以高速列车和重载货车为重点，将轨道车辆的设计、

运用和安全保障技术有机地融为一体，从主动安全控制、被动安全防护、交通系统安全监控、监测维护

等多层面保障交通运输安全，包括对轨道机车、车辆结构的动态载荷进行识别并对其疲劳可靠性进行评

估；新型车体结构及主要部件的设计优化与试验评估；研究高速列车和重载货车噪声振动测试及控制技

术措施，促进我国低噪声轨道车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究载运工具人-机-环系统安全技术及工程、基于

网络的复杂系统控制、工业系统安全技术及工程等。同时，在汽车领域开展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技

术的研究。 



 12 

◆主要研究方向 

 载运工具运用安全 

 汽车节能与控制 

 载运工具运用安全检测与控制 

 

 

 

 

 

 动车组维修                       双层集装箱试验 

 

电动汽车                 动车组车体结构分析 

 

 

 

 

 

 

地铁碰撞人员伤害仿真 

机车状态安全监控 列车碰撞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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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机械（专业学位）（招生专业代码：085500） 

机械（专业学位）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中的各种机械系统和产品，开展设计、制造、运行、服

务的 理论和技术研究。北京交通大学机械硕士专业学位点依托我校机械工程学科设置，机械工程学科

始建于 1958年,1990年获车辆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评为铁道部重点学科，2003年获

机械设计及理论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获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9年按照

教育部的意见，设置机械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点，并于当年开始招生。 2012年，设置工业工

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点。2018 年，设置车辆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点。2020 年，按照教

育部指导意见，将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3 个专业领域合并为机械（专业学位）类别，并与当

年按照类别开始招生。 

研究方向 01:先进设计与制造（学习方式:全日制） 

◆方向简介及特色 

先进设计与制造方向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中的各种机械装备，开展设计、制造、运行、服务的

理论和技术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包括机械的基础理论、各类机电产品与装备的设计方法、制

造技术与系统、检测控制与自动化、性能分析与实验研究以及各类机械装备运行维护的理论与技术等。 

本方向的优势及特色：我校首批获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点，师资力量雄厚，研究领域

覆盖机械领域的多个方向。本方向导师承担多项国家、省部级以及企业委托项目，与企业联系紧密，实

践经验丰富。课程设置针对机械工程领域职业分化越来越细，职业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

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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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数字化制造与精密加工：研究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微电子等领域的复杂零件数字化制造、

难加工材料与零件的精密和 高效加工，以及微纳制造与特种加工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复杂曲面的数控

加工、特殊工况下的高效 磨削、脆硬材料的超精密抛光、关键零件的离子束表面强化等，并开展智能

化制造装备、先进工艺 的研发与工程应用研究。 

（2）机电液系统智能检测与先进控制：研究航天、轨道交通、仿生机器人等领域机电液一体化系

统的控制理论及控制方法；研究该领 域智能检测技术、智能检测系统开发方法和工程应用技术以及故

障诊断与健康状态评估系统；研究 空中无人飞行器、地面无人平台等领域的智能感知技术及控制方法

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 

（3）智能机械设计与机器人技术：研究机器人基础理论、核心技术与产业应用。研究机器人的机

构学基础理论，进行机器人构型 的创新设计，研究机器人机构的结构学、运动学与动力学，开展机器

人轨迹规划、机器人运动和轨 迹控制策略和算法的研究。研究并联机器人装备、腿式以及连杆式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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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器人在国民经济和国 防等各类产业领域的应用。机电液磁一体化系统设计和控制的基础理论研

究；纳米磁性液体和纳米 润滑液的制备、性能表征及在航空航天军工等高端机械装备和生物医学等领

域的密封、润滑和减振 等应用研究；摩擦磨损智能调控理论及技术研究：包括纳米两相流的行为特征

研究，磨损自修复机 理与技术以及耐磨涂层技术研究等。 

（4）动力机械与热能工程：研究先进发动机燃烧、排放及控制技术，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及特种

动力装置工作过程基础理 论与技术，能源动力系统流动、换热及燃烧过程基础理论，机电系统与装备

传热理论与技术，电子 设备及储能装置热管理与先进能源利用技术。 

（5）先进材料设计与制造：研究面向轨道交通和高端装备制造需求的高性能新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结构与性能、损伤与失 效及其相互关系与内在规律，开展关键零部件的先进成形工艺、热处理新技术、

增材制造控形控性、 表面改性与强化、质量检测与控制、服役行为及其机理、材料及其加工过程计算

机模拟、模具设计 与制造等理论与技术研究。  

 

研究方向 02：轨道车辆工程（学习方式:全日制） 

◆专业简介及特色 

车辆工程学科 1978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与机械工程其他三个二级学科交叉促进。突出特点是运

用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解决车辆工程领域中的实际技术问题，主要目标是培养开展本学科领域前沿课题

路轨两栖综合检测车 
多面体机器人 

真空调压成型设备 参与开发研究的柴油机 

五轴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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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员和高层次的工程技术人员，核心是以铁路及城市轨道机车车辆的设计、制造和控制技术等研

究为特色，重点研究高速和重载轨道车辆设计﹑开发及应用中所涉及的关键基础理论及工程技术问题。 

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成绩显著，高速铁路客运和铁路重载货运技术发展成就尤为突出。轨道机车车

辆工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且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对高层次的轨道机车车辆人才有较大需求。本学

科点是我国轨道机车车辆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坚持产学研结合，注重创新人才的实践能力

培养，以适应铁路发展需要。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实力强、研究工作条件好，拥有科技部“轨道交通装备结构可靠性”创

新团队、结构可靠性实验室、CNAS 认可认证资质等，承担着大量国家﹑部委及大型国企的科研项目，

在轨道车辆结构安全可靠性﹑系统动力学﹑振动噪声与控制﹑车辆数字化开发与系统集成技术等方面

的研究系统深入并具有影响力，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条件 

◆主要研究方向 

（1）车辆振动与结构可靠性：研究轨道车辆结构设计中的结构强度与可靠性问题，包括结构可靠

性设计理论、结构抗疲劳和防断裂设计、有限元技术及应用、结构疲劳评估、车辆结构优化设计建模与

算法、载荷谱建立理论 与方法等。研究轨道车辆零部件质量与服役可靠性问题，包括零部件失效分析

与预防、材料改性与 精益成形技术、高可靠性零部件结构与成形工艺协同设计。研究车辆-轨道系统动

力行为和机理，提高车辆运行安全性、稳定性、乘坐舒适性及曲线通过能力等。研究轨道交通声源识别

理论与方法、 噪声控制机理与技术等。 

（2）车辆运用安全及智能检测：开展轨道交通运行安全检测、故障诊断、事故生成机理、碰撞安

全及人员防护、安全评价方法 等研究。开展车辆交通安全模拟与仿真、控制与维护、安全设备工程与

应急管理等应用技术研究。 开展面向主动运维的大数据挖掘和混合模型研究。研究轨道车辆运行安全

监测多源信号智能融合基 础理论及算法、传感器资源管理优化方法。研究轨道车辆故障诊断与预测及

健康管理方法。研究图 像处理及人工智能算法、轨道车辆电力电子技术、牵引传动系统仿真及电气故

障诊断技术，研发轨 道车辆检测检修机电一体化设备。 

 

 

 

 

 

          构架疲劳试验                       多通道结构疲劳试验系统 

 

 



 16 

 

 

 

 

 

研究方向 03：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学习方式:全日制） 

◆ 专业简介及特色 

工业工程是一门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交叉的复合型工程专业，它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管理

科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以工程分析、设计和优化的原理与方法，致力于研究人员、物料、设备、

能源和信息所组成的集成系统的规划、设计、改进、优化，以达到系统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消耗。 

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工程学位点隶属于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依托“国际化创业型工程与管理复

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和“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北京交通大学

办学特色为指导，研究领域涉及制造业及轨道交通行业，培养能够开展企业工业工程实践活动的应用型

人才。本专业面向智能制造与服务系统应用场景，从系统角度出发，研究智能制造与服务系统模式、设

计及运行优化，研究人的因素与系统集成，从而优化系统资源配置，提高系统效率、质量、成本等各项

关键性能指标。 

◆ 主要研究方向 

（1）智能制造与服务系统技术：面向智能制造应用场景，采用运筹学、统计学、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理论方法与技术， 研究智能制造系统及其相关要素的设计和运行优化技术，以期实现提高

系统效率与质量，降低成本 等目标。 

（2）复杂智能机电系统人机工程：以复杂智能机电系统的人机智能混合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机

械、信息、控制、生理和心理等 多学科交叉，研究人-机-环境多模态感知与自然交互、个体与群体的

智能融合，探索共融共生的复杂 智能机电系统中人类和机器智能适配关系，重点研究轨道车辆及轨道

交通运行控制等复杂智能机电 系统的人机交互与系统安全。 

（3）复杂装备智能运维与健康管理技术：在应用先进的物联网与传感器技术，获取复杂系统运行

状态信息和维护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统 计学和运筹学理论，以及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人工神经网

络和模糊推理等算法，通过数据驱动 的方法，研究复杂装备系统进行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可靠性与

风险评估、健康状态预测与管理、 智能运维策略优化等技术，以实现复杂装备系统的智能运维与全寿

命周期健康管理。 

动车组车测试 

  

 

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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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的数值化高速列车驾驶模拟器            研制的可视化制造执行系统 

 

 设计的布局优化算法 

研究方向 04：机械（学习方式:非全日制） 

◆专业简介及特色 

2017 年开始，学院招收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院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

相结合的方式培养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

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一

般为 2 年。其中课程学习安排在第 1年，且一般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晚上及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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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

验丰富。课程设置满足非全日制研究生多种方式与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需求，针对机械领域

职业特征愈发细致，职业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等特点，以满足在职人员提升职业技术并拓展

知识领域为导向，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为目标，注重培养实践研究、创新与自学能力，提高专业素养及

就业创业能力。 

◆主要研究方向 

 数字化制造与精密加工 

 机电液系统智能检测与先进控制 

 智能机械设计与机器人技术 

 动力机械与热能工程 

 先进材料设计与制造 

 车辆振动与结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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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运用安全及智能检测 

 

 

 

     

 

动车组测试 
 

路轨两栖综合检测车 
多面体机器人 

真空调压成型设备 参与开发研究的柴油机 

五轴数控机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