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与环保领域工程博士培养方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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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在能源与环保工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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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养方向

1、新能源开发

2、能源利用及重大工程中的安全问题

3、能源化学与环保材料

4、核能科学与工程

5、环境科学与工程

6、新型功能材料与系统方向

7、能源利用与开发及重大工程中的安全、环境问题

8、环境监测技术开发与应用

9、环境工程

10、新能源与动力工程

三、学制及学分

本领域工程博士研究生由学校、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基本学习年限 3-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8年。

本领域工程博士课程由通修课程、专业课程、前沿课程组成，总计不低于

16 个学分，其中专业课中的开放实践课为行业、企业和学校综合考虑工程博士

专业方向、行业需求和重大专项中的实际问题开设的课程，课程结束时要求工程

博士做与自己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报告，并形成书面报告。

课程学分具体要求见下表。

类别 课程 学分

通修课 政治、英语 4



专业基础课 ≥6

开放实践课 ≥3

前沿课程 ≥3

四、课程设置

根据工程博士的培养方向，设定如下课程。

类别 要求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通修课程
必修 政治（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40 2

必修 工程博士英语（科技论文写作） 40 2

专业基础课 学分数≥6

材料科学的物理基础 108 5

材料科学的化学基础 98 5

数值分析 50 2

材料的结构 40 2

材料中的扩散与相变 40 2

材料的力学性质 40 2

合金热力学 40 2

凝固理论及技术 40 2

数学物理方程 40 2

弹塑性力学 40 2

腐蚀电化学原理 40 2

高温氧化理论 40 2

塑性加工力学 40 2

开放实践课 学分数≥3 开放实践课程 60 3

前沿课程 学分数≥3

计算材料设计前沿 40 2

材料力学行为前沿问题探讨 40 2

环境功能材料前沿 40 2

非平衡金属材料专题 40 2

材料的环境行为前沿 40 2



环境敏感断裂前沿 40 2

塑性加工过程的数值模拟与物

理模拟
40 2

大型铸锻焊件制造前沿 40 2

注：

1、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16 学分，各部分学分要求见表中所示。

2、开放实践课程除表内所列课程外，也可由我所导师与企业联合培养导师共同

开设，进入企业进行实践课程学习，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学习时间不少于 60 学时，以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技能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必修环节为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学术活动报告，具体要求同学术型博士研

究生一致。

五、学位论文的评审与答辩

工程博士研究生完成研究任务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将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

研究成果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撰写成工程博士学

位论文。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及非课程必修环节，且成绩合格后，经双导师签署同

意送审意见、所在学院预审许可，可向校学位办提请论文评阅和答辩。

工程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与答辩方法和程序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的统一规定执行。

六、学位申请与学位授予

工程博士研究生的学位申请与学位授予方法和程序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

究生院的统一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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