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程硕士（交通运输专业学位）

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6100）

一、学科简介

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特色和优势学科，本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思想是树立“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

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交通运输工程为背景，以培养侧重于工程应用，主

要是为交通运营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

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为目标。采用产学合作、工学交替，学科链、

专业链对接产业链、技术链的“三协同”特色培养模式，“理论＋技术实践＋新

技术在本专业的应用”的人才培养方式，为我国交通运输工程行业输送在交通运

输运行安全保障与管理的高层次工程技术应用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培养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

人才。具体要求为：

1.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 掌握交通运输领域坚实的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解决现代交通

运输工程维护保障与管理的先进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

独立从事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研究方向

1、载运工具故障诊断与控制

本方向重点研究轨道、汽车、飞机等载运工具中的故障诊断与控制技术。研

究生应具备扎实的载运工具专业理论知识和自动控制技术、故障诊断技术、人工

智能、模式识别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知识，能够运用现代检测方法与技术测

试诊断载运工具的故障并开发新型测控装备，能够通过仿真建模分析载运工具的

运行状况并将其用于载运工具设计、制造过程中的优化及运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稳定性、节能环保等领域，能够独立完成故障诊断方案设计、系统实现、工程技

术开发等。

2、交通通信与智能信息处理

本方向重点研究交通运输领域中的通信技术及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生应具备

交通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交通信号技术、智能信息处理等专业理论知识和

技术，能够对交通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挖掘交通信息中的有用信息运用于交通

系统的控制，能够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包括人-车-路-环境的建模、仿真算法和基

于图形的道路交通系统建模等研究，能够利用计算机仿真实验对车辆目标搜索识

别及跟踪、安全辅助驾驶、数字和智能驾驶系统等进行研究，能够对交通通信关

键设备的可靠性、在线及离线检测技术和理论开展研究。

3、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本方向重点研究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航空运输系统等领域的一体化运营管理

优化方法。研究生应具备轨道、汽车、航空等任一种交通运输领域的专业理论知

识和管理、运营等学科的知识，能够根据运输需求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航空运

输系统进行运营规划，能够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数据分析等方法对运营安全性

进行评估。

4、交通工程结构维护保障技术

本方向重点研究线路、轨道、隧道、桥梁、路基等轨道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

结构检测与监测以及养护维修等。研究生应具备土木工程、信号处理及分析等领

域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够独立地开展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的结构检测以及养护维修

等。

四、学习年限与时间安排

硕士研究生实行学分制，全日制工程硕士生学制为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4.5 年。优秀者经批准可提前毕业，但提前毕业时间不能超过半年。硕士研究生

一般用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等，用一年以上的时间从事科学研

究和学位论文工作。

五、培养方式

本专业学位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实行“双

导师制”，硕士研究生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入学后，应在 1



个月内通过双向选择确定指导教师。该类研究生须在第二学期结束前与导师一起

商量制订企业培养计划。

六、课程设置、学分要求

课程教学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非

学位选修课、必修环节五类。研究生至少应完成 38学分的学习任务，其中学位

课学分不少于 18学分。

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课（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

课及专业课）、非学位课两类。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至少应完成 38学分的

学习任务，其中课程不少于 28学分，学位课学分不少于 18学分，专业实践计 8

学分,学风建设、学术报告及安全教育计 2学分。课程设置详细情况见研究生课

程设置表。

非本专业报考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至少 1 门本专业本科

的主干课程进行补修。该类课程的学分不计入总学分之内。

七、中期考核

各培养学院在第三学期中期，应组织硕士生进行中期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情况、学位论文完成情况等。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主

要考核硕士生完成课程学习的学分是否符合培养方案要求，作为研究生能否毕

业、并取得毕业证书的依据。同时考核研究生学位课程学习完成质量，以学位课

程的平均绩点作为考核依据，作为授予学位的依据之一。硕士生应根据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的时间节点完成规定任务。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硕士生，应按学籍管理规

定作学籍处理。

八、开题报告

各硕士生导师和研究生在第三学期初确定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题目，确

定论文工作计划。各培养学院在第三学期中期，应组织硕士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

报告，并组织硕士生导师对论文的选题、技术方案的可行性等进行评估。

九、学风建设、学术报告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本学科

范围的学术讲座及重要的学术会议，并做学术报告。研究生参加学风建设讲座、

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作学术报告的次数不能少于 20次。学术报告计 2学分，

由导师根据学院出勤记录负责进行考核和评价。



十、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安排在第三学期末之前完成，研究生须到企业实习累计时间不少于

1年，实际工作量不少于 32周，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

参加社会性的产品改良、开发设计项目为主，也可参加社会性的竞标、竞赛等活

动。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每位硕士研究生在专业实践完成后，填写《专业实践评价表》，其中须写明

任务和要求（包括内容、时间及安排），由专业实践指导教师写出评语，包括在

实践中的态度、工作量、完成质量及工作能力等。

实践教学是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须到企业实习至少 1年，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业实践

环节计 8学分。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论

文答辩。

为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有效地对研究生的专业实

践过程进行全过程管理、服务和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需遵守以下基本要求。

1.专业实践保障

导师应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工作，专业实践可根据培养要求

在已建立合作关系的校企产学研实践基地中进行；或在学校相关部门的参与和指

导下，整体规划，统筹协调，主动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或联合

培养基地，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为专业学

位研究生进行专业实践提供长效稳定的实践基地。

2.专业实践时间

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 1年的专业实践，研究生原则上

应在完成全部课程学习计划后方可进入专业实践阶段，特殊情况下可申请采取以

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交叉的方式进行。

3.专业实践组织

专业实践的组织工作应贯彻和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

实践和现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专业实践可

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灵活进行：



（1）由校内导师结合自身所承担的现场科研课题，安排学生的专业实践环

节。

（2）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利用现场的科研资源，由校外导师负

责安排相应的专业实践环节。

（3）依托学校与产学合作单位建立的产学研基地、专业实践基地，由学校

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现场进行专业实践。

4.专业实践考核

研究生应于第 2学期结束前与导师一起制订并填写“专业实践计划表”。专

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应填写“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活动-工作

日记”。专业实践活动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专业实践报告，

并填写“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考核登记表”。

研究生所在学院组织由校内外专家、现场实践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专业实践专

题报告会，由学生本人汇报本人的专业实践工作，指导教师根据研究生的现场实

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现场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等，按“通过、不通过”两个等

级评定成绩。

十一、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应至少用一年左右时间从事学位论文工作。

1.学位论文应在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联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2.学位论文工作的一般程序为：文献阅读和调研、开题报告、科学研究、论

文撰写、论文送审和论文答辩。

3.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4.学位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工程设计与研究、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方案研究、

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形式可以分为产品研发类、工程设计类、

应用研究类、工程/项目管理类四种；正文字数一般不少 3万字。

5.论文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工程理论、方法、

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

性、实用性，须突出社会性、经济性和使用价值。不同形式的学位论文，内容要



求、撰写要求和评价指标详见附件《上海市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评

价指标体系》。

十二、在学期间成果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结合本人的专业实践环节进行总结和提炼，在本学科

范围内，发表论文和取得专利要求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

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执行。未达到要求者，不能申请答辩。



工程硕士（交通运输专业学位）课程设置表

类别
课程编

码
中文课程名称 英文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百

分

制

开

课

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学位

公共

课

G22004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2 2 是 1 社科学院

必修

7学分

G22006
自然辩证法概

论

Dialectics of
Nature

16 1 是 2 社科学院

G21006
专项英语（翻

译 理 论 与 实

践）

Professional
English(Transl
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32 1 是 2

G21007 基础英语

English for
graduate
students

64 2 是 1

G10001 工程伦理
Engineering
ethics

16 1 是 1 陈兴杰

学位

基础

课

ZX21006
矩阵论及工程

应用

Matrix theory
and application

32 2 是 1 基础学院

任选 3
门，6
学分，

应包

括工

程类

数学

课 3~4
学分。

ZX21007
数理统计及工

程应用

Stat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32 2 是 2 基础学院

ZX10001 交通运输工程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32 2 是 1 轨道：胡华

ZX10008
人工智能及其

应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32 2 是 1
轨道：吕照

民

ZX10007
系统建模与仿

真技术

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32 2 是 2
轨道：廖爱

华、舒燕军

学位

专业

课

ZX10002
项目评估与管

理

projec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32 2 是 2 轨道：李健

任选

不少

于6学



分

ZX10003 工程信号处理

Engineering
signal
processing

32 2 是 2
轨道：肖曼

琳

ZX10004 工程控制理论
Engineering
cybernetics

32 2 是 1 轨道：杨俭

ZX10005
交通规划与设

计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32 2 是 1

轨道：胡华

航空：韦

薇、石丽

娜

ZX10006 结构动力学
Structural
Dynamics

32 2 是 1
轨道：宋郁

民

ZX10010
声学理论与应

用

Acoust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

32 2 是 1
轨道：圣小

珍

ZX10009
电力电子系统

与控制

Electric power
electronic
system and
control

32 2 是 2
轨道：师

蔚、余朝刚

非学

位课

选修

课

ZF10001
交通运输工程

前沿课程

Advanced
Course in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32 2 否 1 轨道、航空

必修 5
学分F10005

研究生论文写

作指导

Postgraduate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16 1 否 1 轨道：杨俭

ZF10002
实验设计与分

析

Experiment
design and
analysis

32 2 否 1 陈凌珊

F26001 高级信息检索

Advanced
information
retrieval

16 1 否 2 图书馆

任选，

不少

于4学
分

ZF10003 现代检测技术
Modern testing
Technique

32 2 否 2
轨道：郑树

彬

ZF08001 故障诊断技术

Fault
Diagnosis
Technology

32 2 否 2
航空：杨

慧、陆文华

ZF08002
结构与可靠性

工程

Structure and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32 2 否 2
航空：张兴

媛、么娆

ZF10028
机械振动与噪

声

Mechanical
Vibration and
Noise

32 2 否 2
轨道：胡定

玉

ZF08008 流体力学
Fluid
mechanics

32 2 否 1
航空:何法

江，曹达敏



ZF10025
轨道交通车辆

设计最新技术

Advanced
techniques in
Rail Vehicle
Design

32 2 否 1
轨道：尧辉

明

ZF10005
现代轨道交通

通信与信号

Modern
Communicatio
ns and Signals
for Rai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32 2 否 2
轨道：徐纪

康、蒋武阳

ZF08009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32 2 否 2
航空：幺

饶、胡盛斌

ZF08003
交通信息管理

与控制

Traff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32 2 否 2
航空：张

旭、熊静

ZF10026 嵌入式系统
Embedded
system

32 2 否 1
轨道：彭乐

乐

ZF08004
飞机环境控制

技术

Aircraft
environmental
control
technology

32 2 否 2
航空：李清

英、周虹

ZF10006
轨道交通安全

技术

Safety
technology of
rail transit

32 2 否 2
轨道：刘志

钢

ZF10007
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与仿真技

术

Rail transit
management
and simulation

32 2 否 2
轨道：朱海

燕

ZF10029
机器学习与交

通运输

Machine
Learning and
Transportation

32 2 否 1
轨道：朱琳

海外名师

ZF08005 高级运筹学

Advanced
operations
research

32 2 否 2
航空：张

丽、李程

ZF08006
交通运输经济

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nsportation

32 2 否 2
航空：姚红

光、黄建伟

ZF10008
交通工程基础

设施维护技术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maintenance
technology

32 2 否 2
轨道：何越

磊



ZF10009 轨道动力学 dynamics 32 2 否 1
轨道：李再

帏

ZF10010
交通工程结构

设计原理

Principle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sign

32 2 否 1
轨道：刘陕

南

ZF10011 高等土力学
Advanced Soil
Mechanics

32 2 否 2 轨道：吴俊

必修

环节

ZF10027
专业实践（ 1
年以上）

32
周

8 否 3

F10003
学风建设、学

术报告

20
次

2 否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