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机械（０８２８Ｚ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一、学科简介

我校农业工程２０１１年被教育部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其中农业水土

工程二级学科于２００３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于当年开始招生，农

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二级学科２００９年设立博士点在２０１０年正式招生。农业水

土资源保护是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科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根据我国南方地区水土

资源特点和河海大学的水利特色自主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对进一步完善学校

学科体系，形成农业工程高层次人才培育基地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基地十分必

要。农业工程主要研究农业水土资源开发和利用与保护的基本理论及技术方法，

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持。

水利机械是机械工程学科和水利工程学科的交叉学科，培养水利机械工程领

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河海大学水利机械学科２０１３年获硕士授予权和博士学

位授予权。本学科紧密跟踪与引领学科发展动态，积极服务水利事业，在疏浚技

术与装备、水利机械设计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及水下机器人技术等方面

形成了特色研究方向。本学科拥有“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机电控制

及自动化水利部重点实验室”、“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安全监测中心”三个部级科

研基地，“常州市数字化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州市光伏系统集成与生产装备

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州市特种机器人及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三个常州市重点

实验室。近五年以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３６６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４００余篇，

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０余项。

二、培养目标

培养水利机械工程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或高端智

能装备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坚实宽广的水利

机械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科学研究

与交流，具有较高计算机应用能力，对本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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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

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的

国内外发展现状、趋势和前沿领域；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

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综合利用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手段，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并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的前沿科学问题与工

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学科前沿的并综合视野，有一定的学科交叉研究能力；具

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一定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合

作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水工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ｅ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水利机械及自动化（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

ｔｉｏｎ）

４．先进材料与加工技术（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３－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９－１１个学分，非学位

课程为４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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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水利机械设计方法及理

论、水利机械先进制造技术、水利机械自动化、水工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先进材

料与加工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水下机器人技术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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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求密切联系，以水利机械技术和工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

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

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

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

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

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形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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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机械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９－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２－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Ｄ０２０６
水利机械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１０１
疏浚装备与技术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１
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２
机电系统分析基础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３
现代信号处理技术及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９Ｄ０２０４ 机械系统动力学
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５ 机器人与智能控制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３０１ 高等流体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３０２
非线性问题及有限元方法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
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４０１ 材料连接中的界面行为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ｅｈａｖ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ｏｉ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必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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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邹慧君，王晶，宋友贵．高等机械动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黄真，赵永生，赵铁石．高等空间机构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宋天霞．非线性结构有限元计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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