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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科技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0802）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一、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是以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为理论基础，结合

生产实践经验，研究各类机械在设计、制造、运行和服务等

全寿命周期中的理论和技术的工程学科。机械工程主要运用

力学、材料科学、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等基础学科知识，

通过实验、数值模拟、优化设计等方法，解决机械产品与装

备在设计、制造、运行和服务等全寿命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本学科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国民经济

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支撑。

我校机械工程学科前身是 1958年开办的矿山机电专业。

197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 年获矿山机械工程硕士

学位授予权，2002年在矿业工程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矿山机

电工程博士学位授予点开始招生，2011年获机械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学科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教学科研团队，

具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和研究平台以及中英博士联合培养平

台，积累了丰富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经验，为开展博士研究生

培养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煤矿机械设备研究

与开发、煤矿机电设备智能检测与控制、现代机械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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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先进制造技术、矿山机电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等特

色鲜明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在综采综掘装备智能化、少人或

无人工作面智能截割控制技术、矿用智能车辆、煤矿井下带

式输送机、刮板输送机和煤矿液压支架的设计与控制方法研

究、煤矿安全智能测试仪器研发、机械设备的性能测试与故

障诊断、煤矿机械工程材料研究与应用，以及煤矿机电系统

防爆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与开发工

作。

学科现有陕西省矿山机电装备智能检测与控制重点实

验室、陕西省煤矿机电工程技术中心等多个省部级平台，拥

有陕西省煤矿机电设备智能检测与控制科技创新团队和教

育部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和创新意识得到很大提升。近年来本学科承担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国家重大专项、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以及企业委托重大

科研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

获得多项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励，授权转化了一批重要的

专利成果，发表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为地方经济建设和

西部煤炭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

知识，了解本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高尚的思想品

德和良好的科研道德，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

发展需要；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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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研究的课题具有新见解；具有工程问题建模、工程技术

创新和开发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交流能力；能在各类企

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从事本学科及相近学科的相关科

研、教学、工程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的创新性应用型高层次

人才。

三、学科方向

1．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机械电子工程

3．机械设计及理论

4．车辆工程

5．机器人工程

四、研究方向

1．煤矿机电装备智能化

2．智能装备与制造

3．增材制造

4．现代机械设计方法及应用

5．智能检测与控制

6．装备状态监测与健康管理

7．矿用智能网联车辆

8．机械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9．机器人技术

五、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详见机械工程一级学科课程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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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环节及要求

详见《西安科技大学工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定》

（2019年 4月修订）、《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

论文答辩的规定》（西科办发〔2019〕89号）。

七、编写成员

曹现刚、张旭辉、张传伟、龚晓燕、赵栓峰、毛清华、

薛旭升、杨满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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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一级学科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前导课程

学
位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60217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36 2 秋 马克思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60117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春 马克思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60316001-1 综合英语

108 3 秋,春 人外学院 大学英语（1-4）60316001-2 英语听说

60316001-3 学术英语写作

学
科
基
础
课

70208032 数值分析概论 36 2 秋 计算机学院
高等代数、线性代数、

程序设计语言

70201001 泛函分析 36 2 秋 理学院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70208004 矩阵分析与计算 36 2 春 计算机学院 线性代数

80201020 数理统计 36 2 秋 理学院 高等数学、概率论

70201082 弹性理论 36 2 秋 理学院 材料力学、泛函分析

70205014 振动理论及应用 36 2 秋 机械学院 理论力学

70205002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 36 2 秋 机械学院 机械基础

70105001 机械工程-专业外语 18 1 春 机械学院 大学英语（1-4）

学
科
方
向
课

70205003 先进制造技术 36 2 秋 机械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

70205004 现代检测技术 36 2 秋 机械学院 测试技术

70205005 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 36 2 秋 机械学院 数理统计

70205006 车辆系统动力学 36 2 春 机械学院 汽车原理

70205007 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36 2 春 机械学院

70205008 传感器技术及其应用 36 2 秋 机械学院 测试技术

非
学
位
课

学
科
选
修
课

80105015 科技论文撰写方法* 18 1 春 机械学院

80205016 机械工程综合实验 36 2 春 机械学院 机械基础

80205018 智能车辆技术 36 2 春 机械学院 现代电动汽车技术

80205019 CAD/CAM原理及应用 36 2 春 机械学院
机械制造工程学、数控

机床

80205025 智能数控技术 36 2 秋 机械学院 机械制造工艺

80205021 增材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36 2 春 机械学院 材料成型工艺

80205022 液压控制系统 36 2 春 机械学院 材料成型工艺

80205023 机械故障诊断技术 36 2 春 机械学院 机械制造、测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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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前导课程

非
学
位
课

学
科
选
修
课

80205024 计算机仿真技术及应用 36 2 秋 机械学院 数据技术

80205035 现代工程有限元 36 2 春 机械学院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80205028 工程断裂力学 36 2 春 机械学院 材料力学

80205029 机械可靠性设计 36 2 春 机械学院
概率与数理统计、机械

设计

80205030 新能源汽车技术 36 2 秋 机械学院 现代电动汽车技术

80205031 机器深度学习 36 2 春 机械学院 机械控制工程

80205032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 36 2 秋 机械学院 材料力学、机械设计

80205017 机电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 36 2 春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电工技术、

电子技术

80205033 智能化仪器仪表 36 2 春 机械学院
测试技术、单片机原理

及应用

80205034 工程创新思维与方法 36 2 春 机械学院

公
共
选
修
课

50100001 创新创业教育 18 1 秋

50112002 体育* 36 1 春/秋 体育部

50117003 中国传统文化 18 1 秋 马克思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0116004 中外文学名著赏析 18 1 春 马克思学院

50116005 法理学 18 1 春 马克思学院

跨
学
科

选
修
课

80205023 机械故障诊断技术 36 2 春 机械学院 机械制造、测试技术

必修
环节

实践环节 2

注：除公共课外，每门课程原则上每年只开设一次，须注意春、秋学期开课门次的均衡性。

带*的课程为必选课程。

课程学分要求：学位课至少 15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6学分，学科必修课（学科基础

课、学科方向课）至少 9学分；非学位课至少 15学分，其中学科选修课至少 11学分，公共

选修课至少 3学分，跨学科选修课至少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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