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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8    学科门类：工学   学科级别：一级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 2006 年获得电气工程二级学科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硕士学位授予权，2018 年获得电气工程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现有电气工程基础实验室、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实验室、交流传动实验室、

牵引供电仿真实验室、电力系统与继电保护实验室。近年来，本学科获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0 余项，发

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本学科现有指导教师 15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7人。 

二、培养目标 

能够较好地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一

定的使命担当和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掌握电气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现状和

发展方向。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工

作作风；具备良好的科研道德；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培养可在科研、教学、企业等单位从事有关

电气工程领域研究、教学、开发、设计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学制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学制再延长 2 年，包含休学、保留学籍等不在

校时段。 

对于提前完成培养计划、学位论文等符合申请答辩要求的研究生，可按规定程序申请提前答辩，具体

要求按照《大连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大交大发[2017]47）等文件执行。 

四、研究方向 

序号 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和特色 

1 电力传动及控制技术 

研究内容包括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各种驱动控制

系统的研究与应用、电力电子新技术在电气传动系

统中的应用等、电气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研究。 

2 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研究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包括电力

系统无功补偿、电力系统有源滤波技术等。 

3 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 
研究电力系统微机保护、牵引供电系统、接触网故

障诊断、电力设备在线监测、电网控制与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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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真空开关电弧理论与检测技术 
真空开关电弧流场特性及其可视化、短间隙真空开

关电弧特性的量化分析及其调控理论。 

五、培养方式和方法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入学后完成师生互选。导师负责制定研究生的培养计

划，对于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管理，对学生的科学研究、思想品德和学术道

德起到引领和监督作用。 

理论课采用以讲授为主、自学为辅的方式学习。导师根据科研项目、教学工作安排学生的教学、科研

实践，研究生亦可参加助管和助研工作完成，总时间不少于 16 学时当量，由导师和电信负责考核，研究

生院进行认定。 

六、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包括学位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对于跨一级学科考入本专业的学生需要增选补修课程，补

修课程由导师确定，不计入总学分。学位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选修课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

选修课。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32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9 学分。第一外语为必修课程，第一外语为英语应修

读英语口语，第一外语为非英语，应修读英语（二外）。 

电气工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必修环节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教学 

方式[注 1] 

考核 

方式[注 2] 

开课 

单位 

备

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0082070

3 
硕士生英语(一外) 64 4 1 A A 外语 

8 

学 

分 

0082070

1 
硕士生俄语(一外) 64 4 1 A A 外语 

0082070

2 
硕士生日语(一外) 64 4 1 A A 外语 

0082070

4 
英语（小语种二外） 32 2 1 A A 外语 

0082070

5 
英语口语 32 2 1 A E 外语 

0102070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2 2 1 A C 马院 

0092070

1 
矩阵理论及其应用 32 2 1 A A 理学院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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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070

2 
数值分析 32 2 1 A A 理学院 

1 

门 

0092070

3 
应用数理统计 32 2 1 A A 理学院 

0092070

4 
最优化方法 32 2 1 A A 理学院 

 

学 

科 

基 

础 

课 

0002070

2 
学科发展概论 16 1 1 A C 电信 必修 

0052070

5 数字控制技术 32 2 1 
0.8A+0.2B 

C 电信 

 

至 

少 

8 

学 

分 

0052070

6 
数字信号处理 32 2 1 A 0.6B+0.4D 电信 

0052071

1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1 A A 电信 

0052070

9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2 2 1 A C 电信 

0052070

8 
现代电机控制技术 32 2 1 A C 电信 

0052070

3 
交流电机动态分析 32 2 1 0.6A+0.4B C 电信 

0052071

0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32 2 2 0.6A+0.4B C 电信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0102072

2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社 会 科 学 方 法 论 16 1 1 A C 马院 

必修 

1 门 0102072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A C 马院 

0082072

1 
俄语(二外) 32 2 2 A A 外语 

 

0082072

2 
日语(二外) 32 2 2 A A 外语 

0012072

1 
科 技 论 文 写 作 与 学 术 规 范 16 1 2 A C 材料 

0172072

1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6 1 2 F F 

创新创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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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072

1 
数学建模 32 2 2 F F 理学院 

0162072

1 
艺术鉴赏 24 1.5 2 A F 艺术 

0172072

2 
戏曲欣赏 24 1.5 2 A F 创新创业 

0102072

3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 16 1 2 A C 马 院 

0162072

2 
中国书法 24 1.5 2 A F 艺 术 

专 

业 

选 

修 

课 

0052072

4 
电力电子建模与仿真 32 2 2 0.4A+0.6E 

0.6C+0.4

D 
电信 

至 

少 

4 

学 

分 

0052072

5 
电 力 牵 引 传 动 控 制 发 展 专 题  32 2 2 0.8A+0.2B 0.6B+0.4D 电信 

0052072

7 
电力系统仿真分析 32 2 2 0.2A+0.8E C 电信 

0052072

2 
DSP 原理及应用 32 2 2 0.8A+0.2B 0.6A+0.4D 电信 

0052072

8 
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 32 2 2 0.7A+0.3B C 电信 

0052073

1 
牵引供电系统 32 2 2 0.8A+0.2B 0.6B+0.4D 电信 

0052072

3 
电磁兼容原理及应用 32 2 2 0.8A+0.2B 0.6B+0.4D 电信 

0052072

6 
电 力 设 备 检 测 与 故 障 诊 断 技 术  32 2 2 0.8A+0.2B C 电信 

必

修 

环

节 

专

业

环

节 

0002070

4 
导师方向课程 32 2 2 A C 电信 

5 

学 

分 

0002070

6 
专业外语 16 1 4 F F 电信 

0002070

5 
教学、科研实践 16 1 4 F F 电信 

0002070

7 
学术报 告（ 会议 ）活 动  5 次 1 

分散

进行 
D F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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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环

节 

0002070

9 
文献综述报告 1 次 0 3 D F 电信 

0002071

0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次 0 3 D F 电信 

0002071

1 
学位论文中期考核 1 次 0 4 D F 电信 

0002071

2 
学位论文答辩 1 次 0 6 D F 电信 

补修 

课程 

 电机学 64 0 2 0.7A+0.3F F 电信 

  电力电子技术 64 0 1 0.7A+0.3F F 电信 

 电力系统分析 64 0 1 0.7A+0.3F F 电信 
注1．教学方式代码：A—课堂讲授，B—学术研讨，C—专题报告，D—实验  E—上机，F—其他 例：0.7A+0.3E 

注 2．考核方式代码：A—闭卷笔试，B—开卷笔试，C—课程论文，D—平时作业，E—口试，F—其他 例：0.8A+0.2D 

注 3．至少选修一门数学，学科基础课课程可以替代选修课课程的学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独立完成，包括选题、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和学位论文答辩等环

节，选题、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和学位论文答辩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学位论文选题依据本学科前沿动态，通过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协商确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或工程

价值，旨在系统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论文水平应达到同行认可及答辩委员会通过。 

八、毕业及学位授予 

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大

连交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大交大研发[2019]20）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经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可授予学位，并颁发相应的学位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