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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2302   学科门类：工学   学科级别：二级 

 

一、学科简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主要研究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等领域的交通信息采集、传输、处理与控

制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本学科依托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并

将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应用到交通运输工程领域。 

本学科是大连交通大学较早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其前身是 198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铁

道牵引电气与自动化学科，1997 年开始改用现名。 

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本学科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建有省级科研创新平台，近

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创新基金、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科技计划等几十项重要研究课

题，获得多项省市级科技进步奖、教学成果奖，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授权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近百项。 

目前在职硕士导师中教授 5 人，副教授 5 人，硕士生指导教师队伍具有扎实的础理论、多学科的知识

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十几年来本学科已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尤其是铁路行业）

培养出百余名优秀硕士研究生。 

本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与国内外相关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如中国铁路科学院、大连

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日本室兰工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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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基础理论和技术，熟悉所研究领域科技发展动向，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

适应能力，能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从事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工作。学位获得者应在

该领域某个研究方向上有系统和深入的专门知识与实验技术，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比较熟练地

阅读专业领域的科技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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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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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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信息与智

能化技术 

 

研究铁路货运列车北斗定位模型、算法及关键技术；铁路物流电

子识别技术；铁路运营数字化在线监测技术；现场总线体系在检测信

息传输中的应用；轨道交通系统中信息的采集、处理与挖掘；信息技

术在轨道车辆制造与维修中的应用。面向轨道交通行业，以辽宁省铁

路物流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平台，具有鲜明的轨道交通行业特

色。 

2 

智能交通与车辆信

息控制 

以车辆与交通系统为研究背景，融合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计算

机技术、自动控制理论、电力电子技术等，专门研究涉及车辆和交通

有关的各种电子控制理论及技术，研制开发相关的电子产品。面向能

源动力、交通、车辆以及移动互联网领域，以大连市基于“互联网+”

新能源车辆动力控制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为科研平台，具有鲜明的交通

行业特色。 

3 通信与信息网络 

研究通信新技术；通信系统的优化设计和性能分析；无线网络接

入技术；光通信、移动通信、扩频通信应用研究；数据通信与计算机

网络基本理论和体系结构；网络协议、网络管理和网络安全；计算机

图形技术与应用研究；专业软件系统的需求分析与开发。结合轨道交

通的应用环境的要求，结合无线通信解决业务数据传输的问题；利用

计算机图形技术、通信技术实现轨道交通运营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

领域的专业应用系统。具有轨道交通行业综合应用的优势。 

4 信号与信息处理 

以智能信息系统为研究背景，综合应用模式识别、统计分析、机

器学习技术，专门研究信号与图像处理与分析中的基本理论与算法与

应用。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基本算法与应用；智能

交通系统中信息的采集、处理与挖掘；交通视频智能分析；场景分类

与目标识别。结合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展智能化信息采集与处

理、模型与算法研究及系统开发，应用领域广泛。  

5 

嵌入式控制技术和

电路设计 

以嵌入式软硬件设计和集成电路设计为主要研究目标，结合通信、

控制、电路系统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技术，主要研究嵌入式软

硬件协同设计与控制，电路系统设计、工艺及实现，半导体传感器的

设计、制作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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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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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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门 

0092070

2 
数值分析 32 2 1 A A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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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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2071

1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1 A A 电信 

至

少 

8 

学 

分 

0052070

7 
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   32 2 1 0.7A+0.3E C 电信 

0052071

3 
现代信号处理 32 2 1 0.8A+0.2C C 电信 

0052071

2 
现代通信技术 32 2 1 0.8A+0.2C C 电信 

0052070

2 
轨道交通信号控制 32 2 2 0.5A+0.5C C 电信 

0052071

4 
智能交通与车辆控制技术  32 2 1 0.8A+0.2B C 电信 

0052070

1 
FPGA技术及应用 32 2 2 0.4A+0.6D 0.4C+0.6D 电信 

005207

04 
嵌入式系统 32 2 1 0.8A+0.2C 

0.6B+0.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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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2073

5 
轨道列车网络控制技术 32 2 2 0.7A+0.3B C 机车 

 

至

少 

4 

学 

分 

0052073

0 
计算机图形技术及应用 32 2 2 

0.5A+0.3B+0.2

C 
C 电信 

0052073

2 
射频电路设计 32 2 2 A C 电信 

0052073

3 
数据库系统原理及应用 32 2 2 A C 电信 

0052072

1 
CTCS2/CTCS3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32 2 2 0.7A+0.3F C 电信 

0052073

4 
交换原理 32 2 2 

0.6A+0.2B+0.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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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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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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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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信号处理 48 0 1 0.7A+0.3B B 电信 
 

 通信原理 48 0 2 0.7A+0.3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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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