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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一级学科代码：0802  一级学科名称：机械工程 ） 

（ 二级学科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

一、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是以相关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生产实践的客观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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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其应用的工程学科,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类机械装

备和生产制造技术以创造物质财富和提高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工程领域。山东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科

2016年首批列入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而且是建设名单中唯一的机械工程学科，依托“十一五”、“十

二五”、“十三五”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学科“机械电子工程”、山东煤炭安全高效开采技术与装备省级协同创

新中心、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实验室“矿山机械工程实验室”、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运输提升实验室”和

“矿山机电技术与装备实验室”、首批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煤矿工作面采煤机虚拟仿真实验”、山东

省省级新旧动能转换行业（专项）公共实训基地“先进装备制造公共实训基地”等学科平台，拥有一支实力

雄厚、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已形成虚拟样机与并行设计、特种机器人研究与开发、矿山机电一体化、

运输提升、高效加工技术等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且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方

向，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和地方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

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良好的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能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具备团队领导和协作能力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三、研究方向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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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机电技术与装备 

5. 车辆工程 

6. 材料加工与再制造工程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本硕博连读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最长学习年限为8年。

五、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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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要求：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应修满31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的课程在两学年

内完成。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1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2

七、其他培养环节

八、学术论文发表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对

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见《机电院字〔2021〕4号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学术

成果要求实施细则》。

九、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术文献

资料，是申请和授予博士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博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必须按照

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见《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定》。

十、经典书目

课程设置与考试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分组情况

A公共基础课程
9992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6 2

第1组，选

14-14学分

9992002 自然辩证法 1 18 1
第1组，选

14-14学分

9992004 学术英语（1） 1.5 32 1
第1组，选

14-14学分

9992005 学术英语（2） 1.5 32 2
第1组，选

14-14学分

9992014 数值分析 3 44 1
第1组，选

14-14学分

9992016 矩阵理论 2 32 1
第1组，选

14-14学分

9992020 知识产权与信息检索 1 20 1 第4组，至

少选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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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与信息检

索》必修

B专业基础课程

0053001 专业外语 1 20 1
第1组，选

14-14学分

0053003 现代设计方法 2 32 1
第2组，至

少选6学分

0053004 机电系统分析与设计 2 32 1
第2组，至

少选6学分

0053005 先进机械设计与制造理论 2 36 3
第2组，至

少选6学分

0053006 现代液压控制工程 2 36 3
第2组，至

少选6学分

9992013 第二外国语（日语） 1 36 2

第4组，至

少选2学分,

《知识产权

与信息检

索》必修

D专业选修课程
0053007 弹塑性力学 2 32 1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08 微机控制与接口技术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09 有限元方法及应用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0 虚拟样机技术（双语）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1 先进制造技术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2 振动与噪声控制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3 智能诊断与维护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4 智能制造系统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5 现代测试技术与系统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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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016 高等机械动力学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7 机器人技术（双语）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8 机电液控制技术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19 高等流体力学（双语）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20 智能采掘装备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21 现代控制工程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22 系统建模与仿真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23 增材制造技术原理及应用 2 32 2
第5组，至

少选4学分

0053024 机电一体化分析与建模 1 20 4
第6组，至

少选2学分

0053025 智能设计与制造 1 20 4
第6组，至

少选2学分

0053026 高等振动理论 1 20 4
第6组，至

少选2学分

0053027 现代制造工艺与设备 1 20 4
第6组，至

少选2学分

0053028 分析与计算流体力学 1 20 4
第6组，至

少选2学分

0053029 现代矿山机电技术与装备 1 20 4
第6组，至

少选2学分

E公共选修课程 0053002 创新研究 1 20 1

第4组，至

少选2学分,

《知识产权

与信息检

索》必修

F必修环节
0053030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1 16 5

第7组，选

3-3学分

0053031 实践活动 1 16 6 第7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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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学分

0053032 学术活动 1 16 6
第7组，选

3-3学分

H基础理论课 9991005 现代分析数学 2 60 1
第1组，选

14-14学分

I补修课

0053033 机械原理 0 56 2

第8组，至

少选2门,同

等学力或专

业跨度较大

录取的硕士

研究生，必

须至少补修

本专业本科

主干课程2

门，补修课

程只记成

绩，不记学

分。

0053034 机械设计 0 64 2

第8组，至

少选2门,同

等学力或专

业跨度较大

录取的硕士

研究生，必

须至少补修

本专业本科

主干课程2

门，补修课

程只记成

绩，不记学

分。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代码 培养环节名称 培养环节类型 培养环节学分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