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2 机械工程

一、学科概况

“机械工程”为硕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该学科下设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

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车辆工程、质量与可靠性工程五个二级学科。

该学科基础理论与应用相当广泛，涉及机械设计、制造、试验、使用、维护

等基础理论、各类机械产品及系统的设计方法、制造技术、检测与控制、自动化

及性能分析与实验研究，并与材料工程、动力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工业设计工程等工程领域及力学学科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在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

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开创型、复合型高层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年轻一代；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修养；具

有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富裕，为祖国四化建设而艰苦的献身精神；具有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工作作风，并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2、了解机械工程学科的发展前沿，在本科及相关学科中具有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国语；熟悉现代化实验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能胜任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及车辆工程等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能够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并具有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设计、研究和新技术的开发应用

能力，可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所、工业企业中从事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或技术管理等工作。

三、培养年限

培养年限为 3年。要求论文时间不少于 1.5年，提前答辩和延期答辩要经过

严格审批。

四、学科专业研究方向

1）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是将机械学、电子学、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等有

机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机械、电子、计算机以及控制等技术有机结合

而产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系统和新产品，在机电一体化设备以及生产过程自

动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科技的发展起着重大促进作用。本学科培养满足



科技发展要求的机电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有：

（1）目标、环境探测与识别技术

中近程目标探测的理论与技术；弹药、引信发射、飞行、终点环境信息特征

提取及识别技术；智能化传感器技术；多传感器探测理论与信息融合技术；射频

识别技术；图像识别技术。

（2）机电系统控制技术

瞬态信号处理与机电系统控制技术；智能控制理论与技术；制导控制技术；

弹目交会条件识别与炸点精确控制技术；弹道修正技术。

（3）机电系统设计与分析技术

机电系统分析与总体设计的理论及方法；机电系统分析、优化与仿真；机电

系统安全及可靠性技术；微机电系统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机器人技术。

2）0802z1质量与可靠性工程

质量与可靠性工程主要研究机械、机电系统设计、制造、试验、使用、维修、

质量管理和寿命预测理论、各类机械机电产品的可靠性设计方法、故障检测与控

制、安全性与性能分析与试验研究，并与材料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

理论、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工程领域等学科密切相关。本学科培养能运

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掌握产品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保障性、安全性

设计与试验技术的高层次、综合性、复合型高层次技术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有：

（1）可靠性分析技术

可靠性建模、预计、分配、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故障树分析、潜

在电路分析、电路容差分析和结构可靠性分析等。

（2）可靠性设计技术

主要研究机械、机电和微机电系统的健壮设计、环境防护设计、可靠性设计

等。

（3）可靠性试验与评价技术

主要研究系统环境应力筛选、可靠性研制试验与可靠性增长试验、可靠性鉴

定试验、可靠性验收试验、寿命试验等。

五、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总学时
授课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22

分
）

公共基础课
（10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外语
英语口语

40
120
40

40
120
40

2
6
2

1
1、2
1

讲授考试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数值分析
工程应用数学
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科学

40
40
40

40
40
40

2
2
2

1 讲授考试 机电工程学院



专业基础课
（8学分）

信号处理技术
机械电子学
传感与测控技术
机电系统控制技术
可靠性设计与分析
机电系统建模与仿真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讲辅考试 机电工程学院

选
修
课
（5~7

学
分
）

公共选修课
（3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全校选修课（任选一门）

20
20
40

5
5
40

1
1
2

2
2
2

自辅
自辅
讲授

考查
考查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
论 ” “马克思主
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两门课
程任选一门，其
余课程学生根
据需要从全校
选修课中选择。

专业选修课
（2~4学分）

环境传感与识别技术
现代传感技术
微机电系统技术
机器人学
射频识别技术
人工智能原理
机电系统寿命分析与设计
智能材料及应用
系统监测与故障诊断
工程有限元分析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2
2
2
2
2
2
2
2
2
2

2 自辅考查

必
修
环
节
（6

学
分
）

实践课程
（3学分）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20 10 1 2 讲辅
实践

考查

外文科技写作与实践 40 20 2 2 讲辅
实践

考查

实践与创新
活动

（3学分）

教学实践
学术讲座
创新项目申报
创新项目立项
高水平论文
科技成果
参加学术会议
科技赛事获奖

1
1
1
2
1
1
1
1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总学分： 33~35学分

说明：

一、实践课程

1、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由教师讲辅，学生进行文献检索时间。要求查阅一定数量的

文献资料，写出不少于五千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2、外文科技写作与实践：由教师讲辅，学生进行写作实践。

二、实践与创新活动（从所列的条件选修 3 学分，以下条件任何一条若双倍满足，则相应

得到的学分乘 2，以此类推）

1、教学实践：协助辅导本科生课程，协助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及大学生科技创新及科

技大赛等等。



2、学术讲座：参加 8次以上学术活动，并主讲 1次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字左右的总结报告，注明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报告人、学术报告题目，简述内

容并阐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观点或看法。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

活动

3、创新项目申报：申报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或导师的其它科研项目申报（在参

加项目人员名单中）。

4、创新项目立项：申报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并立项或导师的其它科研项目立项

（在参加项目人员名单中）。

5、高水平论文：发表学校学位条例要求以外的核心期刊论文并见刊，每发一篇算 1学

分。

6、科技成果：取得科技成果（专利、鉴定、专著等）。

7、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8、科技赛事获奖：参加研究生科技赛事并获奖。

9、其它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实践与创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