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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说明 

博士生学位课程由公共必修课、专业学位课和必修环节三部分组

成，总学分应不低于 23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综合英语、学术交

流英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以课堂教学为主，由科学岛分院统

一组织；专业学位课学习可采用读书笔记报告或笔试等多种形式，由

导师和导师组负责。博士生学位课程学习时间可根据科研工作需要确

定，一般应安排在第一学期，最迟应在入学后的一年半内完成。申请

博士学位研究生通过全部学位学习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参加博

士学位论文答辩。考试成绩不合格者不得补考，并取消学籍。 

（一）公共必修课，共 10 学分：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二）专业学位课，2门，各 4学分 

专业学位课程设置应注重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以综述性前

沿讲座为主，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拓宽专业基础所需要的理

论和实验课程，另一方面是为进入学科前沿，结合研究课题所需阅读

的专著、文献和必须掌握的新理论，新方法等。对于学科交叉或所学

专业，研究方向改变的博士生，必须补充学习 2-3门本专业或相关专

业的基础理论或专业课程。课程的选择和内容应注意与硕士学位课程

的衔接，在硕士学位课程的基础上拓宽加深。 

专业学位课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

专著，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来完成；考试须由科学岛分院组织，三位

研究员（或相当的专业技术职务）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考试成绩

由考试委员会主席签字生效。 

 （三）课程成绩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必须完成规定的学分并达到成

绩要求。其中： 

 1、公共必修课每门课程成绩必须为“通过”或不低于 75 分（含

75分）； 

2、专业学位课的单门课程成绩不低于 75分。 

 （四）必修环节，5 学分。 

必修环节包括开题报告 1学分、中期考核 2学分、学术报告 2学

分。必修环节以考查为主，必修环节的总学分为 5学分。 

1、开题报告（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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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经过广泛调研、系统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拟研究方

向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所选研究课题

应对学科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要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研

究生应针对选题意义、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基础与条件、拟采取的研究方案与可行性、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

方面撰写《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同意后，进行开题报

告，广泛地听取相关领域专家意见，经导师和指导小组严格把关，填

写《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审表》。除涉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应

公开进行。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二学期完成。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开题报告环节采取统一标准集中考核，

实行一定比例的通过率。科学岛分院根据学生论文的研究方向对学生

进行分组，考核小组由 5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正高级职称不得少于

3 人）的研究人员组成，各考核小组组长应为学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考核小组名单须经学科专业委员会审定。考核小组针对学生的论文选

题、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报告的表述和报告

写作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审论证，评审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

考核未通过的学生，需参加下一年度的集中考核。两次考核均不通过

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分流、退学。 

 2、中期考核（2学分） 

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

文预计完成时间等。研究生需撰写《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填

写《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评审表》，经导师审核同意后，方可进

行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应在入学后第 5学期内完成。中期考核小组

由 5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正高级职称不得少于 3人）的研究人员组

成。除涉密论文外，中期考核应公开进行。 

中期考核的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中期考核不通过者须在半年内

重新考核一次。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进行分流、退学。 

 3、学术报告（2学分）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

态，开阔视野，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

和参加学术报告至少 10 次，且其中至少一次作为报告人。学术报告

环节为 2学分。 

研究生参加学术报告的情况均应记录在《研究生学术报告登记表》

中，申请答辩前需将导师签字认可的表格提交科学岛分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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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 

专业名称：材料物理与化学（080501）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业学位课 

核材料专题 80 4 

光电材料专题 80 4 

复合材料专题 80 4 

薄膜材料专题 80 4 

特种材料专题 80 4 

专业名称：等离子体物理（070204）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 

业 

学 

位 

课 

高等电动力学 80 4 

核技术应用 80 4 

粒子探测技术 80 4 

核与粒子物理导论 80 4 

高等原子分子物理学 80 4 

等离子体电磁流体力学 80 4 

等离子体诊断方法 80 4 

核科学与技术概论 80 4 

现代辐射探测与测量 80 4 

先进材料制备技术 80 4 

功能材料性能与表征 80 4 

核辐射物理基础 80 4 

托卡马克平衡、稳定性 80 4 

等离子体约束与输运 80 4 

中性束物理与技术 80 4 

原子分子理论与物理实验方法 80 4 

磁约束核聚变实践 80 4 

等离子体物理学 80 4 

等离子体动力学 80 4 

磁化等离子体回旋动理论导论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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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约束等离子体物理原理 80 4 

惯性约束等离子体原理 80 4 

前沿等离子体物理与技术 80 4 

X 射线基础 80 4 

傅立叶光学导论 80 4 

辐射剂量及防护 80 4 

聚变研究前沿讨论 80 4 

专业名称：光学（070207）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业学位课 

前沿光学综合 80 4 

大气光学 80 4 

大气辐射学 80 4 

激光雷达技术 80 4 

激光光谱学 80 4 

光纤光学 80 4 

量子电子学 80 4 

晶体生长理论 80 4 

光学精密仪器与工程 80 4 

光辐射精确测量技术 80 4 

光学遥感信息技术及应用 80 4 

大气物理与化学 80 4 

大气遥感专题 80 4 

专业名称：核能科学与工程（082701）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位课 

|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 

业 

学 

位 

课 

高等机械原理 80 4 

现代机械设计 80 4 

光机电一体化 80 4 

低温绝热工程技术 80 4 

绝缘材料技术 80 4 

高等传热学 80 4 

多物理场耦合有限元方法 80 4 

高功率电力电子技术应用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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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功率科学与技术 80 4 

电气设备研制及实践 80 4 

高级电路分析 80 4 

复杂电磁场分析 80 4 

特种设备过程控制及实践 80 4 

计算机实时控制及应用 80 4 

现代计算机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 80 4 

高速实时网络技术 80 4 

等离子体控制基础 80 4 

高级电动力学 80 4 

超导技术及其应用 80 4 

中性束技术 80 4 

强流离子源物理 80 4 

计算热物理 80 4 

实验理论和测量仪器 80 4 

超导电性及其应用 80 4 

超导磁体技术 80 4 

核真空科学技术 80 4 

磁约束聚变原理与实践 80 4 

电磁场理论 80 4 

微波技术 80 4 

放射化学基础和前沿 80 4 

环境污染检测与控制 80 4 

聚变堆材料科学与工程 80 4 

等离子体与壁相互作用 80 4 

聚变堆包层设计与实践 80 4 

聚变堆氚循环与核安全 80 4 

反应堆物理 80 4 

原子核物理 80 4 

核能物理及技术概论 80 4 

核安全学导论 80 4 

工程热物理 80 4 

核反应堆安全分析 80 4 

光电技术及应用 80 4 

光电探测方法 80 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80 4 

高等软件工程 80 4 

计算机图形学 80 4 

数值分析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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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00）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 

业 

学 

位 

课 

大气环境化学 80 4 

大气动力学 80 4 

高等大气物理学 80 4 

大气辐射传输 80 4 

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 80 4 

差分吸收光谱学 80 4 

激光雷达大气参数测量 80 4 

现代大气光学 80 4 

光谱学和光谱分析 80 4 

现代信号处理 80 4 

光电子学 80 4 

微粒的光散射、吸收和发射 80 4 

气溶胶测量原理、技术及应用 80 4 

大气纳米颗粒的成核与生长 80 4 

大气化学与物理-从空气污染到气候变化 80 4 

环境化学 80 4 

环境纳米技术 80 4 

污染控制化学 80 4 

生物物理化学 80 4 

环境分子生物学技术 80 4 

环境毒理 80 4 

生物光谱 80 4 

纳米材料与器件 80 4 

专业名称：计算机应用技术（081203）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 

业 

学 

位 

课 

操作系统分析与设计 80 4 

大气光谱及高光谱遥感 80 4 

电路与系统专题 80 4 

多智能体系统前沿 80 4 

计算机视觉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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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数学 80 4 

算法设计与分析 80 4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题 80 4 

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 80 4 

数字图像分析 80 4 

图像测量技术 80 4 

图像工程 80 4 

卫星对地遥感及应用 80 4 

现代光机电系统工程学 80 4 

信息科学中的数学理论 80 4 

医学图像处理 80 4 

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前沿综论 80 4 

专业名称：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081102）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 

业 

学 

位 

课 

电力电子技术 80 4 

检测及转换技术 80 4 

经典专著精读 80 4 

生物医学专题 80 4 

数据采集与信号分析 80 4 

微弱信号处理 80 4 

传感技术 80 4 

先进制造技术学科前沿综论 80 4 

智能信息系统 80 4 

自动化装置及系统 80 4 

自动控制原理 80 4 

专业名称：精密仪器及机械（080401）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学位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业学位课 

机器人技术 80 4 

机械故障诊断学 80 4 

鲁棒控制 80 4 

系统仿真建模与分析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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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系统导论 80 4 

优化设计 80 4 

机器人技术 80 4 

机械故障诊断学 80 4 

鲁棒控制 80 4 

系统仿真建模与分析 80 4 

现代制造系统导论 80 4 

优化设计 80 4 

专业名称：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081104）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业学位课 

形式化方法与应用 80 4 

导航系统 80 4 

人工智能专题 80 4 

高性能算法研究前沿 80 4 

机器学习 80 4 

计算机软件理论与算法设计基础 80 4 

矩阵代数 80 4 

模式识别 80 4 

人机交互文献阅读 80 4 

网络建模 80 4 

自然语言处理与机器翻译 80 4 

专业名称：凝聚态物理（070205）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业学位课 

凝聚态物理专题 80 4 

固体表面与界面 80 4 

低维物理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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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生物物理学（071011）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必修课 

综合英语 72 4 

学术交流英语 72 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专 

业 

学 

位 

课 

分子细胞遗传学 80 4 

环境毒理学 80 4 

生命科学前沿 80 4 

生物光谱 80 4 

生物核磁共振 80 4 

辐射生物学 80 4 

药物化学 80 4 

医学物理 80 4 

肿瘤生物学 80 4 

发酵工程学 80 4 

电分析化学 80 4 

离子束生物工程 80 4 

医学影像 80 4 

生态学实验原理与方法 80 4 

植物分子生物学 80 4 

环境科学前沿 80 4 

运动生物力学 80 4 

智能信息处理导论 80 4 

信息检索与数据挖掘 80 4 

信号检测与估计 80 4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 8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