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直博生) 

学科代码：0815 

一、培养目标 

倡导以精英教育培养理念为主导、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培养模式，培养遵纪守

法，热爱祖国，明礼诚信，身心健康，具有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具有国际视野，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教育等水利工程专

业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跨流域调水工程大型泵站高效安全理论与关键技术”：探索高性能水泵及其装

置优化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水泵及其装置的自动优化设计技术，分析水泵及装置的能

量性能和汽蚀性能。在泵装置模型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形成水泵装置设计选型的原则。

研究高精度、低成本水泵机组制造技术。研究大型泵站水机电综合特性，解决泵站工程

的关键技术。 

2.“水力系统可靠性理论与优化节能研究”：研究由动力机、传动装置、水力机械

及其输送设备等组成的水力系统的动力特性、过渡过程、失效机理与可靠性、系统内部

流动、能量转换与输送，揭示能量损失规律，建立水力系统优化设计和优化运行理论与

方法，提高水力系统的可靠性和运行效率。 

3.“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与灌溉排水理论研究”：以水资源系统分析理论及区域社

会经济规划理论为基础，研究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规划、水资源系统优化规划与管

理、农田灌排优化规划理论及应用；研究流域水文模拟与系统仿真、水文水资源系统风

险模型等理论和方法、田间土壤水肥精确调控管理技术、水稻非充分水肥耦合技术、农

田径流氮磷生态拦截成套技术以及农田水分安全高效循环利用技术。 

4.“水工结构优化设计与工程水力学研究”：研究在静、动力荷载作用下水工建筑

物最经济优化模型、最安全优化模型以及兼顾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多目标优化模型。研究

水工混凝土建筑物结构安全、耐久性和功能危害性的评价分析方法；研究大型河网非恒



 

定流的算法和泵站引排水河流及前池水流运动规律。 

三、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一般为 5 年，在校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8 年（含休学）。 

四、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以科研训练为导向，注重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所有直博生须

纳入相应的科研团队，保证每个直博生都能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出国（境）交流访学时间超过 3 个月的直博生，可获得 2-3 个奖励学分，并计入总

学分。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直博生”修读课程总学分

不得不低于 36 学分，课程学习一般在入学后 2-3 学期内完成，最迟第四学期需要修完

所有课程。“直博生”课程学习在执行水利工程学科普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础上，

须加修硕士阶段主干课程，其中加修硕士阶段主干课程不低于 20 学分，记入总学分。 

课程设置（“D”代表博士生课程，“M”代表硕士生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共基础课 
D999X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秋 

必修 D999X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 秋 
D999X003 英语（博士） 2 秋 

学科基础课 

D15X001 随机微分方程 2 春 

博士课程任选

1 门，硕士课程

任选 2 门。 
 

D15X002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2 春 

D15X003 应用泛函分析 2 秋 

D15X004 分形几何学 2 春 
M999X007 数值分析 3 春 
M999X008 矩阵论 3 秋 
M999X009 数理方程 3 秋 
M999X0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秋 
M15X001 弹塑性力学 3 秋 
M15X002 工程流体力学 3 秋 

专业基础课 

D15X005 动力系统与混沌 2 春 
博士课程任选

1 门，硕士课程

任选 3 门。 

D15X006 人工神经网络 2 秋 

D15X007 可靠性理论 2 秋 

D15X008 Hydrodynamics of Pumps 2 春 



 

M15X011 泵站工程理论与新技术 2 春 
M15X012 水利工程优化规划与管理 2 秋 
M15X013 现代水文模拟与预报 2 秋 
M15X014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2 春 
M15X015 水沙运动模拟 2 春 
M15X016 水电站与泵站水力学 2 春 
M15X017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2 春 
M15X018 高等水工结构 2 春 
M15X019 大坝安全监控理论与应用 2 秋 
M15X020 海岸动力环境理论与应用 2 春 
M15X021 港口航道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和方法 2 春 

非

学

位

课

程 

公共选修课 

M999X016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2 春秋 
必修 

M999X017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 春秋 
M999X005 第二外国语（日语） 2 春 

1.博士课程任

选 2 门，硕士课

程任选 4 门； 
2. “*”为跨学科

课程，要求跨学

科课程≥2 学

分。 

M999X006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2 春 
M999X015 扬州地方文化专题研究 1 秋 
M999X018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报告 2 春秋 
M999X021 社会创新与创业 1 春秋 
M999X022 英语语法和写作风格 0.5 春秋 
M999X023 营养与健康 1 春秋 
M999X024 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 2 春秋 
M999X025 研究生的压力应对与健康心理 1 春秋 

专业选修课 

D15X011 水资源开发利用理论 1 春 

D15X012 湍流理论与模拟 1 春 

D15X013 水工结构现代计算方法 1 秋 

D15X014 多学科设计优化理论 1 春 

D15X015 水力机械现代设计理论 1 春 

D15X016 复杂系统优化决策理论 1 春 

D15X017 现代信息管理技术 1 春 

D15X018 计算流体动力学 1 春 

D15X019 工程社会学专题 1 春 

D15X020 现代水利环境理论 1 秋 

D15X021 微纳尺度流动理论及应用 1 秋 

D15X022 水土环境模拟技术* 1 春 
M15X031 水利水电自动化 2 春 
M15X032 计算水力学 2 春 
M15X033 紊流力学 2 春 
M15X034 结构有限元分析 2 春 
M15X035 模型试验理论与技术 2 春 
M15X036 泵站经济运行 2 春 
M15X037 技术计算语言 2 秋 
M15X038 CAD 二次开发 2 春 



 

M15X039 结构优化设计 2 春 
M15X040 环境评价原理与方法 2 秋 
M15X041 结构动力学* 2 春 
M15X042 水生态修复原理与技术 2 春 
M15X043 3S 技术及其在工程中的应用 2 秋 
M15X044 水环境检测技术 2 春 
M15X004 

 
现代灌排理论与新技术 2 秋 

M15X045 
 

专业英语 2 春 
学术活动 2 必修 

出国（境）交流访学奖励学分 2-3 ≥3 个月 
总学分 36 ≥36 学分 

六、主要培养环节与考核要求 

1.课程学习 

直博生公共学位课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开课和考核；其它课程由学院组织开课和考

核。考核方式根据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确定，应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性、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重视教学过程考核，加强考核过程与教学过程的紧密结合，以此促

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考核一般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学位课程考核采用考试或论文写作等形式，按

百分制评定成绩，60 分以下为不合格。选修课、实践实验活动、学术活动等教学环节可

采用考查的方式进行。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评定，由导师及有关教师

写出评语和考查结果，方能取得学分。 

直博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考核，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考查或课程考

核不合格者，须重修该门课程。2 次重修考核未通过者，取消毕业资格和申请学位资格。 

任课教师应于每学期结束后或在下个学期开学2周内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输入

成绩，并将研究生所有课程考核的原始材料及系统生成的成绩单签名后送学院研究生秘

书保存、备查；公共课考核结果送研究生院保存、备查。 

2.学术活动 

参加学术活动是直博生科研训练的重要途径。导师应督促、检查或带领、指导直博

生参加校内外的专家讲学、学术会议、研究生论坛、暑期学校等学术活动。申请学位论

文答辩前必须参加 15 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至少作 3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参加国（境）

内外国际学术交流至少 2 次，须填写《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表》，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作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

告效果进行考核。报告结束后送交学院审核。 

3.实验实践环节 

直博生的培养方式应以科研训练为导向，注重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直

博生须纳入导师所在的科研团队，参与前沿性、高水平的科研工作，结合具体工程和课

题，培养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践环节是提高直博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应加

强科技开发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训练。实践形式包括助研、助管、助教、生产实践、

社会实践等，由导师对学生实践进行考核和评价。 

4.学科综合考核 

学科综合考核是在直博生课程学习结束之后、论文开题之前组织的一次知识结构、

能力素质的综合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学习情况、本学科文献的阅读情况以及

对本学科研究前沿的掌握情况等。考核由学院组织，考核小组应由 3-5 名本学科和相关

学科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导师可以参加考核小组，但不得担任考核小组负责人。

学科综合考核应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进行，最迟在第四学期开学后 1 个月内完成。 

实行学科综合考核淘汰制，考核不合格者将被淘汰。 

5.中期考核 

“直博生”入学第四学期参加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考核合格者继续执行博士研究生

培养计划；考核不合格者转入硕士阶段学习，重新制定并执行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直

博生转硕后，已经修读完成的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分别由研究生院和学院根据课程性质

和内容置换成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对应的课程，并给予成绩和学分认定。 

考核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考核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成绩、科研综合能力

等。直博生中期考核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政治思想端正；完成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

程学习并成绩合格；学科综合考核合格；完成的课程总学分和学位课程学分应该达到或

超过学校的最低培养要求，其中按照入学时培养要求完成规定的直博生课程，单科成绩

不低于 70 分或硕士、博士学位课程加权平均不低于 75 分。直博生中期考核的结果共 4

个等级，分为 A 等（优秀）、B 等（合格，继续攻读学位）、C 等（警告，提出改正意见）、

D 等（不合格，建议作退学处理）。原则上考核结果为 B 等及以上的直博生，可以进入



 

学位论文阶段。对于学习态度不端正、没有达到基本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应给予警告，

并要求其给出改正措施，报给所在学院。已经提交改正措施报告的研究生可以进入学位

论文阶段，相关院系负责跟踪检查其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汇总后由学院留存。 

6.论文开题 

直博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应在中期考核之后进行。开题报告会应在本学科或与论文

选题相关的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由学科专家组对开题报告进行论证，形成结论性书面

意见，填入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学科专家组由 5-7 人组成，博士生导师的比例不低于

2/3，学位点负责人任组长。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论文选题，须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

考核小组。 

直博生在开题报告会上应就所选课题进行详细报告，学科专家组应对报告人所选课

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对没有通过开题报告论证

的直博生，经导师同意，3 个月后可以申请重新开题。重新开题不通过者，学科专家组

可以提出淘汰的建议。 

7.论文中期检查 

直博生一般应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后的 1 年左右接受论文中期检查。直博生在

导师指导下对论文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阐述已完成的论文工作内容和所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包括所完成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以及所获得的结论，特别要对阶段性工作中已

完成且与开题报告内容中不相符的部分进行重点说明，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需继续完

成的研究内容进行论证，同时介绍论文发表情况并制定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论文发表计划

和拟发表的论文内容。 

直博生论文中期检查须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所属学科，导师对该生的中期报告给出

评语，评语应包括对该生已有工作的评价，特别是个人培养计划完成情况，该生的表现，

以及对后续工作的估计。 

学科应组织由导师或指导小组负责人参加的 3-5 人的论文中期检查小组对本学位点

的直博生论文进行中期检查，其形式可结合研究生的学术讨论或专题研究报告会进行。

检查不通过者，学科专家组可以提出淘汰的建议。 



 

8.论文预答辩 

在学位论文答辩 2 个月前由学科组织本专业 3-5 名专家就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对答

辩申请人公开进行预答辩，确定如期答辩、延期答辩或不能答辩。延期答辩者，须进行

为期 3 个月的修改，经导师同意方可重新申请预答辩。不能答辩者，须进行为期 6 个月

的修改，经导师同意方可重新申请预答辩。重新申请预审不通过者，导师可以提出淘汰

的建议。两次预答辩不通过者，不再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预答辩须专人记录，原件由学院存档。学院将通过预答辩者的名单汇总报研究生院

审核并在校园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 天，期满无异议者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9.论文评阅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具体要求按照《扬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办法(修订）》

（扬大研院〔2019〕52 号）执行。论文评阅通过者，方可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具体

环节和要求按照《扬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扬大研院〔2014〕36 号）

执行。 

10.论文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

职称的 5-7 位（人数组成必须为单数）专家组成，其中 1/2 以上专家为博士生导师且成

员中至少有 2 位校外专家。 

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专

家担任，答辩委员会另设秘书 1 人，须具有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学位申

请人的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具体要求按照《扬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扬大研院〔2014〕36 号）

执行。答辩通过，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七、学位申请成果要求 

申请学位成果要求按照《扬州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求（试行）》（扬大

研院〔2018〕32 号）执行。 



 

附录一：核心课程描述 

1. “动力系统与混沌”  

主要介绍平面线性系统、平面系统的相图、平面系统的分类、高维线性代数、高维

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的平衡点、大范围的非线性技巧、闭轨和极限集、

洛伦茨系统、离散动力系统、同宿现象及再论存在唯一性、离散时间系统反馈混沌化等，

还分别介绍这些知识在生物学、电路理论、力学等方面的应用。 

2. “人工神经网络学” 

主要介绍神经网络的发展历程、神经网络的结构、浅层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基本概念、

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神经网络的训练、迁移学习、概率图模型、贝叶斯网络结构。重

点介绍 BP 神经网络、RBF 神经网络、GRNN 神经网络及 PNN 神经网络的原理及其在

工程中的应用。 

3. “可靠性理论” 

主要介绍可靠性研究发展与现状、可靠性基本概念与基本问题、可靠性数学基础、

可靠性常用分布函数、可靠性分析原理与可靠度计算、系统可靠性经典模型、系统层可

靠性分析与建模方法、多元可靠性模型、失效率模型、失效传递逻辑分析方法、系统故

障分析的 Petri 网模型、多状态系统可靠性分析及系统可靠性的工程应用等。 

4. “Hydrodynamics of Pumps” 

主要介绍水力机械叶轮中流体运动方程、水泵水动力学原理、三维流动特征分析；

空泡动力学、危害和噪音、空化参数和泵内空化初生、泵空化性能；涡旋的发生发展及

对泵运行的影响、不可压缩湍流计算方法、泵的旋转失速特性、泵内不稳定流动诱导机

组振动分析、泵系统内部不稳定流动分析和计算。 

5. “现代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主要介绍现代水资源规划的基本思想与方法、水资源系统分析基础、基于 ET 的水

资源管理理论、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估方法、水资源管理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等原

理与方法，并以专题形式介绍地表地下水联合调度动态模拟分析、宏观经济水资源系统

多目标分析、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决策支持系统在水资源规划中的应用、数字流

域与水资源规划等内容。 



 

6. “高等水工建筑物” 

主要介绍建设与生态环境和社会和谐的绿色大坝应关注的一些问题，我国大坝的新

动向、大坝设计及施工的关键技术、大水工结构应力位移计算有限元法、水工建筑物渗

流计算有限元以及应力场、温度场、渗流场三场耦合问题、水工建筑物温控仿真计算方

法，水工建筑物位移和应力的统计模型、确定性模型和混合模型，大坝坝肩和岩土边坡

体稳定性分析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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