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大连交通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0 版）



2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2301 学科门类：工学 学科级别：二级

一、学科简介

道路与铁道工程是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我校 2006 年获得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生，归属土木工程学院建设和管理。土木工程学院密切关注国家和

区域经济发展动态，坚持以“轨道交通”为特色，抓住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历史机遇，结合辽宁省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促进学

科建设的良性发展。近年来，为我国道路与铁道工程行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和高

级技术人才，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紧密围绕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发展过程中亟

需解决的工程问题，开展新技术、新理论、新材料的研究工作。近些年，服务领域涵盖了铁

路、城市轨道、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等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安全、管理、

养护等方面的工作。

道路与铁道工程硕士学位点建设依托于省级科研平台“隧道与地下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市级重点实验室“轨道交通结构分析重点实验室”，校级科研平台“疲劳可靠性及强

度研究所”、“新型工程材料开发与应用技术”、“轨道交通土建关键技术创新团队”，以

及土木工程学院铁道与道路工程系、建筑工程系、力学系、土木工程实验中心、力学实验中

心等教学平台。

近年来，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在铁路有砟道床动力特性、复杂环境下地铁隧道施工方法

诱发地层变形机理及其对邻近埋地管道的影响与安全控制、海水环境下混凝土的腐蚀与疲劳

特性、结构损伤识别、疲劳损伤时变可靠性与生命周期预测等方面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23 项，承担省部级计划项目等纵向课题 40 余项，承担数百项企业委托项目，各类课题总

经费达四千余万元，发表了三百余篇高水平科研论文。

本学科指导教师队伍是一支学术水平高、实力雄厚、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梯

队，现有指导教师 30 余人，其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5人，教授 9人，硕士生导师中近

90%具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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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体要求如下：

①能够掌握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熟识道路与铁

道工程领域的学术动态和学科研究前沿；

②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具备在导师指导下开展专业科学研究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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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阅读专业文献和写作交流能力；

④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神和一定国际视野的应用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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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轨道结构关键技术研究

1. 高速重载铁路轨道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

2. 铁路有砟道床动力特性研究

3. 轨道结构运营维护与工务管理模式

2 交通设施结构安全及可靠性研究

1. 隧道工程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

2. 桥梁结构分析及施工技术

3. 高速铁路路基设计理论及动力性能研究

4. 岩土与地下工程灾害预测及防治

3 材料开发与性能研究

1. 路面及轨道功能材料开发理论及技术研究

2. 高强及高性能混凝土耐久性能研究

3. 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及市政工程环境材料研究

4
结构疲劳性能、损伤识别与监测

加固研究

1．桥梁与隧道结构的疲劳破坏分析及对策

2. 轨道结构检测与病害防治技术

3. 桥梁结构分析及监测加固技术

4．地基处理及锚固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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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和各学院负责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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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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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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与铁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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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20703 硕士生英语(一外) 64 4 1 A A 外语

8

学

分

00820701 硕士生俄语(一外) 64 4 1 A A 外语

00820702 硕士生日语(一外) 64 4 1 A A 外语

00820704 英语（小语种二外） 32 2 1 A A 外语

00820705 英语口语 32 2 1 A E 外语

010207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 2 1 A C 马院

00920701 矩阵理论及其应用 32 2 1 A A 理学院 必

修

1

门

00920702 数值分析 32 2 1 A A 理学院

00920703 应用数理统计 32 2 1 A A 理学院

00920704 最优化方法 32 2 1 A A 理学院

学

科

基

础

课

00020702 学科发展概论 16 1 1 A C 土木 必修

00420710 交通运输工程学 32 2 1 0.6A+0.2B+0.2C 0.8A+0.2D 交通

至

少

8

学

分

00620709 轨道结构设计理论 32 2 2 0.5A+0.5C B 或 C 土木

00620715 无砟轨道铁路路基 32 2 1 0.5A+0.5C B 或 C 土木

00620714 路面分析与设计理论 32 2 2 0.5A+0.5B B 土木

00620704 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 32 2 1 0.8A+0.2B A 或 C 土木

00620706 高等结构动力学 32 2 2 0.8A+0.2B B 土木

00620702 弹性力学 32 2 1 A A 土木

00620718 有限元法（I） 32 2 1 A A 土木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0102072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1 A C 马院 必修

1 门0102072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A C 马院

00820721 俄语(二外) 32 2 2 A A 外语

00820722 日语(二外) 32 2 2 A A 外语

00120721 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6 1 2 A C 材料



5

01720721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6 1 2 F F 创新

00920721 数学建模 32 2 2 F F 理学院

01620721 艺术鉴赏 24 1.5 2 A F
艺术学

院

01720722 戏曲欣赏 24 1.5 2 A F 创新

01020723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 16 1 2 A C 马院

01620722 中国书法 24 1.5 2 A F 艺术

专

业

选

修

课

00620739 专业软件开发与应用 32 2 2 0.8A+0.2B CF 土木

至

少

6

学

分

00620707 高速铁路设计 32 2 2 0.8A+0.2B B 或 C 土木

00620724
道路与铁道工程测试技

术
32 2 2 0.8A+0.2B C 土木

00620723 大跨度桥梁 32 2 2 0.8A+0.2B C 土木

00620726 高等土力学 32 2 2 0.8A+0.2B DF 土木

00620731 结构抗震分析 32 2 2 0.8A+0.2B C 土木

00620732 沥青与沥青混合料 32 2 2 0.6A+0.4B C 土木

00620728 高性能混凝土 32 2 2 0.6A+0.4B C 土木

00620721 BIM 原理 32 2 2 0.7A+0.3B B 或 C 土木

00620725 地震工程学 32 2 2 0.7A+0.3B B 或 C 土木

00420701 安全风险评估 32 2 2 0.8A+0.2B A 或 C 交通

00620708 工程塑性力学 32 2 1 A 0.7B+0.3D 土木

00620729 工程结构疲劳强度 32 2 2 0.7A+0.3C 0.7C+0.3D 土木

00620705 高等工程断裂力学 32 2 2 0.5A+0.5B 0.5B+0.5D 土木

必

修

环

节

专

业

环

节

00020704 导师方向课程 32 2 2 A C 土木

5

学

分

00020706 专业外语 16 1 4 F F 土木

00020705 教学、科研实践 16 1 4 F F 土木

00020707 学术报告（会议）活动 5 次 1
分散

进行
D F

土木

论

文

环

节

00020709 文献综述报告 1 次 0 3 D F 土木

00020710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次 0 3 D F 土木

00020711 学位论文中期考核 1 次 0 4 D F 土木

00020712 学位论文答辩 1 次 0 6 D F 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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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

课程

轨道工程 24 0 1/2 F F 土木

铁路选线设计 24 0 1/2 F F 土木

路基路面工程 24 0 1/2 F F 土木

土木工程材料 24 0 1/2 F F 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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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主管副院长： 学院院长： 主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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