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工业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专业代码：  081400          学科级别：    一级        

学科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        所属学院：土木与交通学院              

  

 

一、学科简介 

土木工程学科前身是1946年“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成立的土木科，是

河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是“津冀城市智慧基础设施”特色学

科群牵头学科，是河北省最早获得“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学科。土木工程专业入选国家“双万计划”首批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级“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试点专业、河北省“品牌特色专业”。 

学科依托七个省级科研平台、五个省级教学平台的教学科研体系，成

立了国内高校首个“智慧基础设施研究院”，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需求为导向，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和雄安新区等建设，为

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信息化、智能化、安全化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逐

步形成“创新驱动、智慧引领、产教融合、国际融通”的学科特色。 

二、培养目标 

1.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制度，热爱祖国，团结协作，具有积极投身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

和奉献精神，通过全方位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掌握土木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现代实验方

法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熟悉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具有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具有创造性地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和优良的学术作风。通过课程教

学、科学研究、实践活动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具有应用本学科基础

知识和现代技术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4.拥有国际视野，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

资料，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 

三、培养方向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设置7个培养方向，分别是：新

型建筑材料、智能建造与工程管理、结构工程、防灾减灾技术、岩土与地

下工程、市政工程、道路桥梁与隧道工程。 

1.新型建筑材料 

本研究方向有博士生导师5人、硕士生导师12人，其中正高级职称6

人、副高级职称4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9项。开设课程包

括：高等土木工程材料（双语）、断裂力学、土木与交通工程材料（双

语）、绿色建筑材料（双语）、计算力学与数值方法等。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 

（1）高、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高性能3D打印水泥基复合材

料、纤维增强混凝土、超强钢筋混凝土、定向钢纤维水泥基复合材料； 

（2）功能-智慧-绿色建筑材料：地质聚合物建筑材料、泡沫混凝土

改性及应用、织网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功能梯度建筑材料。 

2.智能建造与工程管理 

本研究方向有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17人，其中正高级职称6

人、副高级职称6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7项。开设课程包



括：高级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现代建筑施工技术、混凝土3D打印技术（双

语）、工程大数据及应用、建筑碳中和技术等。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建筑结构3D打印技术：新型混凝土3D打印机及打印材料、新型

混凝土智能结构3D打印建造、3D打印与机器人智能建造技术； 

（2）土木工程数字化孪生建造：土木工程结构一体化孪生设计与建

造、建筑结构全寿命周期孪生运维与管控、建筑结构部件产线孪生推演与

优化、“人-机-料-法-环”多目标智慧工地孪生管理与施工。  

（3）土木工程施工新技术与信息化管理：工程结构的耐久性及控制

技术、工程结构加固与维修、工程施工新技术、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3.结构工程 

本研究方向有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24人，其中正高级职称12

人、副高级职称9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开设课程包

括：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结构非线性分析、结构可靠度理论、高层建筑

结构设计理论、高等钢结构理论与工程进展等。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装配式建筑结构：新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BIM技术在装备

式结构中的应用； 

（2）工程结构减抗震理论及技术：建筑结构减隔震理论及技术、桥

梁结构减抗震理论及技术、结构振动控制理论及阻尼器设计； 

（3）工程结构防火材料及设计理论：高强防火建筑材料、高温条件

下结构系统的稳定性、火灾条件下结构设计新理论。 

4. 防灾减灾技术 

本研究方向有博士生导师8人、硕士生导师19人，其中正高级职称9

人、副高级职称5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0项。开设课程包

括：防灾减灾工程学、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技术、结构动力学、计算力学

与数值方法、有限元分析及应用等。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基础设施致灾机理及智能监测：多尺度灾害链演化模拟及功能

损失评价、基于物联网的基础设施智能监测技术； 

（2）工程结构防护理论与技术：地下油气设施爆炸风险评估与控

制、防爆减爆技术、建筑结构爆炸损伤评估与加固技术、毁伤结构应急修

复； 

（3）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斜边坡灾害防控理论与技术、隧道及地

下工程防灾减灾理论与技术、地面沉降防控理论与技术。 

5.岩土与地下工程 

本研究方向有博士生导师5人、硕士生导师20人，其中正高级职称7

人、副高级职称8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20项。开设课程包

括：弹塑性力学、高等岩土力学、地基处理技术、高等地下结构、流体力

学基础等。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岩体力学与工程：裂隙岩体多场耦合理论及数值模拟、岩体卸

荷力学与岩体结构力学、岩体损伤断裂力学及连续-非连续变形数值模

拟、3D打印复杂地质结构系统及应用、深埋隧洞围岩稳定性控制、非常规

油气及地热资源开采等； 

（2）土力学及结构-土相互作用：土体的静动力学特性、桩-土的静

动力相互作用、土工合成材料的静动力学特性、土体及土体-结构的冻融

响应等； 

（3）滑坡灾害及边坡工程：水动力作用下滑坡灾害预警及防治、地

震滑坡机理及风险控制、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加固新技术、水毁路基灾害

防治及快速修复新技术、加筋土结构及加固设计理论等。 

6.市政工程 

本培养方向现有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研究生导师9人，其中正高级职

称3人、副高级职称7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开设课



程包括：环境工程原理、高等水化学、给排水系统理论与应用、水和污水

处理中的物理化学工艺、高等水处理技术与原理、高等水处理微生物学

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城镇水系统与建筑水系统的优化设计与运行研究：运用水力

学、数值分析、系统工程等多学科知识，研究给水排水系统优化设计和运

行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决策支持系统理论，为城镇水系统

工程优化设计运行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水的物化处理理论与技术：针对水与废水中难降解有机物、重

金属、细微颗粒物、致病微生物典型污染物，研究开发水的高级氧化技

术、高效吸附技术、膜分离技术以及新型高效组合工艺技术，为饮用水安

全保障、污水厂二级出水、工业用水与废水的深度处理与资源化提供新理

论、新方法、新工艺； 

（3）污废水微生物法处理技术：针对污废水中的有机碳、氮、磷等

污染物以及剩余污泥的高效处理处置，研究开发好氧生物处理技术、厌氧

生物处理技术、兼氧生物处理技术以及相应的污废水与污泥处理组合工

艺，为污废水再生回用与水环境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7．道路桥梁与隧道工程 

本培养方向现有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研究生导师37人，其中正高级

职称14人、副高级职称14人。近5年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开设

课程包括：高等桥梁结构理论、道路工程基础理论与技术、大跨度桥梁施

工技术、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技术、高等岩土力学等。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 

（1）道路工程：新型道路工程材料、现代道路管养技术、道路设计

理论与方法、道路与环境工程、多功能型路面、路基路面的设计理论、道

路网规划布局理论与技术； 



（2）桥梁的设计理论与施工监控技术：桥梁抗震与减震控制、桥梁

设计及健康监测理论、桥梁结构的检测与加固； 

（3）隧道及地下工程灾害控制：隧道超前地质预报、隧道及地下工

程施工动态力学、隧道及地下工程灾害防控技术。 

四、学习年限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学制为三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为1年，毕业论文（即学位

论文）工作时间为两年。硕士生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延期）最长为四

年。总学分要求不低于27学分。 

五、培养方式及学习计划 

1.培养方式 

1）硕士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采用导师与硕士生双向选择的办

法确定硕士生的导师。 

2）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工作并重，使硕士生既能掌握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又能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3）注重因材施教，培养硕士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对

硕士生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4）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经研究生学院批准，可与有关单位联

合培养硕士生。 

2.学习计划 

硕士生个人培养计划是导师指导硕士生进行课程学习及毕业论文工作

的依据。分课程学习计划和毕业论文工作计划两部分。 

1）课程学习计划 

①硕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入学后一周内制订课程学习计划，经学科

和学院审批后执行。课程学习计划中所列课程应符合学科培养方案的课程

设置与学分要求。 



②制订课程学习计划，应注重对硕士生科学方法训练和学术素养的培

养。鼓励硕士生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作，允许硕士生跨学科、门类选修

课程。 

③跨学科、门类录取和以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如需补修本科生主

干课程，也应列入本人的课程学习计划，但不计学分。 

④硕士生课程学习计划制订后要严格执行，如有变动，应在选课前提

出申请，经学科和学院审批后执行。 

2）毕业论文工作计划 

①硕士生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毕业论文工作两周内，应制订毕业论

文工作计划，经学科和学院审批后执行。 

②毕业论文工作计划要求说明研究方向和课题来源，制定出文献研究、

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报告、论文撰写和论文答辩等具体进度安排。 

③毕业论文工作计划执行过程中，要详细记录调整情况，如需变更，

需经导师、学科和学院审批。 

六、课程体系及课程设置 

课程包括必修课程、核心课程及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和核心课程

属于学位课，选修课程属于非学位课。培养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和学术报告。 

必修课程由研究生院确定，修读7学分；核心课程由学科确定，修读

不少于9学分，其中数学类不少于2学分；选修课程由导师和学生共同确定，

修读不少于9学分，其中普通培养方向跨一级学科选修课程修读不少于2 

学分，交叉人才培养方向跨一级学科选修课程修读不少于4 学分；须完成

学术报告不少于2次，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1学分；须参加学术活动不

少于5次，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1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学术学位硕士

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七、论文工作 



毕业论文工作主要包括文献研究、开题报告、论文工作中期报告、论

文撰写、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硕士生从通过开题报告到进行论文答辩

的时间应不少于一年。 

1.文献研究 

硕士生在毕业论文开题之前，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本学科前沿

的国内外文献，并写出不少于0.4万字的文献综述报告，以公开形式进行

汇报考核，考核小组由不少于3名本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其中硕士生导

师人数不得少于50%。未通过考核者，将不能进行开题工作，并须在1个

月后、3个月内申请重新进行文献研究考核。文献综述报告可作为学术报

告训练之一。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交所在学院审查并存档。 

2.开题报告 

硕士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是毕业论文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硕士

生科学研究能力、提高毕业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措施。通过开题报告，能

使硕士生明确毕业论文写作目标和要达到的预期研究成果，指导硕士生顺

利进行论文写作。 

开题报告前，硕士生必须根据学科培养目标，在导师指导下确定选题。

选题应结合学科发展与实际应用，有一定的探索性、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 

开题报告应不少于0.6万字，主要内容包括课题的来源、课题研究的

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拟研究主要内容

及预期目标和成果、课题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具体研究方法和

实施方案、研究计划进度及主要参考文献。开题报告参考文献不少于30篇，

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30%，近5年文献不少于30%。 

硕士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期至第三学期之间进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因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完成的，必须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注明预期

进行开题报告的时间。 



硕士生撰写完成开题报告后，经导师同意、学科审核批准，确定开题

报告会的日期和开题报告评审小组成员名单。开题报告会须以答辩的方式

公开进行，评审小组由3-5名本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其中硕士生导师人

数不得少于50%。开题报告评审小组应对硕士生的开题报告进行严格评议

和科学论证，并做出是否通过开题报告的决议。未通过考核者，学科负责

人和主管院长应约谈相关导师及研究生，并须在1个月后、3个月内申请重

新进行开题报告。 

硕士生完成开题报告后，一般不得更改研究课题。若由于特殊情况必

须更改课题，应由硕士生和导师提出书面申请，经学科、学院和研究生院

审批后，方可另做开题报告。 

3.论文工作中期报告 

硕士生应定期向导师汇报研究工作进展，并于第四学期进行论文工作

中期报告。中期报告内容应包含：论文内容完成情况、阶段性成果、创新

性成果、论文进度、后续工作思路、预期目标以及论文工作存在的问题等。

硕士生中期报告不少于0.6万字。硕士生参考文献不少于50篇，其中，外

文文献不少于30%，近5年文献不少于30%。 

中期报告应以答辩方式公开进行。中期报告考评小组成员组成要求同

开题报告评审小组。考评小组应对硕士生论文工作进行认真审查，并详细

记录考评意见。对未按论文工作计划完成阶段工作的硕士生应提出明确意

见和建议。未通过者须在1个月后、3个月内申请重新进行中期报告。 

4.论文撰写按照《河北工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执行。 

5.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按照《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