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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0808）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

具体要求：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

论。 

2、应具备电气工程方面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全面深入了解本学科

有关研究领域现状、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前沿；能熟练掌握和运用计算机等先进的研究手

段；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或解决工程重大技术课题的能力，并在本学科取得创

造性的研究成果；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科研道德。 

3、应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

学术交流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科简介和研究方向 

学科简介：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科历史悠久，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科为河北省重点

学科，目前拥有电力电子节能与传动控制河北省重点实验室。本学科现有，教授 12 人（其

中博士生导师 5 人），副教授 16 人,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5 人。 

研究方向：  

1、高频功率变换理论、系统及控制         2、电力系统经济运行与分析 

3、电能质量分析                         4、新能源发电系统变换控制与微电网 

5、电力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               6、电力牵引、电力传动与运动控制 

7、电力电子系统集成与控制               8、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及应用 

三、学制、在学年限及培养方式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 年，在校学习时间 3～6 年；提前攻博的研究生学制为 5 年

（自硕士入学年记起），在校学习时间 5～7 年。提前、延期毕业按《关于全日制研究生最

短答辩时限的决定》（燕大校字〔2006〕79 号）、《燕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延期答辩的规定》（燕

大校字〔2008〕93 号）、《燕山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2005 年 9 月）等文

件规定办理。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也可以导师集

体指导的方式进行。 

四、课程设置及必修环节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学时 实验 

学 

位 

公共 

学位课 

第一外国语 48 0 2 一 考试 
必修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0 2 一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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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学科 

基础课 
现代高频电力电子学 32 0 2 一 考试 必修 

学科 

专业课 

现代电力传动系统理论 32 0 2 一 考试 
限选 

电力系统优化理论及应用 32 0 2 一 考试 

非 

学 

位 

课 

专业 

选修课 

分布式发电系统及控制 24 0 1.5 一 考查 

选修 

电能质量控制（双语） 24 0 1.5 一 考查 

瞬时功率理论与应用 24 0 1.5 一 考查 

高频调制技术及应用 24 0 1.5 一 考查 

现代电能质量分析  32 0 2 一 考查 

现代电力系统前沿技术专题 32 0 2 一 考查 

公共 

选修课 

小波分析及其应用 32 0 2 一 考查 
选修 

第二外国语 32 0 1 一 考查 

必修环节 

英语科技论文写作 16 0 1 一 考查 

必修 学科前沿专题 10 0 1 一 考查 

学术活动 16 0 1 四 考查 

五、学分要求及其他 

博士总学分至少需达到 15 学分(含必修环节 3 学分)，最多不超过 20 学分，其中学位

课至少 8 学分。 

必修环节中的学术活动要求： 

1、听取至少 8 次及以上的学术报告，并撰写学术报告小结。 

2、参加至少一次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或者参加至少一次学

术论坛或被研究生暑期学校录取并学习；或者以主讲人身份，在校内举行公开学术讲座。 

小语种研究生必修公共课第二外国语（英语）。 

六、课题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 

1、研究生必须进行开题，详见《燕山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规定》。 

2、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将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中期检查与考核。 

3、在正式答辩前，必须进行预答辩。 

4、研究生答辩必须满足《燕山大学关于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规定》最

低要求。 

5、有关学位论文事宜参见《燕山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燕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抽查评阅暂行实施办法》、《燕山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修订）》、《燕山大学学

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暂行规定》等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