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名称：电气工程   学科代码：0808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电气工程学科成立于 1990年，现为教育部“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和山东省重点建设的特色专业，2006 年获

批“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 年获批“电气工

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9年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获批

能源动力类别电气工程领域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2020年获批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本学科围绕新能

源电力和石油、石化等行业需求，开展电气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

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电机与电器、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和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人才培养坚持“服务国家能源战略转型需求，面向电气工程国际前

沿”，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身

心健康，理论基础扎实、应用能力强，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

拥有优良的科学素养、学习能力和国际视野，能从事科学研究、专业技术或管

理工作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培养方向 

表 1 培养方向列表 

序号 培养方向名称 特色与优势 

1 电机与电器 

主要研究兆瓦级静态密封高温超导励磁直驱风力电机的

设计、分析及其系统控制，非常规油气电磁储层改善和石

油石化特种节能电机的设计制造及运行控制等。在石油石

化特种节能电机、高效能风力发电机的设计制造及运行控

制等方面具有行业特色和优势。 

2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主要研究新能源电力变换用电路拓扑、装置和系统的设计

及应用，电力电子系统故障诊断及可靠性，电力传动及其

自动控制系统，宽禁带器件设计及应用，先进电力电子技

术在特种车辆、宇航装备中的应用等。在新能源发电及并

网运行控制、特种电源开发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与优势。 



3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主要研究新能源与石油石化电力系统建模与仿真、规划与

运行、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故障检测与诊断，交直流混

合主动配电网保护与控制，油田能源互联网技术等，在石

油石化电网安全评估与控制、配电网接地故障检测等方面

具有石油石化行业特色与优势。   

四、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学术交流相结

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主要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 

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 年。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 课程设置 

表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构成 

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说明 

必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5学分 

GB00003M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6 2 1  

GB00004M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GB00006M 第一外国语   32 2 1  

基础 

理论课 
2学分 

JL00001M 数值分析 32 2 1 
2选 1 

JL00003M 矩阵理论 32 2 1 

专业 

必修课 
4学分 

ZB15201M 高等电路与网络分析  32 2 1  

ZB15202M 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集成   32 2 1  

选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2学分 

GX00001T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MOOC 16 1 2 必选 

GX00002M 体美劳素质素养 16 1 1-2 必选 

GX00004T Upcic课程 16 1 1-6  

GX00006T 
研究生职业生涯发展与就

业能力训练 
16 1 2 

 

GX00003T 学术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 16 1 2 建议选修 

专业 

选修课 
≥6学分 

ZX15201M 电力系统新技术专题 32 2 2  

ZX15202M 
电力电子新技术及应用专

题 
32 2 2 

 

ZX15203M 动态电力系统分析 32 2 2  

ZX15204M 新能源电力系统仿真建模 16 1 2  

ZX15205M 电力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 32 2 2  

ZX15206M 高等电磁场  32 2 2  

ZX15207M 交流电机动态分析 32 2 2  

ZX15208T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2 2 2  

ZX15209M 电源技术及应用 32 2 2  

ZX15210M 现代电机设计 32 2 2  

ZX15211M 电力电子开发实践 32 2 2  

ZX15212M 
人工智能在电气工程中的

应用 
16 1 2 

 



补修 

课程 
不计入 

BX15201T 电机学 104 6.5 1-2 跨学科报

考至少补

修 2门 

BX15202T 电力电子技术 56 3.5 1-2 

BX15203M 电力系统分析 48 3 1-2 

必修环节 2学分 

BH00001M 
参加 10 次以上学术报告，

作 1 次公开学术报告 
- 1 1-4  

BH00002M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硕

士） 
- 1 3-4  

备注：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2.《第一外国语》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3.英语水平达到一定要求的硕士生，依据学校有关要求可以申请免修《第一外国语》； 

4.Upcic课程，参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管理办法》（研

院发〔2018〕10 号）有关要求执行； 

5.在达到各课程类型要求的学分基础上，课程总学分数不低于 20。 

2. 学分要求 

总学分不低于 2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低于 20 学分。 

3. 必修环节 

参加 10 次以上学术报告，作 1 次公开学术报告：研究生提交学术报告记

录，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由学院进行认定。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硕士）：普通硕士生应在第三学期完成，本研一体

化（攻硕）应在第九学期完成，学位论文开题采取答辩方式进行，并要求提交

书面开题报告和文献总结。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获得 1 学分。 

六、中期考核 

研究生应于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完成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以个人总

结和导师组评价为主。通过中期考核，对研究生的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情

况和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和评定，根据考核和评定结果确定是否继

续攻读学位，并实施分流淘汰。 

因出国、休学等原因未能如期参加考核的，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

院考核小组审核同意后可延期考核。未经批准而擅自不参加中期考核者，按考

核不合格评定。 

具体参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中石大东

发〔2021〕24 号）执行。 

七、科研训练与创新成果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加强科研能力培养和科研实践训练，取得的学术成果

应满足《新能源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规定（试行）》

（新能源院发〔2019〕12 号）规定。 

八、学位论文 

硕士生要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通过文献信息检索阅读、调查与研究

等，选择适当的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 

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在第三学期进行。硕士学位论文

应选择本学科前沿领域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相关课题。学

位论文必须由硕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从开题到答辩不应少

于 12个月，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校

规定的学位论文书写基本格式，硕士学位论文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学

依据，理论推导正确，计算结果无误，实验数据真实可靠，分析严谨；对结论

应做理论上的阐述，引用他人的材料要引证原著。 

学位论文工作应包括开题报告、论文工作检查、论文预答辩、论文评审和

论文答辩等环节，各个环节及阶段工作应严格遵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4 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涉密研究生

学位论文管理暂行规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关于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学

术规范检测工作的意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博士生、硕士生学位论文和

答辩工作的有关规定》、《中国石油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九、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培

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六学期进行。通过学位论

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科学位（授予）标准

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学位论文评审、答辩和学位授予等工作按学校现行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

其他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