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访问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信息网！ 您尚未登录系统！ 2014-8-26 -星期二 

 

部门概况

招生工作

培养工作

专业学位

学籍管理

学位工作

导师工作

学生工作

毕业就业

学科建设

文件下载

办事指南

学位获得者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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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坚实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的理论基础

和较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外语专业知识和能力；掌握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领域理论或实践方

面的问题并有新的见解，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硕士学位获得者可胜任本学科或相邻学科的教学、科研和工程技术工作或相应的科技经

营管理工作。  

1. 工程热物理 （强化传热技术和高效换热器 、传热的数值模拟技术 、热力系统仿真和控制技术 、热力系统优化 、多相流及相变传

热 、现代热工测试技术 、换热稳定性和混沌 ） 2. 热能工程（清洁燃烧技术 、锅炉设备及水动力 、两相流动在线检测方法及技术 、在

线光谱检测分析方法和技术及应用 、颗粒测量方法和技术 、气态污染排放控制技术 、能源利用及节能技术、环境监测技术 、纳米技术在

动力工程中的应用 ） 3. 动力机械及工程（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 、流体机械多相流动理论及测控技术 、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机模拟和测

量技术 、动力系统与机械建模、仿真、优化 、热力机械的结构分析及设计方法 ） 4. 流体机械及工程（叶轮机械气动力学 、现代流体测

试技术 、空化射流技术 、流动噪声及控制 、气力输送） 5. 制冷及低温工程（制冷空调新技术、特殊用途的制冷机械 、太阳能利用 、非

电制冷技术 、低温生物医学技术 、食品冷冻冷藏及干燥技术 、微创伤低温冷冻手术技术 、低温技术 、低温制冷机） 6. 化工过程机械

（反应器设计、制造及应用 、振动控制及应用 、功能材料、承压容器、化工过程设备节能技术、过程工程的仿真及控制） 7. 新能源科学

与技术 （风能及其应用、生物质能的高效利用、太阳能利用技术）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2.5年。从事科研工作和撰写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两大类。研究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至少应完成总计30学分的学习任务,其中学位课不少

于16学分，并且数学类学位课不少于2学分。非学位课中允许跨一级学科选修，学分不超过4学分。对于欠缺本科层次专业基础的硕士生，要

求补修大学本科主干课程(课程名称后带*)2~3门，不计入学分。学术讲座及学术研讨，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10次以上的学术讲

座，并且在《学术讲座及学术研讨记录本》上做好相应的记录。结合学科特点和研究方向，于第4学期由学院或学科组织完成15分钟公开PPT

讲座，并完成相应论文类作业提交。课程设置详细情况见附表。  

1、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2、学位论文工作的一般程序为：文献阅读和调研、开题报告（应附文献综述）、科

学研究、论文撰写、论文送审和论文答辩。 3、学位论文应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一般包括：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选题依据、国内外关于本

课题研究的评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包括本人的创新点或新见解）、有待解决的问题、参考文献等。 4、学位论文对所研究

的课题应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方法、政策建议、指导实践等1-2个方面提出一定的新见解。 5、学位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在基本理论、研

究方法等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应反映出作者对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掌握情况，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有关理论、方法和手段

解决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6、硕士研究生除完成学位论文外，在答辩前必须达到学校关于外语水平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专利）

的要求。  

本培养方案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07）一级学科硕士点制定。  

学科专业：080702 —热能工程 （学术型硕士生） 首页 > 教学培养 > 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二、研究方向

三、学习年限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五、学位论文

六、其它说明

附表、课程设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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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学分 开课季节 必修

学位课 320000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00 春秋 是

学位课 32000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00 春季 是

学位课 15000398 第一外语（硕士）一 36 1.50 秋季 是

学位课 15000399 第一外语（硕士）二 36 1.50 春季 是

学位课 22000122 高等代数 36 2.00 秋季 否

学位课 22000115 数值分析 54 3.00 春季 否

学位课 22000103 小波分析及应用 36 2.00 秋季 否

学位课 22000126 应用数理统计 54 3.00 春季 否

学位课 22000124 最优化方法 36 2.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116 张量分析 36 2.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117 高等流体力学 54 3.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210 高等传热学 54 3.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213 高等热力学 36 2.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131 高等燃烧学 36 2.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202 实验技术与数据处理 36 2.00 春季 否

学位课 11001118 动力工程测试技术（包括实验流体力学、实验传热学） 54 3.00 秋季 否

学位课 11000196 声光散射理论 36 2.00 春季 否

学位课 11000180 传递过程原理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92000001 研究生教学实习（生产实践） 18 1.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082 热力过程仿真技术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35 新能源概论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05 太阳能技术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08 生物质能技术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09 氢能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10 流固耦合原理与应用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11 风能利用与开发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13 流体机械原理与设计 54 3.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050 清洁燃烧技术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507 现代锅炉技术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514 能源系统分析及系统节能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14 气化理论与技术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15 气液、气固两相流动及实验技术 54 3.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37 叶轮机械原理与气动力学基础 54 3.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38 振动理论与应用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03 计算流体力学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74 气动噪声概论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39 颗粒测量技术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018 多相流动在线测试方法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21 数字图像处理与流场测量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22 激光光谱在线检测与诊断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206 物理化学流体力学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40 有限元法基础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69 反应器动力学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23 承压容器设计理论及应用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36 流动与传热的数值模拟与应用 54 3.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083 流动和传热稳定性分析和混沌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208 高效换热器及强化传热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9000054 低温生物医学技术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327 制冷压缩机新技术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302 制冷与低温技术 54 3.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033 低温绝热技术/热泵技术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036 制冷空调装置测试技术 36 2.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324 蓄能原理与应用 36 2.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92000002 学术讲座及学术研讨 18 1.00 春季 是

非学位课 11000125 工程传热学* 36 0.00 秋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26 工程热力学* 36 0.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27 工程流体力学* 36 0.00 春季 否

非学位课 11000130 能源与动力工程机械基础* 36 0.00 秋季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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