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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水利工程领域

（代码 085902）

一、培养目标

主要面向水利工程行业及相关部门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

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

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身心健康。

（二）掌握水利工程行业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本行业领域的相

关规范，在本行业领域的水文及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等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践、工程研究、工

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三）能运用英语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文献资料。

二、学制与学习年限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三、培养方式

（一）对研究生的培养，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课程学习须按照培养计划严格执行，其中学位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主要在校内

集中学习，校企联合课程、案例课程及职业素养课程可在校内或企业开展。专业实践按

照环节不同分别在校内实践平台和校外实践基地完成。

（二）实行以工程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导师组指导制，导师组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

因材施教的原则，在研究生入学后，从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

划，并参与本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指导。

（三）课程设置以工程需求为导向，加强专业基础、工程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的综

合培养，充分发挥在线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协同优势，从而达到本领域硕士研

究生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能力与综合素养要求。



2

（四）加强校企联合培养。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吸收企业优质教育资源参与研究

生教学体系，与企业共建多种形式的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推动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

（五）注重培养实际应用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

高专业素养及创新创业能力。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补修课和专业实践四个模块组成。必修课包括学位基础课、

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包括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补修课为本专业大学本科基础课程，

同等学力身份或跨专业考入的研究生须修读 2门。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应修满的总学分数不少于 36学分。其中学位基础课 7学分，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9学分，公共选修课不少于 2学分，专业实践 8

学分。补修课以考试通过为准，不计学分。

课程设置详见附表 1（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

课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必修课一般采用考试方式，选修课可采用考试方

式，也可采用考查方式。所有课程的考核成绩均按百分制记分方式评定。

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为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时间为 1年。

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本专业学位校企合作实践基地进行，执行当年公布的

的专业实践教学计划。非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研究生所在单位进行，结合自身

工作岗位任务开展实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到本领域校企合作

实践基地进行实践。研究生在专业实践结束后，须提交实践手册、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等

材料，经专业实践指导、考核小组考核通过后，方能取得相应学分。专业实践指导、考

核小组由所在学院与实践单位有关人员（有关领导及指导教师）共同组成。

研究生需在实践导师指导下，在工程现场参与并完成调试仪器测试数据、分析整理

资料、设计验算或动手制图等劳动作业。

六、中期考核

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按《鲁东大学研究生中期筛选考核办法》规定执行，一般安排

在第四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不合格者，按有关规定延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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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学成果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相关项目的科学研究，须首位（或学生第

二作者且导师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期刊上至少发表 1篇与研究方向一致的学术论文；

或首位（或学生第二发明人且导师第一发明人）授权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 1项。

八、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1.学位论文选题

在师生互选工作结束后，指导教师应根据实际情况督促并指导研究生明确科研

方向，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工程实践，具

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和实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应用研究、工程

设计、产品开发、试验研究等。鼓励论文选题的交叉性、综合性和系统性。

2.学位论文开题

学位论文开题应不晚于第三学期初，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经开

题审核小组审核同意开题的，按论文工作计划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首次开题审

核及二次开题审核两次均未通过者，按结业处理。

3.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检查

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开题论证后，进入论文的研究和撰写阶段。研究生撰写论

文期间，应及时向导师汇报论文工作情况，导师应经常了解研究生论文进展情况并

及时给予指导。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完毕并符合如下条件后，方能提出答辩申请：完成研究生

个人培养计划规定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学分；完成实践环节规定的专业实习工

作和科研实践活动，并取得相应学分。论文答辩工作具体程序及要求按《鲁东大学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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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水利工程领域)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

核

方

式

授课教师姓

名职称

开课

单位
备注

必

修

课

学

位

基

础

课

AZ21010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1

考

试
马克思

主义学

院AZ2101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

试

AZ21050004 研究生英语 48 3 1
考

试

外国语

学院

AZ21000002 工程伦理 16 1 1
考

试

党莉讲师、

韩彦青讲师

土木水

利硕士

教育中

心

专

业

必

修

课

BZ21000001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16 1 2 考
试

刘兴宗讲
师、王雷讲

师

土木水
利硕士
教育中

心

BZ21170001 现代数值分析 48 3 1
考

试

高仕赵副教

授、王金涛

讲师

土木工

程学院

BZ21170002 流体力学理论及其应用 48 3 1
考

试

张洋讲师、

于星星讲师

蔚山船

舶与海

洋学院

BZ21220001 现代水工结构设计 48 3 1
考

试

蔡燕博士

薄晓东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DZ21220001 港口与海洋工程结构 48 3 2
考

试

韩彦青博士

李雪艳副教

授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02 海岸水动力数值分析 48 3 2
考

试

李雪艳副教

授、刘平讲

师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03 海岸防护与修复进展 32 2 2
考

试

蔡燕博士

范庆来教授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04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32 2 2
考

试

石洪源博士

党莉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05 现代水利工程材料 32 2 2
考

试

李美讲师、

沈奇真讲师

土木工

程学院

DZ21220006 土壤水文过程及案例研究 32 2 2
考

试

姚付启副教

授

薄晓东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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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

核

方

式

授课教师姓

名职称

开课

单位
备注

DZ21220007
现代跨海工程典型案例评

析
16 1 2

考

试

范庆来教授

孙俊祖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案例、

校外

DZ21220008 港口海岸工程规划 48 3 2
考

试

王海霞博士

蔡燕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09 高等水文学 32 2 2
考

试

张振华教授

李虹辰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10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 32 2 2
考

试

高仕赵副教授

蔡燕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220011 现代灌区规划与管理 32 2 2
考

试

张振华教授

姚付启副教授

水利工

程学院

DZ21170005 专业英语 16 1 1-2
考

试

姜 广 辉 讲

师、董晓明

讲师

土木工

程学院

网络、

导师组

DZ2122000 高等有限元 32 2 2
考

试

刘岩副教授

毛海英博士

水利工

程学院

公

共

选

修

课

C021030001
体育（篮、排、乒、羽、

太极拳等专项选一）
至

少

选

其

一

16 1 1-3
考

查

体育学

院

研究生

应选修

不少于

2学分

C021060001 国学经典与中国智慧 16 1 1-3
考

查

历史文

化学院

C021130001
艺术欣赏与实践（书

画、音乐、戏曲、舞

蹈等专项选一）

16 1 1-3
考

查

艺术学

院

C021010001 “四史”教育

任

选

16 1 1-3
考

查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C021060002 胶东红色文化 16 1 1-3
考

查

历史文

化学院

C021020001 压力应对与健康心理 16 1 1-3
考

查

教育科

学学院

C021120001 商务礼仪与沟通艺术 16 1 1-3
考

查
商学院

C021000009 创新创业教育 16 1 1-3
考

查

王伟讲师、沈一

倩讲师

土木工

程学院

专业

实践
BZ20170005 工程实践

6个
月

或 1
年

8 1-5

综

合

评

定

水利工

程学院
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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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

核

方

式

授课教师姓

名职称

开课

单位
备注

补修课

程

EZ21170001 海岸动力学 32
不计

学分

1-2
考

查

李雪艳副教

授

水利工

程学院

须考试

通过，

但不计

学分。
EZ21170002 水力学 32 1-2

考

查

高仕赵副教

授

水利工

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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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核心课程简介及考核要求

1.流体力学理论及应用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控制水流流动的方程为线索，结合工程湍流理论和实践

的新进展，解析水利、港口和环境工程中遇到的一些复杂的流动现象。目的是让

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同时，能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相关理论在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思路和方法。本课程为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水利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技术基

础课，研究生必修的学位基础课。

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以考试为主，同时综合考查课堂教学、案例分析、课

堂研讨、课程汇报等情况。课程成绩参照考勤、课堂研讨及课程汇报（30%）、

课程考试（70%）综合评定。

2.现代水工结构设计

课程简介：本课程系统介绍国内外水利工程设计理论、原则和关键问题，主

要围绕重力坝、拱坝、土石坝、水闸、渡槽、泵站、地下洞室和边坡设计方法和

技术、国内外水工结构规范对比分析以及水工结构全生命周期设计等内容，从设

计理论、技术、问题和工程实例分析等多方面展开。重点阐述国内外水工结构设

计现状和准则、混凝土重力坝应力稳定分析和温控防裂措施、拱坝体型优化设计

理论和技术、心墙堆石坝和混凝土面板坝稳定与应力计算、水闸防渗和结构设计、

渡槽及高边坡等主要水工结构的设计要点。

本课程是水工建筑物规划设计的基础，其核心是以国内外已积累的设计经验

为基础，综合现代数学、力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先进的试验技

术，为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奠定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

结构整体设计能力和水平。同时，通过对国内外水工结构规范主要差异的讲解,

培养研究生具备水工结构设计国际化视野。因此，本课程在水利工程研究生课程

体系中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有效解决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有效衔接。

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方式以闭卷考试为主，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考查研究生

出勤率、课堂讨论表现、提交的相关专题研究报告水平。

考核标准以百分制计，闭卷成绩 50分，课堂考勤及讨论成绩 20分，专题研

究报告成绩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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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学习水资源评价，需水预测，供水预测，水资源系统

供需调节计算与平衡分析、水资源系统优化配置，用水水平与节水潜力、水资源

利用效率评价，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分析与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综合管理体系等内

容和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一般原理、主要

内容、基本方法和工作步骤，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现代工具进行水资源评价、

规划设计的能力，具有水资源系统分析、决策和研究的能力，具有解决面临水资

源问题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考核要求：将平时线上学习网络平台考核、线下实体课堂讨论表现、期末大

作业开卷考试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总分为 100分，具体安排

为:平时线上学习网络平台作业考核 20%;线下实体课堂讨论表现 30%;期末大作

业开卷考试 50%。

4.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保护

本课程是土木水利专业学位水利类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之一。

本课程主要讲授水环境和水资源保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

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其预测；进行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预

防、减免不良环境问题的途径与技术措施；以及水利水电工程的环境保护管理。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考核(20%);过程考核(20%) ,期末考核(60%)。

(1)平时成绩考核学生的课堂和课后作业、在各个项目的学习过程中的学习

态度和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表现。

(2)过程考核以互动讨论、反转课堂等项目为载体,以参与主动性、知识性和

逻辑性为重点,考察每一个项目完成的过程和结果。

(3)期末考核建议闭卷。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

5. 现代灌区规划与管理

灌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棉、油生产基地,更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当前的灌区为了适应变化环境与社会发展需求

必须开展现代化改造升级与长效管理,现有的相关知识体系急需更新完善并进行

推广应用,本课程是针对灌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与当前灌区发展所

必须的知识体系而开设的研究生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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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土木水利专业学位水利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生的

专业选修课,讲授现代灌区理念、内涵,规划建设内容.方法、评价,水量流量调配技

术,节水灌溉工程规划与设计,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应用,生态环境

保护与水环境园林规划,管理与水价等专业知识。

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实行综合考评，具体安排为：课堂：占总成绩 50%,

主要按课堂汇报、课程报告、出勤综合评定； 规划设计：占总成绩 50%，完成

典型现代灌区某一方面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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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水利工程领域）

序号 名 称

1. 刘晶波. 结构动力学.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2. 丁选明等. 桩基动力学原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3. 王梦恕. 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修建技术.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

4. 张新培. 钢筋混凝土抗震结构非线性分析.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 李广信. 高等土力学（第二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6. 陈明祥. 弹塑性力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7. 璩继立. 地基处理技术与案例分析.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

8. [英]Smith I M等著，张新春等译. 有限元方法编程（第五版）.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9. 庄海洋. 地铁地下结构抗震.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0. 蔡光程. 现代数值分析.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11. [澳]波勒斯著，郑永来译. 海洋岩土工程.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

12. 金伟良, 赵羽习.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第二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3. 朱克勤. 高等流体力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14. 王元战. 港口与海岸水工建筑物.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3.

15. 贾永刚. 黄河口沉积物动力学与地质灾害.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6. 张运良. 水工建筑物抗震计算基础.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17. 程心恕. 高等水工建筑物.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18. 唐友刚. 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学.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19. 王修勇等. 大跨桥梁结构振动控制理论与技术.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21.

20. 侯公羽. 岩石力学高级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1. Ocean Engineering，Pergamon-Elsevier Science Ltd.

22. China Ocean Engineering，中国海洋学会主办.

23. Geotechnique，ICE Publishing Ltd.

24.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Elsevier BV.

25.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所主办.

26. 土木工程学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主办.

27. 建筑结构学报，中国建筑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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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28. 岩土工程学报，中国水利学会等主办.

29.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主办.

30. 中国公路学报，中国公路学会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