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类别名称:土木水利(0859)

一、专业方向

序号 专业方向名称 序号 专业方向名称

1 土木工程 2 水利工程

3 市政工程 4 人工环境工程

5 农田水土工程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

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试

方式
备注

公

共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6 1 考试

必修 8学分

自然辩证法 1 18 2 考试

英语读写译 2 72 1 考试

英语视听说 1 36 1 考试

英语拓展 1 36 2 考试

工程伦理 1 18 1 考试

学

科

基

础

课

学科前沿讲座 1 18 1 考试 必修 1 学分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土木工程方向必修

10 学分

数理统计 3 54 1 考试

弹塑性力学 3 54 1 考试

高等土力学 2 36 2 考试

结构动力学 2 36 1 考试

有限元方法 2 36 2 考试

项目融资 2 36 1 考试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2 36 2 考试

数学模型与方法 2 36 2 考试

文献计量方法 1 18 1 考试

BIM 与数字建造技术导论 1 18 2 考试

数据挖掘技术 2 36 1 考试



高等流体力学 3 54 1 考试

市政工程相关

方向，必修 10

学分

高等水质工程学 2 36 2 考查

工程水文及水利计算 2 36 1 考试

连续介质力学 3 36 1 考查

水资源系统分析 2 36 2 考查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人工环境工程

方向必修 10 学

分

高等流体力学 3 54 1 考试

高等传热学 2 36 1 考试

高等建筑环境学 2 36 2 考查

计算流体力学 2 36 1 考试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水利工程相关

方向至少 11 学

分

最优化原理与方法 3 54 1 考试

计算流体力学 3 54 1 考试

数理方程 3 54 2 考试

随机水文学 2 36 2 考试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农田水土方向

必修 10 学分，

前面 3 项

高等农业工程学 3 54 1 考查

试验设计方法 2 36 1 考查

Matlab 及其应用 2 36 1 考查

有限元理论及应用 2 36 1 考查

农业生物系统工程原理 2 36 1 考查

作物生理与生态学 2 36 2 考查

现代测控技术及应用 2 36 1 考查

学

科

专

业

课

专业外语 1 24 1 考查
专业外语、人文

素质、写作类必

选课

科技论文写作 1 18 2 考查

人文素质课 1 18 1-2 考查

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高等钢结构 2 36 2 考查

空间结构 2 36 2 考查

组合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工程结构抗减震理论与方法 2 36 2 考查

可靠度理论及工程应用 2 36 2 考查

结构测试与分析 2 36 2 考查

当代施工技术 2 36 2 考查

土动力学 2 36 2 考试

土塑性力学 2 36 2 考查



土木工程相关

方向至少修6学

分。

高等岩石力学 2 36 2 考查

中国工程地质学 2 36 2 考查

岩土工程数值计算方法 2 36 2 考查

隧道与地下结构计算理论 2 36 2 考查

地震工程学 2 36 2 考查

地质灾害及防治对策 2 36 2 考查

高等桥梁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桥梁施工监控 2 36 2 考查

桥梁加固设计理论与实践 2 36 2 考查

桥梁试验检测原理与技术 2 36 2 考查

特殊路基工程 2 36 2 考查

道路建筑新材料 2 36 2 考查

岩土工程治理技术 2 36 2 考查

材料损伤与断裂 2 36 2 考查

高等路面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道路交通安全评价 2 36 2 考查

道路检测技术 2 36 2 考查

高速轨道结构与力学 2 36 2 考查

新型建筑材料 2 36 2 考试

工程设计及计算分析软件 2 36 2 考查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2 36 3 考查

高分子化学 2 36 3 考查

工程哲学 1 18 2 考试

质性研究方法 1 18 1 考试

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基础 1 18 1 考试

工程管理导论 2 36 1 考试

组织行为学 2 36 2 考查

高等水工结构 2 36 2 考查

Matlab 原理与工程应用 2 36 2 考查

水力机械 2 36 2 考查

现代光测力学 2 36 2 考查

高等实验力学 2 36 2 考查

结构测试与分析 2 36 2 考查

流固耦合振动 2 36 2 考查



工程设计及计算分析软件 2 36 2 考查

工程结构抗震理论与方法 2 36 2 考查

材料损伤与断裂 2 36 2 考查

给水管网系统理论与分析 2 36 2 考查
市政工程相关

方向，至少选修

6 学分

污水微生物处理技术 2 36 2 考查

水处理自动化 2 36 2 考查

高层建筑给排水工程 2 36 2 考查

暖通空调与制冷新进展 2 36 2 考查

人工环境工程

相关方向，至少

选修 6 学分

现代燃气输配理论与技术 2 36 2 考查

太阳能光热利用 2 36 2 考查

建筑节能原理与应用 2 36 2 考查

室内环境与通风进展 2 36 2 考查

智能建筑与自动化新技术 2 36 2 考查

高等岩土力学 3 54 2 考查

水利工程相关

方向选修至少 7

学分

泥沙运动力学 2 36 1 考查

高等水工结构 2 36 2 考查

环境生态学 2 36 1 考查

水工结构耦合场有限元方法与应用 3 54 1 考查

水资源系统工程 3 54 2 考查

河流数值模拟 2 36 2 考查

可靠度理论及工程应用 2 36 2 考查

结构动力学 2 36 1 考查

弹塑性力学 3 54 1 考查

港口航道工程 2 36 2 考查

地下水动力学 2 36 2 考查

现代爆破理论与方法 3 54 1 考查

高等工程地质学 3 54 1 考查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3 54 2 考查

水利工程经济 3 54 1 考查

水利工程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6 2 考查

BIM 设计 2 36 2 考查



节水灌溉试验 2 36 2 考查

农田水土相关

方向至少修6学

分。

灌排技术与设备 2 36 1 考查

土壤水动力学 2 36 1 考查

灌溉排水原理与新技术 2 36 1 考查

SPAC 系统水分运转与调控 2 36 1 考查

生态水文原理及应用 2 36 1 考查

农业水土环境 2 36 1 考查

生物质能工程 2 36 2 考查

工程传热传质学 2 36 2 考查

农林废弃物处理工程 2 36 1 考查

农业生态工程 2 36 2 考查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含创新创业教育） 1 要求参加 6 次以上讲座

专业实践 5

按《昆明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教学工作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

执行

补

修

课

结构力学 0 80 1 考查

土木工程相关

方向以同等学

力、跨学科考取

的硕士研究生

必修本科课，不

计学分，至少补

修 2 门。

组合结构设计原理 0 32 1 考查

钢结构设计 0 32 1 考查

混凝土结构设计 0 32 1 考查

土力学 0 32 1 考查

桥梁工程 0 32 1 考查

水力学 0 32 1 考查

水质工程学 0 32 1 考查

给排水管网系统 0 32 1 考查

建筑给排水工程 0 32 1 考查

施工组织与进度控制 0 32 1 考查

工程项目管理沙盘实训 0 32 1 考查

传热学 0 32 1 考查

暖通空调 0 32 1 考查

工程经济学 0 32 1 考查

管理学 0 32 1 考查

水工建筑物 0 40 1 考查 水利工程相关

方向以同等学

力、跨学科考取

的硕士研究生

土力学 0 40 1 考查

水力学 0 40 1 考查



必修2门本科学

学科基础课，不

计学分。

水文学原理 0 40 1 考查

材料力学 0 40 1 考查

理论力学 0 40 1 考查

流体力学 0 40 1 考查

结构力学 0 40 1 考查

农学基础 0 40 1 考查
农田水土工程

相关方向以同

等学力、跨学科

考取的硕士研

究生必修2门本

科学学科基础

课，不计学分。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0 40 1 考查

农村能源工程 0 40 1 考查

土壤物理学 0 40 1 考查

灌溉排水工程学 0 40 1 考查

水力学 0 40 1 考查

三、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

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试

方式
备注

公

共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6 1 考试

必修 8学分

自然辩证法 1 18 2 考试

英语读写译 2 72 1 考试

英语视听说 1 36 1 考试

英语拓展 1 36 2 考试

工程伦理 1 18 1 考试

学

科

基

础

课

学科前沿讲座 1 18 1 考试 必修 1 学分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土木工程方向必修

10 学分

数理统计 3 54 1 考试

弹塑性力学 3 54 1 考试

高等土力学 2 36 2 考试

结构动力学 2 36 1 考试

有限元方法 2 36 2 考试

项目融资 2 36 1 考试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2 36 2 考试



数学模型与方法 2 36 2 考试

文献计量方法 1 18 1 考试

BIM 与数字建造技术导论 1 18 2 考试

数据挖掘技术 2 36 1 考试

高等流体力学 3 54 1 考试

市政工程相关

方向，必修 10

学分

高等水质工程学 2 36 2 考查

工程水文及水利计算 2 36 1 考试

连续介质力学 3 36 1 考查

水资源系统分析 2 36 2 考查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人工环境工程

方向必修 10 学

分

高等流体力学 3 54 1 考试

高等传热学 2 36 1 考试

高等建筑环境学 2 36 2 考查

计算流体力学 2 36 1 考试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水利工程相关

方向至少 11 学

分

最优化原理与方法 3 54 1 考试

计算流体力学 3 54 1 考试

数理方程 3 54 2 考试

随机水文学 2 36 2 考试

数值分析 3 54 1 考试

农田水土方向

必修 10 学分，

前面 3 项必选

高等农业工程学 3 54 1 考查

试验设计方法 2 36 1 考查

Matlab 及其应用 2 36 1 考查

有限元理论及应用 2 36 1 考查

农业生物系统工程原理 2 36 1 考查

作物生理与生态学 2 36 2 考查

现代测控技术及应用 2 36 1 考查

学

科

专

专业外语 1 24 1 考查
专业外语、人文

素质、写作类必

选课

科技论文写作 1 18 2 考查

人文素质课 1 18 1-2 考查

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高等钢结构 2 36 2 考查

空间结构 2 36 2 考查

组合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业

课

土木工程相关

方向至少修6学

分。

工程结构抗减震理论与方法 2 36 2 考查

可靠度理论及工程应用 2 36 2 考查

结构测试与分析 2 36 2 考查

当代施工技术 2 36 2 考查

土动力学 2 36 2 考试

土塑性力学 2 36 2 考查

高等岩石力学 2 36 2 考查

中国工程地质学 2 36 2 考查

岩土工程数值计算方法 2 36 2 考查

隧道与地下结构计算理论 2 36 2 考查

地震工程学 2 36 2 考查

地质灾害及防治对策 2 36 2 考查

高等桥梁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桥梁施工监控 2 36 2 考查

桥梁加固设计理论与实践 2 36 2 考查

桥梁试验检测原理与技术 2 36 2 考查

特殊路基工程 2 36 2 考查

道路建筑新材料 2 36 2 考查

岩土工程治理技术 2 36 2 考查

材料损伤与断裂 2 36 2 考查

高等路面结构理论 2 36 2 考查

道路交通安全评价 2 36 2 考查

道路检测技术 2 36 2 考查

高速轨道结构与力学 2 36 2 考查

新型建筑材料 2 36 2 考试

工程设计及计算分析软件 2 36 2 考查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2 36 3 考查

高分子化学 2 36 3 考查

工程哲学 1 18 2 考试

质性研究方法 1 18 1 考试

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基础 1 18 1 考试

工程管理导论 2 36 1 考试

组织行为学 2 36 2 考查

高等水工结构 2 36 2 考查

Matlab 原理与工程应用 2 36 2 考查

水力机械 2 36 2 考查



现代光测力学 2 36 2 考查

高等实验力学 2 36 2 考查

结构测试与分析 2 36 2 考查

流固耦合振动 2 36 2 考查

工程设计及计算分析软件 2 36 2 考查

工程结构抗震理论与方法 2 36 2 考查

材料损伤与断裂 2 36 2 考查

给水管网系统理论与分析 2 36 2 考查
市政工程相关

方向，至少选修

6 学分

污水微生物处理技术 2 36 2 考查

水处理自动化 2 36 2 考查

高层建筑给排水工程 2 36 2 考查

暖通空调与制冷新进展 2 36 2 考查

人工环境工程

相关方向，至少

选修 6 学分

现代燃气输配理论与技术 2 36 2 考查

太阳能光热利用 2 36 2 考查

建筑节能原理与应用 2 36 2 考查

室内环境与通风进展 2 36 2 考查

智能建筑与自动化新技术 2 36 2 考查

高等岩土力学 3 54 2 考查

水利工程相关

方向选修至少 7

学分

泥沙运动力学 2 36 1 考查

高等水工结构 2 36 2 考查

环境生态学 2 36 1 考查

水工结构耦合场有限元方法与应用 3 54 1 考查

水资源系统工程 3 54 2 考查

河流数值模拟 2 36 2 考查

可靠度理论及工程应用 2 36 2 考查

结构动力学 2 36 1 考查

弹塑性力学 3 54 1 考查

港口航道工程 2 36 2 考查

地下水动力学 2 36 2 考查

现代爆破理论与方法 3 54 1 考查

高等工程地质学 3 54 1 考查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3 54 2 考查

水利工程经济 3 54 1 考查

水利工程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6 2 考查

BIM 设计 2 36 2 考查

节水灌溉试验 2 36 2 考查

农田水土相关

方向至少修6学

分。

灌排技术与设备 2 36 1 考查

土壤水动力学 2 36 1 考查

灌溉排水原理与新技术 2 36 1 考查

SPAC 系统水分运转与调控 2 36 1 考查

生态水文原理及应用 2 36 1 考查

农业水土环境 2 36 1 考查

生物质能工程 2 36 2 考查

工程传热传质学 2 36 2 考查

农林废弃物处理工程 2 36 1 考查

农业生态工程 2 36 2 考查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含创新创业教育） 1 要求参加 6 次以上讲座

专业实践 5

按《昆明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实践教学工作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

执行

补

修

课

结构力学 0 80 1 考查

土木工程相关

方向以同等学

力、跨学科考取

的硕士研究生

必修本科课，不

计学分，至少补

修 2 门。

组合结构设计原理 0 32 1 考查

钢结构设计 0 32 1 考查

混凝土结构设计 0 32 1 考查

土力学 0 32 1 考查

桥梁工程 0 32 1 考查

水力学 0 32 1 考查

水质工程学 0 32 1 考查

给排水管网系统 0 32 1 考查

建筑给排水工程 0 32 1 考查

施工组织与进度控制 0 32 1 考查

工程项目管理沙盘实训 0 32 1 考查

传热学 0 32 1 考查

暖通空调 0 32 1 考查

工程经济学 0 32 1 考查



管理学 0 32 1 考查

水工建筑物 0 40 1 考查

水利工程相关

方向以同等学

力、跨学科考取

的硕士研究生

必修2门本科学

学科基础课，不

计学分。

土力学 0 40 1 考查

水力学 0 40 1 考查

水文学原理 0 40 1 考查

材料力学 0 40 1 考查

理论力学 0 40 1 考查

流体力学 0 40 1 考查

结构力学 0 40 1 考查

农学基础 0 40 1 考查
农田水土工程

相关方向以同

等学力、跨学科

考取的硕士研

究生必修2门本

科学学科基础

课，不计学分。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0 40 1 考查

农村能源工程 0 40 1 考查

土壤物理学 0 40 1 考查

灌溉排水工程学 0 40 1 考查

水力学 0 40 1 考查



附件 2：

昆明理工大学工程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论证报告

（参考格式）

一、本专业学位类别对此次培养计划修订的思考

专业型硕士既是我校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我校扩大生源的重要渠道，

还是本学科开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土木水利工程是一个历史悠久

的古老学科群，并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

就昆明理工大学而言，涉及的领域包括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的 8

个方向（结构工程、岩土工程、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土木工

程材料，市政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力学学科的 1 个方向（工程检测）、电力学院的水利工程的 5个方向（水利水电

工程规划设计、施工、信息化管理，水工结构（地质）安全及现代设计方法，水

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水生态环境与水土保持保护，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理论研

究及工程应用）共计 14 个培养方向。在原有各个学科的基础上，利用本次方案

调整，整合出能够体现先进性、模块化、复合性、工程性和创新性的课程体系，

对学校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原因，本次修订的基本

考虑为：

(1)满足课程设置及基本学分等规范性文件要求；

(2)遵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全日制和非全日制除修业年限、上课方式有所区别外，

课程设置一样，针对非全日制学生的特点，逐步提高线上授课的比例；

(3)统一整合、统一协调多个学院、多个学科的师资和课程优势，在现有条件的

基础上，建设专业硕士课程体系；

(4)考虑到招生和管理的要求，培养方向上原则上参考了原一级学科相关专业类

别设置，培养方向设置上尽量避免过多过细，同时又兼顾各个学院在今后招生、

教学组织上的便利性。

二、简要介绍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内容

(1)调整了培养方向的设置，将过去建筑与土木、水力工程等领域下设的 30 余方

向，压缩至 14 个方向；

(2)课程设置上在照顾专业差异和核心知识体系差异的同时，尽量实现模块化、

群组化；

(3)为了解决在专业课体系内设置人文素质课的要求，本次修订开设了人文素质

课，课程形式上参考了国内著名高校的做法，内容包括相关学科人文类学术报告、

讲座、专家访谈，研究生文体活动等；

(4)在对各个研究生教学单位调研反馈的基础上，对部分没有条件开设的课程进

行了调整和替换。



三、专家评审意见（至少 3位专家，其中应包含一位企业专家，可另

附）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体现了本学科领域发展的主流和趋

势，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对专业性人才的需要，符合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关于

制定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学位办〔2018〕14 号）

的相关要求。专业方向的设置科学合理，基本上规范及相对稳定。课程设置满足

了以工程需求为导向，强调专业基础、工程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的综合培养的总

体要求。培养方式体现了工程应用需求。

建议与意见：

1、水利专业方向设置出现重叠交叉、专业方向过细太小、以及包含面不齐

全等现象，建议按原水利学科二级专业方向归类重新调整水利专业方向的设置。

2、学科基础课中建议增设“数理统计”课程。

专家签字：

2020 年 5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