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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道德修养，

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掌握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掌握一门

外国语，能熟练地运用外语阅读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中外互译、撰写外文论文摘要和一

定的听说能力；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二、培养方向 

学科名称 
培养方向 

（二级学科） 
研究内容 指导教师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1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智能控制与先进控制系统 

曹广忠，郭小勤，

潘剑飞，秦斌，李

福明，吴超，房立

存，周受钦 

电机与磁浮系统设计、驱动与控制 

新能源发电控制 

电力电子技术 

物联网与综合自动化 

智能机器人技术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无损检测技术 
费跃农，邓元龙，

王建萍，李卫民，

郑三元，李天利 

纳米精度测量技术 

嵌入式系统 

新型传感器与应用系统 

081103 
系统工程 

电力系统优化与控制 

彭建春，陈宏，钟

金明 

信息系统决策及自动化 

电气系统综合自动化 

系统可靠性理论及应用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生物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 

李岳峙，杨蓉 
视频图像背景分离与运动物体识别 

数据挖掘 
计算机视觉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以工程领域内的控制系统为主要对象，研究各种控制策略及控制系统

的建模、分析、综合、设计及实现的有关理论、技术和方法。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智能控制与先进控制系统、

电机与磁浮系统设计-驱动-控制、物联网与综合自动化、新能源发电控制、智能机器人等。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学科是研究被控对象的信息提取、转换、传递与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无损检测技术、纳米精度测量技术、嵌入式系统、新型传感器与应用系统等。 

“系统工程”学科以大系统为对象，用系统与控制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并以计算机为工具来分析、

揭示和预演各种复杂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设计出一个或多个能够多快好省地达到预期目标的系统化

过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电力系统优化与控制、信息系统决策及自动化、电气系统综合自动化、系统可靠



 2 

性理论及应用等。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学科主要研究信息的采集、处理与特征提取，模式识别与分析，人工智能

以及智能系统的设计。其研究领域包括生物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视频图像背景分离与运动物体识别、数

据挖掘、计算机视觉等。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将增加或修订研究方向。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学制三年。研究生应该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和学位论文，修满学分，

按期毕业。经研究生本人申请、学院同意、研究生院（筹）批准，可延长学习年限，但学习年限最长不超

过五年。研究生在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前提下，可以申请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但学年限不得低于 2 年。 
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与学位（毕业）论文的时间比例一般为 1：1。 
 

四、培养方式 
（一）实行导师负责制，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 
（二）研究生应完成个人培养计划所列的课程学习任务，承担导师安排的科研工作，完成学位论文。 
（三）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后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参照《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筛选

办法》执行。 
（四）跨学科、专业或以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原则上应补修本学科、专业本科的主干课程，由导

师在制定个人培养计划时予以确定。 
 

五、个人培养计划 
在第一学期，学科点以师生双向互选的方式为研究生确定指导教师，经学院审定同意并上报研究生院

（筹）。 
第一学期结束前，指导教师与所指导研究生根据本培养方案的要求，共同拟订并提交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纸质文档由学院保存，电子文档上传至研究生院（筹）。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学习应修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21 学分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讲授形式 

考核 
方试 

要求 

学
位
课
程
（21

学
分
） 

公
共
学
位
课 

政治理论课 
3 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6 讲授 考试 

平 均 ≥

75 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科） 1 18 讲授 考试 

外语 
6 学分 

基础 
外语 

英语（一） 2 
160 讲授  考试 

英语（二） 3 
专业外语 1 40 讲授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基础理论课 
6 学分 

（三选二） 

矩阵理论 3 60 讲授 考试 
数值分析 3 60 讲授 考试 

随机过程 3 60 讲授 考试 

专业课 
≥6 学分 

（至少五选

二） 

线性系统理论 3 60 讲授 考试 

数字信号分析与处理 3 60 讲授 考试 

现代测控技术与系统 3 60 讲授 考试 
系统工程 3 60 讲授 考试 
智能控制理论与应用 3 60 讲授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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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学
位
课
程
（
不
少
于1

1

学
分
） 

 

选修课 

控制系统仿真与 CAD 2 40 讲授 考试 

≥60 分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2 40 讲授 考试 
嵌入式系统 2 40 讲授 考试 
高级软件工程 2 40 讲授 考试 
DSP 系统设计 2 40 讲授 考试 
现代控制网络 2 40 讲授 考试 
模式识别 2 40 讲授 考试 
鲁棒控制理论与应用 2 40 讲授 考试 
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 2 40 讲授 考试 
人工智能原理 2 40 讲授 考试 
计算机视觉 2 40 讲授 考试 
虚拟仪器技术 2 40 讲授 考试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与交流驱动 2 40 讲授 考试 
现代运动控制技术 2 40 讲授 考试 
电力系统优化与控制 2 40 讲授 考试 
离散数字控制系统 2 40 讲授 考试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2 40 讲授 考试 
电气系统综合自动化 2 40 讲授 考试 
无损检测 2 40 讲授 考试 
机器人控制技术 2 40 讲授 考试 

决策论及其应用 2 40 讲授 考试 
系统可靠性理论及应用 2 40 讲授 考试 
复杂系统理论与应用 2 40 讲授 考试 

补修课程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学生须补修 2—3

门，只记成绩，不记学分 
  

 

考试 

通过 
（中期

考核表

中导师

签字确

认） 

（3

学
分
） 

必
修
环
节 

学术讲座 2 

登记满 10 次（其中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

发展专题不少于 5
次） 

考查 

通过 
文献阅读（开题报告） 1 

 
考查 

教学社会实践  考查 

 
 
七、课程免修 

研究生通过自学或其它学习途径已掌握了本门课程的基本内容并达到其基本要求，经本人申请，任课

教师同意，院、校两级批准后可免修，但需参加该门课程结束时的考试或在课程开始前单独组织的免修考

试，通过考试可获得学分。 
 

八、考核方式 
（一）课程学习和各必修环节，均需按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要求进行成绩考核，经考核通过才能取得



 4 

规定的学分。 
（二）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除必修环节和补修课程进行考查外，其他课程一律进行考试。 
（三）考试成绩按百分制或等级制评定，考查科目按通过、不通过两级记分制评定。 
（四）考试课程成绩要求 60 分以上（含 60 分）可获得学分，考查课程通过者可获得学分。学位课程

各科成绩平均达到 75 分以上（含 75 分）方可申请学位。 
（五）考试可以采用闭卷、开卷或课程论文等方式，如采用其它方式须经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并做好考

核记录。 
（六）必修环节中，开题报告通过获得文献阅读学分；研究生参加学术讲座并填写《学术讲座登记表》，

导师签名确认后获得学术讲座学分；教学实践或社会实践由导师进行考核，不计学分。必修环节不通过者

不能申请论文答辩。 
（七）学位（毕业）论文答辩成绩按通过、不通过记录。 
 

九、学位论文 
研究生通过中期考核可进入学位（毕业）论文阶段。进入学位（毕业）论文阶段的研究生首先进行开

题，撰写开题报告，内容包括文献阅读，学位论文选题、科研调查、研究方法、实验手段、理论分析、论

文工作计划等。开题报告向研究生指导小组提交，经学院批准，由各培养单位存档。凡首次开题未通过者，

应于一个月内重新选题并再次组织开题，仍未通过者应终止学习，按退学处理。研究生的学位（毕业）论

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撰写要求详见《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细则》。有关学位（毕

业）论文的学术规范问题由研究生本人承诺，导师负责。 
 
十、发表学术论文（取得科研成果）的要求 

在学习期间，研究生必须取得导师要求的某项科研或教研成果，例如：学术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权、

科研报告、撰写立项申请书、成果鉴定书、教研项目报告等。 
 
十一、毕业与学位申请 

研究生按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要求，修满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并根据《深圳大

学学位条例实施办法》申请学位。 
 

十二、推荐阅读文献 
（1）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等主办的系列学术期刊。 
（2）IEEE/IEE Transactions 等系列期刊杂志。 

 
 
 

2012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