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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秉承立德树人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

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备从事力学教育、科研和工

程应用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满足如下基本

要求： 

（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力学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有

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自学能力，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科学研

究能力，实践能力，学术交流能力以及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继续学

习的能力，具备在力学及相关学科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

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基本素质。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

有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

具有较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能力。 

（4）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具有良

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培养方向 

1、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 

本方向围绕深部地下资源开采和地下空间利用中的岩体力

学问题，在交通隧道、水电隧洞、地下储库、矿山工程等领域开

展基础理论和技术应用研究。具体研究方向包括：（1）地下洞

室群围岩稳定性：基于室内试验、现场监测和数值模拟的大规模、

大断面洞室（群）围岩变形机制与防控对策、围岩稳定性计算、

洞室群稳定性判据、失稳过程与失稳前兆研究。（2）岩体的热-

流-固耦合力学特性：工程尺度上地下工程水文地质评价，渗流-

应力耦合作用下岩体的力学特性、变形及破坏机理；复杂地质环

境（水、热、力等）下节理岩体力学性能试验及数值仿真；不同

温度影响下岩体力学特性，温度-应力耦合作用下裂隙岩体渗流



场演化和热交换特性。（3）深部硬岩脆性破坏与防控：硬岩脆

性破坏机制与脆性评价；开挖卸荷作用下围岩的力学响应与破坏

机制；深部硬岩节理、断层突然错动滑移诱发岩体动力灾害（岩

爆、诱发地震）的发生机理、预警与防控。（4）岩石动力学：

冲击爆轰波在岩体中传播规律，冲击波与隧洞围岩的相互作用机

理，隧道、矿山等爆破开挖工艺与安全控制，工程安全防护；应

力波扰动对岩石节理和断层滑移的影响规律与机制。（5）工程

岩体的损伤演化及预测：声发射监测技术在岩石破坏中的应用；

基于声发射试验的岩体裂缝特征应力识别和损伤演化预警机制。 

2、岩土力学与海洋岩土工程 

本方向围绕固体材料的应力、应变与破坏，重点研究岩土力

学基本理论、本构模型、数值计算与海洋岩土工程等问题。开展

的主要工作有：（1）岩土塑性力学与本构模型：适用于岩土材

料变形机制的广义塑性力学的完善与应用；土的应力方向依赖性

的宏细观关联与本构模拟；基于极限应变的岩土数值极限分析。

（2）海洋岩土力学与工程：含天然气水合物深海沉积土（深海

能源土）的力学特性与本构模拟；可燃冰开采为背景的海洋地质

灾害的模拟评估与防治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过程中沉积物演

化规律及其控制机理；港口、海底隧道、海洋平台等海岸和近海

工程的静动态力学性能分析与可视化仿真。（3）非饱和土与特

殊土力学：非饱和土基本力学性质与本构关系；膨胀土等特殊土

体在干湿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力学行为；能源岩土力学及能源地

下结构与材料热-力响应特性。（4）计算固体力学：奇异有限单

元法、扩展有限元法及其在断裂破坏数值模拟中的应用；近场动

力学等无网格粒子类方法建模与应用；复合材料界面力学及其在

套管和水泥环胶结面稳定性和安全评估中应用；大型有限元软件

（如 ABAQUS、ANSYS、FLAC2D/3D 等）与离散元软件（如

PFC2D/3D 等）的应用与二次开发研究。 

3、渗流力学及其应用 

本方向围绕低渗透致密油气、煤层气、页岩油气、天然气水

合物、地热等非常规能源开发、岩土工程、地表非饱和土流体入



渗、滑坡地质灾害、坝基类水工建筑工程等领域，开展复杂环境

下的多孔介质热流力化学多场耦合渗流的理论、实验、计算及能

源岩土储层改造提高采收率技术。具体研究方向包括：（1）非

常规能源开发中的多场耦合渗流力学：围绕低渗透致密油气、煤

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地热等非常规能源开发中的多场

耦合渗流问题，研究热流固耦合作用下孔隙介质内多相流体渗流

和孔隙介质变形破坏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及设备和储层模拟计

算方法及软件开发；（2）能源岩土储层改造提高采收率技术：

研究低渗致密油气储层、高温岩体水力控制压裂、气爆冲击增透

改造储层等增产技术，非常规油气藏的注气驱替，二氧化碳地质

封存等，为非常规能源绿色安全高效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技

术基础；（3）多孔介质渗流力学的数值模拟方法：多孔介质孔

隙结构表征和数字岩心建模；孔隙介质多尺度多场耦合(THMC) 

多相流渗流数值模拟方法；多孔介质渗流力学与人工智能、大数

据、信息技术交叉研究理论与方法；多孔介质传热与传质分析等；

（4）岩土工程渗流力学：饱和\非饱和岩土渗流，煤岩体渗流，

滑坡地质灾害中渗流、海洋岩土工程渗流，坝基类渗流等。 

4、复杂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本方向围绕复杂系统的动力学建模、计算及优化控制，关注

多物理场、多尺度及极端条件下复杂系统的动态特性，开展动力

学与控制方向的基础理论、工程应用及实验研究。具体研究方向

包括：（1）动力学基础理论：高斯原理在非理想系统动力学中

的拓展；单边约束系统动力学优化方法；非光滑系统动力学与控

制中的 Udwadia-Kalaba 方程；碰撞耗散的能量机理及碰撞恢复

系数研究。（2）非光滑多体系统动力学：多点接触、碰撞问题

的线性\非线性互补性方法研究；以空间连续型机械臂非合作目

标捕获为背景的多柔体系统接触/碰撞动力学；空间可展结构的

动力学仿真与最优控制；港口、核电大型起重设备的抗震计算与

分析。（3）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针对轮式机器人，建立基于

高斯原理的动力学优化模型，研究传统优化与现代智能优化相结

合的计算方法；基于反馈控制提出可以实现扰动抑制的轨迹跟踪



控制方法，并研究其在冗余驱动及欠驱动机器人系统中的应用。

（4）颗粒材料细观变形：开展多尺度分析，利用现代光测技术

从细观尺度探测表征复杂力学性质的结构起源、非接触式探究颗

粒体系力链演化与崩塌失稳机理，建立颗粒体系研究新方法。（5）

光测实验力学：采用全场、非接触的现代光测方法开展极端条件

下材料与结构的三维宏细观变形测量，实现材料与结构加载过程

中的动力学分析；利用 CT 和现代光测力学相结合，开展多场耦

合下的混凝土中水分传输、钢筋锈蚀以及锈胀应变场的可视化监

测，实现混凝土内部锈胀力测量与力学性能演化规律研究。（6）

极端条件下力学特性研究：高温环境下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热

-力学特性退化规律及失效模式研究；复杂环境下激光辐照碳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的烧蚀机理及损伤演化研究。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其中从开题通过之

日起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时间不少于 1.5 年。符合学校和学院规

定的优秀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提前毕业。经学校批准休

学或保留学籍的研究生，休学或保留学籍的时间不计入学习年限。 

四、培养方式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

方式，鼓励研究生入校即进入课题，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同步进

行。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同时采用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

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每位硕士研究生入学后根据学校和学

院有关规定，在入校后进行导师和研究生互选，确定指导教师。

导师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在研究生入学两周内，按培养方案的

要求，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提交学科组审查，并经学院主

管院长审批后送交研究生处备案。 

导师要全面地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教书育人；在培

养过程中，要贯彻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

重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创

新能力；鼓励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和从事探索性研究。同时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注重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和理想教育相结合。

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公益劳动和各项社会政治活动。 

系统的研究生课程学习必须在学校进行，学位论文工作原则

上在学校进行。如果学位论文工作确有需要到其他科研单位进行，

须经学院、导师、学生和其他科研单位四方协商签订协议，并在

学院备案。对于学位课等课堂教学课程，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

要求，根据每学期的具体授课安排，保质保量地完成培养计划规

定的教学内容和上课学时数，并认真进行考核。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必修环节。学位课包括公

共学位课、基础学位课、专业学位课；非学位课包括公共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研究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修完 32 学分的课程学习任

务，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22 学分和非学位课不少于 10 学分（其中

体育专项课为必选，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5 个学分）。 

同等学力或跨学科攻读学位研究生，应由导师根据考入的研

究生情况制定补修计划（至少 4 学分或 2 门以上补修课程），并

由学院监督实施，随本科生一起上课或由导师负责单独授课。补

修课程不计学分，成绩不计入成绩单，考核合格后方可参加开题

答辩。 

除此之外，研究生还必须完成以下 4 个必修环节学分。 

1、学术与职业素养教育（ 1 学分） 

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研究生通过修读学术规范、

职业伦理以及其它研究生学术与职业素养要求内容的网课和听

取相关专题讲座等方式，经学院考核通过后计入 1 学分。 

2、论文开题与中期考核（ 1 学分） 

（1）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必须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经过

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文献准备，了解本人选题方向的相关研究历史

和现状及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研究题目，撰写论

文开题报告，进行开题答辩。硕士论文开题要求最迟在第 3 学

期 10 月份完成。由本学科 5 人以上的专家组对研究生的课程成



绩，选题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方

法、研究手段、工作进度、预期成果等提出评价和修改意见，经

学科组讨论决定通过开题后，方能正式进入论文研究阶段。对开

题报告未通过的研究生，限期 2 个月的修改时间，然后重新进行

开题，仍未通过者将终止培养。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一般不

得随意变更研究选题。如由于特殊原因确实需要更换原选题的，

在不影响毕业论文正常进程的情况下，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经导师签字同意，报学院备案，并重新进行论文开题。在规定时

间内未开题者，将延期毕业。 

（2）中期考核 

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主要考核其课程学习情况、导师

对研究生学习和科研能力的评定。硕士中期考核安排在第 4 学

期完成。学校组织各院、系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采取汇报会的方法，由学科负责成立由导师、学科组相关

人员构成的考核导师组，汇报会由考核导师组组长主持，研究生

做报告，主要汇报论文已完成的研究工作和阶段成果及拟完成的

研究工作和下一步计划等。参加考核的导师进行提问和评议，考

核组给出通过或不通过的考核成绩。通过者，准予研究生继续进

行论文工作；不通过者，专家组提出整改意见，并在 6 个月内再

次进行中期考核。两次中期考核不通过者，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根据《青岛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作出应予退学处理建

议。 

论文开题与中期考核通过后计入 1 学分。 

3、学术活动（ 1 学分） 

为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研究生在校期间需要完成以下学

术活动之一： 

（1）进行 3 个月的出国学习或学术交流； 

（2）参加全国性的科技竞赛、创意设计、创新创业竞赛并

获奖； 

（3）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或公开做学术报告

1 次； 



（4）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 次； 

（5）参加 5 次以上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报告，并提交总结。 

由学院对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情况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计

入 1 个学分。 

4、实践环节（ 1 学分） 

学术学位研究生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间不少于 3 周。

社会实践活动由导师（组）、学院或学校组织，采取深入社会基

层从事与所学方向相近的知识培训、技术指导、科技咨询、社会

服务、行政管理和调查研究等形式。 

研究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由学院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计入 1 

学分。 

六、毕业与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并

按照《青岛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处理办法》，通过

学术不端检测合格，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

求方可答辩。 

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须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

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或被接受发表内容与本人所学专业

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 (不包括增刊和会议论文)。要求研究生发表

的论文署名青岛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由于时间原因，学术论文

不能正式出版，需要递交编辑部出具的接受发表函或版面费通知

等证明材料。研究生在递交申请授予硕士学位材料时，须同时递

交论文复印件(或录用通知复印件)及论文发表刊物的封面和目录。 

研究生在规定期限通过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和其他环节的考

核，并通过论文答辩者，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

授予条件，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报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按照《青岛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监督处理办法》执行。 

1、论文撰写与基本要求 

研究生应认真对待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的写作要文字通



顺简洁。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要求应符合《青岛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格式的统一要求》。研究生导师应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进行严格、长期的指导，特别是学位论文最后的把关。 

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如下基本要求： 

（1）论文的选题、基本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对国

民经济建设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 

（2）论文内容能表明作者在本学科掌握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论文工作应表明作者掌握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和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见解，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 

2、论文查重与预答辩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完

成规定的学分，经导师同意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

辩前需开展论文查重，重复率须低于学校的相关规定。预答辩委

员会应由 5～7 位专家组成（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委员）；

预答辩通过的研究生，论文方可送审。 

3、论文评审与答辩 

为保证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进一步督促研究生导师认真

履行导师责任，提高学位论文质量，规范研究生答辩环节，硕士

研究生论文实行盲审和集中答辩制，盲审工作应按照《青岛理工

大学硕士论文盲审细则》进行。答辩时间集中在每年的 6 月份，

具体时间根据学校学位论文答辩及申请学位工作的要求确定。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应按照《青岛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进行，通过者送交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并提出是否

授予学位的建议，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评。 

七、附录 

1、课程教学大纲 

 

2、培养方案修订说明 

根据《青岛理工大学关于制定 2021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



导性意见》，持续加强学术规范和伦理道德教育，把科学精神、

学术诚信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考虑学科发展主流、师资情况与学科评估要求，对培养方向

进行了调整。培养方向的设置在传承原有特色研究方向基础上，

增加了“渗流力学及其应用”方向，并在各个方向的具体内容中

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 

课程设置重新进行修订，根据《力学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

南》，将《实验力学》调整到基础学位课，《计算力学与程序分

析》课程名称改为《计算力学》，《弹性力学及有限元》改为《弹

塑性力学》。对专业学位课进行了调整。 

增加了实践环节，学术学位研究生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

间不少于 3 周，考核通过后，计入 1 学分。 

 

以上培养方案，于 2021 年 6 月经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审议通过。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小组组长： 

孔亮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小组全体成员： 

王在泉，孔亮，孙可明，姚文莉，陈凡秀，孟凡震，李凯，

刘丕养，赵新波，缪玉松，杨登峰，王肖珊，吴迪，田勇，赵伟

娜，张兆军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马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