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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科技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名称 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科代码 0811 学位类别 学术型学位

学习形式 全日制 学位级别 硕士

本方案总学分 52 本方案学位课总学分 23

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要求总学分
32

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要求学位课学分
20

学科点说明：

本学科点紧密围绕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需求，基于大数据、绿

色生产、智能化形成了4个具有学科优势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的学科方向：复

杂过程建模与运行优化控制、新能源发电智能控制研究、运动控制与机器人、模

式识别与智能图像处理、先进检测技术与智能控制。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点依托

自治区重点学科和卓越、特色、品牌、重点专业建设的有利条件，践行国家提出

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针，以教学、科研内容体系建设为核心

，着力于人才培养、团队发展、平台建设，建设适应西部地区社会发展需要，具

有地区特色的一级学科，实现对硕士研究生以学术素养、应用能力的培养。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学位授权点简介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学科代码：0811）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学科，1993 年获

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1 年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09 年成为博士点立项建设支

撑学科。

学科拥有“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光热与风能发电”和“模式识别与智能图

像处理”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与包钢设计院共建自治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自动

化本科专业为国家级“一流建设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卓越工程师计

划试点专业”、自治区“重点建设专业”，与包铝集团共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 学科现有教师 40 名，教授 14 名，博士生导师 2 名，博士占比 52.5%；学科

点拥有 3个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有 3名指导教师获得过“草原英才”称号。

近五年成果：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64 项，科研经费 2524.7 万元；获自治区

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

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86 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9 项。拥有专业实验室面积 5615

M2，拥有万元以上仪器设备合计 362 台（件），仪器设备值 3185 万元，为研究生

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专业平台。

本学科紧密围绕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需求，基于大数据、绿色生产、

智能化等形成学科优势，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 5个学科方向：复杂过程建模与运行

优化控制、新能源发电智能控制研究、运动控制与机器人、先进检测技术与智能控制

及模式识别与智能图像处理。

本学科注重研究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科学分析与工程实践、学科交叉和创

新性相结合，解决工程中亟需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形成了符合我校培养定位和特

色、涵盖 5 个学科研究方向的课程体系。面向控制科学与工程技术前沿，培养了大批

“又红又专”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二、培养目标

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的根本使命，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体健康，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服务。

2. 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科学素养。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

基本的实验技能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 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4．在整个培养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打好坚实基础理论的同时培

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具有一定的实践知识和实验设计能力。研究生

的学习以导师指导下的自学为主，强调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着重培养独立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学科设置了体现本学位授权点研究内容和人才培养特色的 5 个相对稳定的研究

方向：

1、复杂过程建模与运行优化控制

2、新能源发电智能控制研究

3、运动控制与机器人

4、先进检测技术与智能控制

5、模式识别与智能图像处理。

每个研究方向拥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有学术带头人和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

队，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和相关的科研成果，能开设本研究方向的相关课程，有充足的

研究经费和相应的保障条件。

四、基本学制和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实行 3年学制；一般入学第一年进行课程学习、实验技能

的训练及教学实践等，第三学期开始进入论文工作阶段。个别优秀者在修满学分的情

况下经批准可申请提前毕业，但提前时间不得超过半年，论文不能按时完成的学生，

需延期毕业，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含休学）。课程学习时间不少于 1年。

五、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团队集体培养责任制，采用课程学习和学位

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既负责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

学术规范教导等工作，也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和实践应用有引导、示范和

监督的责任。

六、课程设置与必修环节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修满 32 学分，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在申请答辩之

前要修满所要求学分。

单

位
信息工程学院

学科

专业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型）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考试

方式
备注

1000201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1 考试

必选

课程

10002010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考试

100020201 英语读写（一） 40 2 1 考试

100020202 英语读写（二） 40 2 2 考试

100010301 数值分析 48 3 1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100040205 研究生论文写作与指导 20 1 1 考查

至少

选 4门

103081232 线性系统理论及应用 48 3 1 考试

103081293 系统辨识与建模 48 3 1 考试

1030810007 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 48 3 1 考试

103081294 数据智能分析及应用 48 3 1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

共

非

学

位

课

1000200301 体育 16 1 1 考查

专

业

非

学

位

课

103081104 仿真技术及Matlab应用 32 2 1 考查

至少

选 5门

103081295 先进控制理论与方法 32 2 2 考试

103081296 机器人运动控制 32 2 1 考查

103081268 深度学习基础与实践 32 2 1 考查

103081307 强化学习 32 2 1 考查

103081297 机器学习 32 2 1 考查

1030810009 机器视觉 32 2 1 考查

103081345 现代检测技术 32 2 1 考查

103081256 分布式能源及微电网技术 32 2 1 考查

103431212 数据可视化技术 32 2 1 考查

103081298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32 2 2 考查

103081306 Python 高级编程技术 32 2 1 考查

103081299 控制科学与工程前沿 32 2 2 考查

实

践

必

100010606 讲座学术 16 1 1-6 考查
必选

课程



修

环

节

100030705 开题报告与中期报告 1 5 考查

硕士生课程学习结束后的考核按照《研究生课程考核记成绩管理办法》的要求执

行。课程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进行考核。

七、学位授予

完成个人培养计划，按照学生培养各环节执行培养过程，达到学科培养方案规定

的各环节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发表符合要求的论文，学术成果满足学院学科办

发布的硕士学位授予相关规则要求。提交学位申请，学院学科办按《内蒙古科技大学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及审批办法》组织答辩并通过学位

论文答辩，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批准后，授予学位。

八、其他

本培养方案自 2022 级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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