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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版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说明

为了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改革创新高层次人

才培养模式，保证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特修订且颁布执行《2021版

河海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培养目标

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和我校研究生培养总体目标的要求，对学术学位博士研

究生在思想品德、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独立工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要

求，特别是体现不同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特定要求。

二、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年（直博生 5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3年（直博生为 4年），最长不超过 8年。

三、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为 16-18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

10-12学分，非学位课程为 6学分。直博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不少于 38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20学分，非学位课程为 18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均达 70分或单科达

60分且加权平均达 75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均达 60分为合格，教学

环节通过为合格，合格即可取得相应学分。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 2-3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四、教学环节

1.个人培养计划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

案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

划，其中学习计划在入学 2个月内提交。

2.学术活动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

座、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

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 20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

导师讲座至少 8次，实验室安全教育讲座至少 2次（理工类博士研究生），由本

人做的公开的学术报告 1次（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不计入），导

师负责对该学术报告的效果进行考核。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



2

3.实践活动

为培养劳动实践能力和责任意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形式包括助教、助管、助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

4.科学研究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科学研究课题，并应具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

负责某专题或子课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五、论文工作

学术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文献阅读、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

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科研成果产出、学位论文预审、学位论文评阅、学位

论文答辩等环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和学院相关

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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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环节时间安排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内容 时间

1 入学与入学教育

开学典礼、校史与河海精神教育、专业学习教

育、校规校纪教育、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讲座、

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心理测评

入学 1个月内完成

2 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学

位论文计划

个人学习计划在入学 2
个月内提交

3 课程学习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课程

第 1学年内完成

（直博生第 1、2学年内

完成）

4
学术活动

（含博导讲座）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导

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

研讨活动等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

须参加 20次以上的学术

交流活动，其中博导讲

座至少 8 次，由本人做

的公开学术报告 1次（开

题报告、中期检查、预

答辩、答辩不计入）

5 文献阅读综述报告

按照《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执行

6 学位论文开题

7 学位论文中期考核

8 科研成果

9 学位论文预审

10 学位论文评阅

11 学位论文答辩

12 证书领取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后颁发学历/学位证书
一般在 3月、6月、9月、

12月

13 其他

可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 每学期 1次

可申报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以发布的申报文件为准

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

（CSC项目）
全年

预计毕业研究生图像采集工作
一般每年 3月进行，具

体以发布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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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0815Z1）

（Urban Water Affairs）

学科门类：工学（08）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0815）

一、学科简介

城市水务是 2002 年经教育部批准自主建立的新学科，河海大学是全国第一

个设置城市水务学科硕士和博士点的高校，于 2003 年首次招生。本学科所在的

水利工程一级学科是国家“双一流”、国家“211 工程”、“全球水循环与国家水

安全”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全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重点建设学

科。在 2016 年教育部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水利工程学科获评 A+，排名全

国第一。本学科研究方向涉及城市水务规划与管理、城市水环境与生态、城市水

务工程等，面向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任务，融合信息化，服务我国新型城

镇化、水利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近 5年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

102 项科研项目，经费总额 6847 万元，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 10

余部，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 9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2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城市水务领域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在思想品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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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

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

造性的成果。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

术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1. 城市水务规划与管理（ Urban Water Engineering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城市防洪与排涝（Urban Flooding Prevention and Drainage）

3.城市水环境与生态（Urban Water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年（直博生 5年）。实行弹性学制，学

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年（直博生 4年），最长不超过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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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为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 10 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 6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脱产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年内完成。直博生课

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2年。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六、教学环节

1.个人培养计划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

和学位论文工作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

中学习计划在入学 2个月内提交。

2.学术活动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

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前必须参加 20 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 8次，由本人

做的公开的学术报告 1 次（开题报告、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不计入）。本人

做的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

必须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

3.实践活动

为培养劳动实践能力和责任意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形式包括助教、助管、助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

4.科学研究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科学研究课题，并应具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

负责某专题或子课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七、论文工作

学术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文献阅读、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

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科研成果产出、学位论文预审、学位论文评阅、学位

论文答辩等环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和学院相关

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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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

院系
备 注

学

位

课

程

10
学

分

公共

课程

21D66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36 2 秋季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21D000000 第一外国语
First Foreign Language 48 2 春秋季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21D99000101
论文写作指导

Academic Writing
Guidance

16 1 春季 讲课 考查 水文院

基础

课程

21D880001
应用泛函分析

Applied Functional
Analysis

48 3 秋季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至少

选 2
学分

21D880002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Modern Methods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2 2 春季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21D880003
随机微分方程

Random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2 2 春季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21D880004
多元统计分析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2 2 春季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21D880005 人工神经网络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32 2 春季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21D880006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Dynamical Systems, Chaos

and Fractals
48 3 秋季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专业

课程

21D010201
城市水务前沿专题讲座
Advances in Urban Water

Affairs
16 1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21D010202
城市发展与水务规划

Urban Water Engineering
Planning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至少

选 2
学分21D010302 流域生态学

Watershed Ecology 32 2 春季 讲课 考试 水文院

非学位课

程 6学分

21D000001 第二外国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48 2 春季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必修

21D66000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
作选读

Intensive Readings of
Original Works of Marx,

Engels and Lenin

18 1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至少

选 1
学分

21D6600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18 1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21D660005

“四史”专题
The Four Histories（the
history of the CPC，the
PRC,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18 1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至少

选 1
学分

21D660004
科技与工程伦理专题
Special Topic 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8 1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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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位课

程 6学分

21D660006

河海校史与革命文化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Hohai
University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18 1 秋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21D010105
水文大数据分析方法
Hydrological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至少

选 2
学分

21D010106

水文水资源不确定性分析
（双语）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21D010107
全球气候变化与水循环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Cycle

32 2 春季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跨一级学科博士非公共
课程

32 2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教学环节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Academic Activities(containing Doctoral Supervisor Lecture)

必修
实践活动

Practical Activities
科学研究

Scientific Research

八、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1]朱元生,金光炎. 城市水文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2]高成,徐向阳,刘俊. 滨江城市排涝模型[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2013.

[3]崔广柏,徐向阳,刘俊等. 滨江地区水资源保护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4]王浩. 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

社,2010.

[5]刘延恺. 城市防洪与排水[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6]陈鸿汉,刘俊,高茂生. 城市人工水体水文效应与防灾减灾[M].北京:科

学出版社,2008.

[7]谭维炎. 计算浅水动力学—有限体积法的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1998.

[8]汪徳爟. 计算水力学:理论与应用[M].科学出版社,2011.

[9]周振民. 城市水务学[M].科学出版社,2013.

[10]杰哈. 城市洪水风险综合管理[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11]尹澄清. 城市面源污染的控制原理和技术[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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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9.

[12]潘安君. 城市雨水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2010.

[13]李相然. 城市化环境效应与环境保护[M].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4.

[14]周伟奇,钱雨果. 中国典型区域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M].科学

出版社,2017.

[15]肖荣波. 珠三角区域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M].科学出版

社,2017.

[16]杨小波,吴庆书. 城市生态学.第 3版[M].科学出版社,2014.

[17]刘家宏. 暴雨径流管理模型理论及其应用[M].科学出版社,2015.

[18]刘家宏,周晋军,王浩,王忠静. 城市高强度耗水现象与机理[M].科学出

版社,2019.

[19]黄国如. 城市雨洪模型及应用[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20]黄国如,喻海军,陈成豪. 海南岛城市暴雨内涝防控技术[M].科学出版

社,2017.

[21]张泽中,王海潮,刘广柱. 城市雨洪调控利用与管理[M].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2013.

[22]叶春. 太湖湖滨带现状与生态修复[M].科学出版社,2014.

[23]李一平. 太湖生态动力学模型研究[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24]黄漪平. 太湖水环境及其污染控制[M].科学出版社,2001.

[25]陆桂华,张建华,马倩. 太湖生态清淤及调水引流[M].科学出版

社,2012.

[26]王同生. 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27]程文辉,王船海,朱琰. 太湖流域模型[M].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28]崔广柏,陈星,余钟波,等. 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理研究[J].中国科

技论文,2007(6).

[29]王银堂,吴浩云,胡庆芳. 太湖流域洪水资源利用理论与实践[M].科学

出版社,2014.

[30]叶寿仁,朱威,吴志平. 太湖流域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M].河海大学出

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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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高俊峰. 太湖蓝藻水华生态灾害评价[M].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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