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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7_A1_95_E5_c77_532631.htm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领

域简介(代码430127） 摘要：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是研究核能的

利用、核电站设计和建设、核电站运行和管理以及利用核放

射作用进行无损检测、物料成份分析、生产工艺过程监控、

医学诊断及治疗、生物辐照育种、食品保鲜等的工程技术领

域。其工程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培养从事核反应堆设计、核电

站设计、核电站建设、核电站管理、核防护技术、核动力装

置设计和其它核技术应用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研修的主要

课程有：政治理论课、外语课、工程数学、核反应堆概论、

核反应堆工程及&gt.安全、核电站设计、建造和运行、辐射

防护及辐射剂量学、核动力装置结构设计与分析、核废料处

理工程、核反应堆材料、核应用技术、加速器及最新进展、

高等电离辐射探测学、辐射成像原理、核医学影像学、核检

测技术、核生物工程、能源与环境、可靠性工程、现代管理

学基础、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技术等。 一、概述 核能与核技

术工程专业的任务是研究解决核科学技术应用中的工程技术

问题。 核能是一种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人类生存、发

展所面临的能源问题，最终也需要依靠核能来解决。核电站

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

及物理、热工、结构、材料、机电、控制、安全等大量工程

问题。与核能利用密切相关的核燃料循环也同样涉及大量的

工程技术问题。 核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物料成分分析、无损

检测、生产工艺过程的测控、医学诊断和治疗、材料辐照改



性、食品辐照保鲜、生物辐照育种、电厂烟气脱硫、环境监

测保护等领域。要实现这些应用，同样需要解决大量工程技

术问题。 当前，在核能领域，世界各国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第

四代先进核反应堆系统，其经济性和安全性大大优于当前的

核电站。开发成功后将有力地促进核能的发展。核技术应用

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在发达国家，核技术应用已经在国民经

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其产值甚至已超过核电部门。因此，现

代社会对核能与核技术工程人才有广泛的需求。 与本专业相

关的工程领域：机械工程、控制工程、环境工程、计算机技

术、动力工程、电气工程等。 二、培养目标 核能与核技术工

程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与“核科学与技术”各专业的工学硕

士学位居于同一层次，但更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为工矿企

业和工程建设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管

理人才。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应掌握核能与核技

术工程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该领

域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设计、实验手段，具有创

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领

域范围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目前的培养方向有：核能工程、核

技术工程、可靠性工程。培养的人才可以在核电站、核设计

研究部门、核电建设单位、有关设备制造部门、与核技术应

用有关的生产、设计、研究开发部门从事工程技术和管理工

作。 四、课程设置 基础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然辩证法 

、外国语、工程数学（数值分析、运筹学、可靠性统计学、

最优化方法等） 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可视研究方向来选定。 

核能工程方向可选：核反应堆概论、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

能源经济与管理、核电站设计、建造和运行、辐射防护及辐



射剂量学、核动力装置结构设计与结构分析基础、控制理论

与应用、核废物及危险废物控制工程、环境风险分析、能源

与环境、先进型动力反应堆、可靠性工程及风险分析、核反

应堆材料、工程项目管理 、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技术。 核技

术工程方向可选：应用核技术、加速器最新进展、高等电离

辐射探测学、辐射成像原理、核医学影像学、谱分析技术、

数字信号处理、蒙特卡罗方法。 可靠性方向可选：可靠性工

程及风险分析、可靠性统计、维修工程学、质量工程学、控

制理论与应用、环境风险分析、能源与环境、工程项目管理

、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 上述课程可定位为学位课程和非学

位课程。此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组合和设置

。课程学习总学分不少于28学分。 五、学术论文 工程硕士论

文的课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

用价值，并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

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工程硕士

论文形式可以是：工程设计或产品开发报告，工程项目或消

化引进先进设备工作总结，本领域国外先进技术或先进管理

模式研究报告，预研课题阶段成果报告，研究论文。 工程硕

士学位论文的评价标准应侧重于考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侧重于审查学位论文的技术难度

、先进性和工作量；侧重于考查其解决工程问题的新思想、

新方法和新进展，考查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

和实用性，考查其创造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