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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7“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适用范围： 

012安全工程学院 083700安全科学与工程 

一、学科专业介绍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在国家第

三轮学科评估列第一、第四轮学科评估为 A+的学科，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学科始

建于 1952年的北京矿业学院采煤系矿山通风与安全教研室，1982年在全国最早创办矿山通

风与安全本科专业，1986 年最早获批“安全技术及工程”博士点，1988 年被批准为首批国家

级重点学科，1996 年被国家教委列为“211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学科，1999 年被遴选为教育

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首批设岗学科，2001 年“安全技术及工程”二级学科批准为

国家重点学科，2006 年被教育部列为“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首批建设学科，2011 年“安全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整体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安全科学与工程博士点一级学科目前拥有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煤矿

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煤矿瓦斯与火灾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城市地下空间火灾

防护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矿山瓦斯粉尘灾害技术基础研究国家发改委实验室、矿山救援

技术研究中心、煤矿事故检测检验与物证分析平台、国家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中心（甲级资

质）等研究与人才培养平台。 

本学科形成了以院士为学术带头人，以一批在煤矿安全领域的知名教授为主体的安全

科学与工程学科创新研究领军人物及研究群体。拥有国家安全生产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中青年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十大杰出

专利发明人、江苏 333 高层次人才等高层次人才；拥有教育部创新团队、江苏高校“青蓝工

程”科技创新团队、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等高水平研究群体。 

学科整体学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在瓦斯治理、煤矿火灾与爆炸、煤岩动力灾害预测

预报等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学科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科技攻关）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仪器专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100 余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

家自然科学四等奖等国家级奖励 10 余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70 余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210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4项；软件著作权 29项；出版专著与教材 46部，其中 2部获国

家级图书奖、1 部被评为江苏省精品教材；发表论文 12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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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

英国、俄罗斯、瑞典、南非、波兰等国家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联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二、主要研究方向 

本学科主要从事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与技术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 

1. 地下空间通风与空气调节 

2. 煤岩动力学与瓦斯防治 

3. 火灾与爆炸 

4. 安全监测监控 

5. 粉尘防治与职业健康 

6. 城市公共安全 

7. 应急救援与安全管理 

8. 消防工程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适应研究机构和高校从事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研究

型高水平人才，培养适应企业等组织从事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技术研发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其基本要求如下：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

公正，科学严谨，学风端正，具有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学术道德和

创新创业精神。 

2. 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安全科学与技

术研究及应用能力；对安全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

价值具有清晰的判断。具有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学术创新能力，掌

握创新思维方法，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毕业后能够独立地从事科

学研究、教学和技术工作。 

3.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学科专业外文文献，拥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并

具有较强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4. 崇尚科学，具有献身科学研究的探索精神、严谨的科研作风和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 

5. 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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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制 4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6 年（含休学）。直博生学制 5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7 年

（含休学）。取得博士生学籍满 2 年可以申请提前毕业，具体条件参见《中国矿业大学研

究生申请提前毕业规定》。 

五、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主要分为公共必修、专业必修、选修课程。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环节一般

应在入学后 1学年内完成。普通博士课程学习环节不得少于 13学分，直博生不得少于 27学

分。 

跨一级学科录取的研究生应根据指导教师的要求补修 2 门本学科（专业）的硕士生核

心课程并取得及格或以上成绩。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从事课题研究的需要，

自行选修课程。自选与补修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普通博士课程设置 

分类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公共

必修 

140003C6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 

100005C6 博士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32 2 1 

100006C6 博士英语-国际会议交流 
二选一 

32 2 1 

100007C6 博士英语-学术翻译 32 2 1 

专业

必修 

120004S6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讲座（硕博贯通） 32 2 1 

120005S6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论文写作指导（硕博贯通） 16 1 2 

080017B6 实验数学 48 3 1 

120001B6 安全科学与工程前沿研讨 16 1 2 

专业

选修 

080018B6 近代数学基础 48 3 1 

030042S6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2 

120002B6 表面物理化学 16 1 2 

120003B6 火灾化学 16 1 2 

120004B6 煤岩地球物理学 16 1 1 

120005B6 煤力学 16 1 2 

120006B6 热动力灾害学 16 1 2 

120007B6 公共安全科学 16 1 1 

120019S6 应急救援与管理（硕博贯通） 16 1 1 

120018S6 煤矿瓦斯地质（硕博贯通） 16 1 2 

120008B6 矿山安全与环境（全英） 16 1 2 

120009B6 非常规岩石力学（全英）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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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120010B6 煤岩渗流力学（全英） 16 1 2 

直博生课程设置 

分类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公共

必修 

140001C6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140003C6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 

100001C6 基础学术英语交流 32 2 1 

100005C6 博士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32 2 1 

专业

必修 

120004S6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讲座（硕博贯通） 32 2 1 

120005S6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论文写作指导（硕博贯通） 16 1 2 

080017B6 实验数学 48 3 1 

120003S6 现代测试分析技术 32 2 1 

120001B6 安全科学与工程前沿研讨 16 1 2 

080038S6 数值分析 

二选一 

48 3 1 

080036S6 数理统计 48 3 1 

220006B6 高等岩石力学 32 2 1 

120002S6 高等传热学 32 2 1 

专业

选修 

080018B6 近代数学基础 48 3 1 

030042S6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2 

120021S6 煤与瓦斯共采 32 2 2 

120002B6 表面物理化学 16 1 2 

120003B6 火灾化学 16 1 2 

120005B6 煤力学 16 1 2 

120006B6 热动力灾害学 16 1 2 

120004B6 煤岩地球物理学 16 1 1 

120018S6 煤矿瓦斯地质（硕博贯通） 16 1 2 

120019S6 应急救援与管理（硕博贯通） 16 1 1 

120017S6 安全物联网与大数据分析 16 1 1 

120007B6 公共安全科学 16 1 1 

120008B6 矿山安全与环境（全英） 16 1 2 

120009B6 非常规岩石力学（全英） 32 2 2 

120010B6 煤岩渗流力学（全英） 1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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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要求 

1．新生入学教育 

本环节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周内完成，计 1 学分。主要将爱国教育与爱校教育相结合，

帮助新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爱校情感和家国情怀，引导新生尽快适应研究生科研生活，

实现角色转换。主要内容包括：校史校情教育、思想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

究生培养相关政策解读与日常管理教育、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教育、专业学习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与安全教育。 

2．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完成文献综述，形成书面报告。文献综述是选题的

立论依据，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20 篇以上，其中至少 50%以上

应为国外文献，近 5 年的文献至少 50%以上。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应包括至少以下

几部分：①追溯所提出问题的源头，界定核心概念和关键词；②系统介绍前人研究的创新

观点、思路、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③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和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并从中发现值得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或工程技术难题；④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

和研究思路，从而形成学位论文的立论基础。文献阅读通过抽查方式予以检查，学生开题、

中期检查和答辩时需同时提交所调研文献的题目清单及文献电子档全文，由专家组成员随

机抽论文提问文献内容。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完成开题报告。开题由书面报告及口头报告组成。

博士生开题报告由各研究所（或学科）采取集中开题形式。开题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博士

论文研究工作。开题主要针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是否恰当、是否跟踪学科前沿进行

把关。开题具体内容包括：(1)选题依据；(2)科学问题及其研究可行性；(3)研究工作方案的

合理性；(4)科研工作时间安排的合理性；(5)预期成果；(6)创新性；(7)文字表达和参考文

献引用；(8)条理性；(9)概念清晰度；(10)论证严密性和逻辑性。 

文献综述环节与开题报告环节均合格后，计 1 学分。 

3．科研素质与创新能力 

科研素质与创新能力环节总学分要求为普通博士生≥10，直博生≥13。具体如下： 

（1）科研素质环节：≥5.5 个学分（直博生≥7 个学分）。主要考核学术活动和专题研

讨两个方面。相关规定按《中国矿业大学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科研素质基本要求与考核工

作规定》执行。 

（2）创新能力环节：≥3 个学分（直博生≥4 个学分）。主要考核学术论文、科研实践、

独立研究、专利发明和课外作品竞赛等方面。相关规定按《中国矿业大学全日制学术型研

究生创新能力基本要求与考核工作规定》执行。 

4．中期检查 

在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研究所（或学科）组织考查小组（相关研究领

域的博士生导师不少于 3 人）采用集中方式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任务完成情况、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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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题情况、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学位论文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进行全方

位的考查。每名博士生可以参加 2 次中期检查，但不晚于第五学期末，直博生不晚于第 7

学期末。中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本环节计 1 学分。 

5．国际交流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一次国际交流活动，含参加国际会议并作报告、短期出

国访学、国家公派留学出国项目等。本环节计 1 学分。 

6．创新能力考察评价 

博士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按照学校制定的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考察评价办法进行学术

创新能力的综合考察与评价，以通过或未通过计，具体实施细则见《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

究生学术创新能力考察评价办法（试行）》。 

7．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 

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考核时间是在学位论文完成后送审前，要求导师对研究生已发表

论文、已投稿论文、其它科研成果、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等方面撰写 5000 字的学术规范与

学术道德方面的心得体会，由导师进行审核，可以进行学位论文送审。审核未通过或未进

行审核者其学位论文不得送审。博士生该环节以通过或未通过计成绩，不计学分。 

8．学位论文 

在完成课程学习、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等环节要求后，按照《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的规定》、《中国矿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暂行细则》和安全工程学院相关

文件要求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博士学位。学位论文质量要求如下： 

（1）学位论文选题与本学科相关，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鼓励学科交叉（鼓励请国

内外学者作为第二导师），能较为准确地介绍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趋势、把握学科前沿，并

清楚阐述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途径以及本人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路线，反映作者具有发现

问题和提出合理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 

（2）学位论文中所采用的科学调查与实验方法技术先进、科学合理和可行，分析测试

仪器设备技术参数和实验条件应经过严谨的论证，测试结果数据计算方法得当有效；体现

作者掌握了所研究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3）研究所采用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应是作者独立工作获取或以作者为主的研究小组

获取的，其总体自主工作量应不少于 60%。 

（4）学位论文的学术观点明确，论据依据充分，结论可靠。在某些方面有独到见解或

创新性。 

（5）学位论文的内容要求概念清楚、立论正确、分析严谨、数据可靠、计算正确，学

位论文撰写要求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文字简练、图表清晰且规范、表达流畅。给出研究

中所涉及的公式、计算程序说明、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以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 

（6）学位论文应明确科学问题、关键技术方法、创新点以及薄弱环节。 

9．学位论文预评审、评审和答辩：在完成课程学习、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等环节要求

后，按照《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规定》和安全工程学院相关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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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位论文预评审、评审和答辩。 

10．其它环节及要求详见《中国矿业大学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中国

矿业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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