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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城轨、机车、铁道车辆）专业 

Vehicle Engineering  

 

一、培养方案 

（一）本科学制 

基本学制四年 

（二）学位授予 

工学学士学位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从事轨道车辆设计、制造、检修、运用等

相关领域工作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具备良好职业道德

的复合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 

（四）培养规格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素养。 

2．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3．系统地掌握本专业的技术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力学、机械学、电工与电子技术、轨道车辆工程等基

础知识。 

4．具有本专业必需的制图、计算、测试等基本技能。 

5．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并能够在本专业学习中熟练地应用。 

6．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理论基础、基本知识。 

7．具有一定的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精

神。 

（五）主干学科及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力学、机械工程 

主干课程：机车总体及走行部、机车电力传动技术、内燃机学、车辆结构及原理、车辆制动、车辆动

力学、城市轨道车辆结构及原理、城市轨道车辆牵引传动技术、动车组总体及转向架及动车组牵引传动及

控制等 

（六）专业定位与特色 

车辆工程专业设有机车、铁道车辆、城市轨道车辆和动车组三个专业方向，面向全国培养轨道车辆领

域的设计、制造、检修、运用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型人才。本专业在强化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与本专业直接对应的研究生专业包括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等其它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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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课程 

序号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0010103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Ⅱ 

2 0010103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96 Ⅲ 

3 0080105101–4 大学英语读写译（A）Ⅰ–Ⅳ 8 128 Ⅰ–Ⅳ 

4 0080105201–4 大学英语听说（A）Ⅰ–Ⅳ 8 128 Ⅰ–Ⅳ 

5 0070107001–2 高等数学（A）Ⅰ–Ⅱ 11 176 Ⅰ–Ⅱ 

6 0070107009 线性代数 2.5 40 Ⅲ 

7 0070407005–6 大学物理（B）Ⅰ–Ⅱ 6 96 Ⅱ–Ⅲ 

8 0010108001–2 现代工程图学Ⅰ–Ⅱ 6 96 Ⅰ–Ⅱ 

9 0030608003 理论力学 4 64 Ⅲ 

10 0030308114 材料力学（B） 3.5 72 Ⅳ 

11 0030208030 热工基础 3 48 Ⅴ 

12 0010508002 流体力学 2 32 Ⅴ 

13 0040108001–2 电工与电子技术（A）Ⅰ–Ⅱ 6 96 Ⅳ–Ⅴ 

14 0010308001 机械原理 3 48 Ⅴ 

15 0010308002 机械设计 3.5 56 Ⅵ 

16 0010308005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2 32 Ⅴ 

17 0040408043 控制工程基础 2 32 Ⅵ 

18 0030208031 车辆结构强度分析基础 2 32 Ⅵ 

19（1） 0030108001 机车总体及走行部(机车方向) 3 48 Ⅵ 

19（1） 0030108061 机车电传动与控制(机车方向) 4 64 Ⅶ 

20（1） 0030208032 车辆结构及原理(铁道车辆方向方向) 5 80 Ⅵ 

20（2） 0030208033 车辆动力学基础(铁道车辆方向方向) 2 32 Ⅶ 

21（1） 0030208034 城市轨道车辆结构及原理(城轨方向) 4 64 Ⅵ 

21（2） 0030208013 城市轨道车辆制动（城轨方向） 3 48 Ⅶ 

合    计（机车/铁道车辆/城轨） 88.5 1432  

（八）培养方案基本框架 

1．基本框架 

 

 

课程教学

教

学

计

划

188.5学分

实践教学

专题教育 （7学分）




学科基础教育

体育实践 （4学分）

学科基础实践（13学分）

专业实践 （17学分）

通识基础教育

专 业 教 育

社会实践 （5学分）

自然科学课程（32.5学分）

人文社科课程（32学分）

文化素质综合类课程（8学分）

经济管理课程（3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42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13学分）

专业选修课程（2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8学分）

专业限选课程（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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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框架的总体要求说明 

 

性质 

属性 

必  修 限  选 任  选 合  计 

学分 学时(周) 学分 学时(周) 学分 学时(周) 学分 比例% 学时(周) 

课 

程 

教 

学 

通识 

基础 

人文社科 30 480 2 32   

72.5 51 1188 自然科学 28.5 484 4 64   

文化素质综合     8 128 

学科 

基础 

学科大类基础 44 732     
47 33 780 

经济管理   3 48   

专业教育  272 4 64 2 32 23 16 368 

其中实验(上机)教学  140(34)  (24)     140(58) 

占课程教学学分比例% 84 9 7 100 

课 程 教 学 小 计 119.5 1968 13 208 10 160 142.5 76 2336 

实 践 教 学 小 计 39 39 周     39 20 39 

专 题 教 育 小 计 7 6     7 4 6 

合    计 165.5  13  10  188.5  2353 

注：（1）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制图实践、机械原理课程设计、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 

    （2）主要专业实验：机车总体及走行部、机车电传动与控制、城市轨道车辆牵引传动技术等。 

（九）课程配置流程示意图 

 

 

两课系列课程

大学英语

技术经济学
现代企业管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
C语言程序设计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

大学物理

军训

文化素质综合类课程

科技英语文献阅读与
翻译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流体力学
热工基础

电工与电子技术
控制工程基础

工程训练

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材料成型工艺
基础

机械制造技术
基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控制工程基础

车辆结构强度分析
基础

综合实验（设计）

学科
基础
综合
实验

学科
基础
课程
实践
训练

生产
实习

机
车
方
向

车

辆

工

程

专

业

课

程

实

践

训

练

毕

业

设

计

现代工程制图

城
市
轨
道
车
辆

铁
道
车
辆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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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指导性学时安排计划 

学  年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学  期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教学周 19 20 20 20 20 20 20 17 

课  程 

教学周 
15 15 14 17 16 15 15 3 

实  践 

教学周 
2 3 4 1 2 3 3 14 

课
程
教
学 

理论 

学时 
330 382 264 280 348 320 152 32 

实践 

学时 
14 24 22 16 34 22 8 - 

学  分 28 30 24 20.5 25.5 24 17 16 

周学时 23 27 20 17 24 23 11 - 

（十一）毕业标准及学位要求 

1．毕业标准 

（1）达到德育培养目标； 

（2）修满本计划各项规定的 188.5 学分； 

（3）达到国家教育部要求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2．学位要求 

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 

（十二）辅修专业要求及其教学计划 

1．辅修专业的要求 

辅修专业学生应修完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学生可以辅修本专业。本
专业学生可以辅修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交通工程专业。 

2．辅修专业教学计划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主要先修课程 

0030208030 热工基础 3 48 Ⅴ  

0030108060 电力电子技术及装备 2 32 Ⅴ  

机车方向 

0030108001 机车总体及走行部 3 48 Ⅵ  

0030108002 机车动力学 2 32 Ⅶ  

0030108061 机车电传动与控制 4 64 Ⅶ  

0030108004 内燃机学（A） 4 64 Ⅵ  

0030108005 机车制动技术 2 32 Ⅶ  

铁道车辆方向 

0030208032 车辆结构及原理 5 80 Ⅵ  

0030208002 车辆制动 3 48 Ⅶ  

0030208033 车辆动力学基础 2 32 Ⅶ  

0030208006 车辆制造与修理工艺学（A） 3 48 Ⅶ  

0030208004 车辆电气装置 2 32 Ⅶ  

城市轨道车辆 

0030208034 城市轨道车辆结构及原理 4 64 Ⅵ  

0030208012 城市轨道车辆牵引传动技术 4 64 Ⅶ  

0030208013 城市轨道车辆制动 3 48 Ⅶ  

0030208035 城市轨道运用与维修 2 32 Ⅶ  

0030208014 城市轨道车辆噪声与控制 2 32 Ⅶ  

合计 2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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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0100203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 3 48 32 16 16 2

0100106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 2 32 24 8 8 1.5

01001030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 3 48 48 3

0100103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 6 96 64 32 32 4

0100103004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任 2 32 32 2

0080105301–4 大学英语读写译（A）Ⅰ–Ⅳ 必 8 128 128 2 2 2 2

0080105201–4 大学英语听说（A）Ⅰ–Ⅳ 必 8 128 128 2 2 2 2

0080105006 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 限 2 32 32 2

0080105007 科技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 限 2 32 32 2

0080105008 高级英语读写译 限 2 32 32 2

0110104005-8 体育 必 4 144 144 1 1 1 1 4

8.5 8 9 5 2 0 0 0 36

0070107001–2 高等数学（A）Ⅰ–Ⅱ 必 11 176 176 6 5

0070107009 线性代数 必 2 32 32 2

0070107010 概率统计 必 3 48 48 3

0070107012 复变函数 限 2 32 32 2

0070107013 数值计算方法 限 2 32 32 2

0070407006–7 大学物理（B）Ⅰ–Ⅱ 必 6 96 96 3.5 2.5

0070407008 大学物理实验（B）Ⅰ 必 0.5 22 6 16 0.5

0070407009 大学物理实验（B）Ⅱ 必 0.5 22 22 0.5

0050107302 大学化学（B） 必 2 32 32 （6） 6 2

0120308004 C语言程序设计（B） 必 3 48 48 24 3

0040408041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B） 限 3 48 44 4 3

8 15 5 2 0 0 0 30

文化素质类 任 8 128 8

2 2 4 8

0030608003 理论力学 必 4 64 64 4

0030308114 材料力学（B） 必 3.5 56 56 8 3.5

0010508002 流体力学 必 2 32 32 2

0030908001 热工基础 必 3 48 44 4 3

0010108001 现代工程图学Ⅰ 必 3.5 56 44 12 6 6 3.5

0010108002 现代工程图学Ⅱ 必 2 32 24 8 4 4 2

0010208001 材料成型工艺基础 必 2 32 32 （2） 2 2

0010208003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B） 必 3 48 48 （2） 2 3

0010308001w 机械原理 必 3 48 48 3

0010308002w 机械设计 必 3.5 56 56 3.5

0010308005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必 2 32 32 2

0010208101 机械基础综合实验Ⅰ 必 0.5 24 24

0010208103 机械基础综合实验Ⅲ 必 0.5 4 4 0.5

0040108001–2 电工与电子技术（A）Ⅰ–Ⅱ 必 6 96 96 4 2

0040108003–4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A）Ⅰ–Ⅱ 必 1 32 32 0.5 0.5

0040408043w 控制工程基础 必 2 32 32 2 2

0030908002 车辆结构强度分析基础 必 2 32 32 2

0030908003 电力电子技术及装备 必 2 32 32 2

0030908004 列车总线控制基础 限 2 32 32 2

0030908005 计算机控制技术 限 2 32 32 2

0030908006 工程传热学 限 2 32 28 4 2

0030908007 机械振动基础 限 2 32 32 2

0030908008 铁道概论 限 2 32 32 2

3.5 2 4 10 19.0 11 49.5

0060311903 现代企业管理 限 3 48 48 3

0060402402w 技术经济学 限 3 48 48 3

3 3

经管

自然科学课程小计

9

20

人文

社科

系列

学科

基础

教育

专业

教育

公选

公选课课程小计

通识

基础

教育

学科专业基础小计

4

12.5

课程进程计划
学

分

人文社科课程小计

2

2

16

3

最低

修读

学分

14

16

自然

科学

系列

第四学年第一学年课程编号 第二学年

学  时
课外

学时
课程名称

7

3

4

机车

经管课程小计

专业

基础

性

质

8

上机

学时

二、指导性教学进程计划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合

计

车辆工程（城轨、机车、铁道车辆）专业
教学

类别
第三学年

课程

类别

学科

基础

V-14学时;VI-10学时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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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课程进程计划
学

分

最低

修读

学分

第四学年第一学年课程编号 第二学年

学  时
课外

学时
课程名称

性

质

上机

学时

二、指导性教学进程计划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合

计

车辆工程（城轨、机车、铁道车辆）专业
教学

类别
第三学年

课程

类别

0030108001 机车总体及走行部 必 3 48 44 4 3

0030108002 机车动力学 必 2 32 32 2

0030108003 机车电传动与控制 必 4 64 58 6 4

0030108004 内燃机学（A） 必 4 64 56 8 4

0030108005 机车制动技术 限 2 32 30 2 2

0030108006 内燃机供油及排放控制 限 2 32 30 2 2

0030208001 车辆结构及原理 必 5 80 80 (4) 4 5

0030208002 车辆制动 必 3 48 48 (6) 6 3

0030208003 车辆动力学基础 必 2 32 32 2

0030208004 车辆制造与修理工艺学（A） 必 3 48 48 3

0030208005 车辆电气装置 限 2 32 32 (4) 4 2 2

0030208011 城市轨道车辆结构及原理 必 4 64 64 (4) 4 4

0030208012 城市轨道车辆牵引传动技术 必 4 64 58 6 4

0030208013 城市轨道车辆制动 必 3 48 48 (6) 6 3

0030208014 城市轨道运用与维修 限 2 32 32 2

0030208015 城市轨道车辆噪声与控制 限 2 32 26 6 2

0030208016 城市轨道车辆牵引计算 限 2 32 32 2

0030108011 轨道动车交流传动技术 任 2 32 32 2

0030108012 内燃机结构设计 任 2 32 32 2

0030108013 汽车构造 任 2 32 32 2

0030108014 牵引电器 任 2 32 32 2

0030108015 电力电子装置与控制 任 2 32 32 2

0030108016 柴油机增压技术 任 2 32 32 2

0030108017 柴油机工作过程 任 2 32 32 2

0030108018 机车车辆运用 任 2 32 32 2

0030108019 现代机车车辆检修技术及装备 任 2 32 32 2

0030108020 内燃机供油及排放控制 任 2 32 32 2

0030108021 柴油机结构及组装 任 2 32 32 2

0030108022 内燃机学（B） 任 2 32 32 2

0030108023 机车模拟仿真软件原理与应用 任 2 32 32 2

0030208020 车辆制冷与空调 任 2 32 28 4 2

0030208021 城市轨道交通 任 2 32 32 2

0030208022 车辆制造与修理工艺学（B） 任 2 32 32 2

0030208023 车辆噪声与控制 任 2 32 26 6 2

0030208024 车辆业务 任 2 32 32 2

0030208025 车辆设计 任 2 32 32 2

0030208026 车辆强度专用软件原理与应用 任 2 32 32 2

0030208027 车辆动力学专用软件原理与应用 任 2 32 32 2

0030208028 工程优化基础 任 2 32 32 2

0030208029 空气制动系统仿真原理及应用 任 1 16 16 1

0030208030 专业英语 任 2 32 32 2

7 8 2 17

20 25 18 19 23 21 12 2 144

专业

教育

理论教学小计

4

2

铁道车辆

专业

方向

13

专业

选修

城市轨道车辆

13

2

11

专业课程小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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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课程进程计划
学

分

最低

修读

学分

第四学年第一学年课程编号 第二学年

学  时
课外

学时
课程名称

性

质

上机

学时

二、指导性教学进程计划

讲

课

实

验

实

践

合

计

车辆工程（城轨、机车、铁道车辆）专业
教学

类别
第三学年

课程

类别

1030100001、

10301000002、

1080000001

军训、军事理论、入学教育 必 3 3周 36 3

0100003006w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 必 1 1周 1

010010300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实践 必 1 1周 1

1080000011 毕业教育与公益劳动 必 1 1周 1

0010208011–3 工程训练（A）Ⅰ–III 必 6 3+2+1 3 2 1

0120308001 计算机基础实践 必 2 2周

0010108021 制图实践 必 2 2周 2

0010308101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必 2 2周 2

0010308102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必 3 3周 （2） 3

0030908101 生产实习（机车） 必 3 3周

0030908102 生产实习（铁道车辆） 必 3 3周

0030908103 生产实习（城市轨道车辆） 必 3 3周

0030908111 毕业设计（机车） 必 14 14周

0030908112 毕业设计（铁道车辆） 必 14 14周

0030908113 毕业设计（城市轨道车辆） 必 14 14周

6 3 5 1 2 3 4 14 38

1060000001–4 形势与政策Ⅰ–Ⅳ 必 2

10500000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 0.5 16 16 8 0.5

1080000005 大学生卫生保健教育 必 0.5 0.5

1040000001–4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Ⅰ–Ⅳ 必 1 38

1050000001 国学讲座 必 1 32 32 0.5 0.5

0.5 1.5 1 0.5 0.5 1 5

26.5 29.5 24 20 25.5 24 16.5 17 186.5

学  院  院  长：

实践

教学

主  管  校  长：

专题教育小计

审　　　核：　

教务处处长：

合计

社会

实践

专

题

教

育

0.5学分/学年

15

分散进行

6

分散进行

3

17

学科

基础

实践

实践教学小计

5

专业

实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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