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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的高校之一。机械与电子

控制工程学院成立于2000年，渊源于1958年成立的铁道机械系。学院一贯秉承严谨治学、诚朴务实的优

良传统，以学科建设为龙头，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以雄厚的学科实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

的机电类优秀人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机械等相关学科进入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300强。 

学院现有教职工200余人，其中中国工程院双聘院士2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2人、“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7人、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北

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3人；教授46人，副教授56人，博士生导师61人，硕士生导师117人。学院现有全

日制本科生1600余人，在校博士研究生200余人，硕士研究生600余人。 

学院以培养复合型工科人才为目标，坚持“通识教育、按类教学、引导探索”的办学理念，构建机

电大类教学平台，所有本科专业采用“宽口径、厚基础、重个性”的机电大类专业培养模式。学院设有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和机械电子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6个本科专业。学院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综合性实验课程、课外科技活动、专题训练和生产

实习等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院在专业建设和实践平

台建设方面成绩显著：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1门、北京市精品课程3门和北京

市优秀教学团队1个，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验区、学生科技创新实践基地等教学实践平台，有3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荣获国

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和北京市教学成果奖多项。学生在参加各类科技创新比赛中，曾先后在全国大学

生机器人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国节能车竞技大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多项。

2013年学院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合作申办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教育部批准，

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并已于2014年开始招生。学院对参加该项目的学生采取2+2或2.5+1.5或

3+1等联合模式培养，达到双方要求可获得北京交通大学学士学位和伍伦贡大学学士学位。 

学院立足于学科前沿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拥有国家级认证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级项目，获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科

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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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学院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和省部级奖励50余项，取得发明专利近290余项，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先后承担了国家“973计划”项目及子项目9项、“863计划”及子项目40余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面上项目69项，国家科技支撑项目30项。目前学院拥有1个国家级重点

学科、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二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2个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5个在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院积极推动

学科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形成了学科交叉的创新平台，具有鲜明的大机械学科特色。 

学院把加强合作交流作为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专家互访、合作研究、召开国际会议等形

式，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目前在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已与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日本、瑞典和比利时等国家的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建立

了广泛的交流与密切合作关系。分别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卡鲁梅特分校、美国纽约大

学石溪分校、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比利时鲁汶大学签订了

联合培养协议，每年互派师生进行交流，签订了“4+1”、“2+2”等多种学生培养模式，建立了多方面

的学生联合培养与学术交流与合作。 

当前，学院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将继续坚持谦虚谨慎、开拓进取的精神，抓住机遇，锐意改革，

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实现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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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机械工程学科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和国防中的各种机械装备，开展设计、制造、运行、服务的理论和

技术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包括机械的基础理论、各类机电产品与装备的设计方法、制造技术

与系统、检测控制与自动化、性能分析与实验研究以及各类机械装备运行维护的理论与技术等。 

本学科专业的优势及特色：机械工程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方向覆盖机械领域的多个方向。本学

科导师承担多项国家、省部级以及企业委托项目，与企业联系紧密，实践经验丰富。课程设置针对在职

研究生学习与工作兼顾的特点，以实际应用为导向，开设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注重培养实践研究和创新

能力，提高专业素养。 

研究方向 01：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1）数字化制造技术与装备：研究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领域复杂零件数控加工、复杂系统建

模、制造系统信息集成、云计算与网络化制造技术及装备。 

  （2）制造装备智能测控与故障诊断：研究复杂机电制造装备的智能测控、故障诊断和冗余重构等

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 

（3）微纳制造技术：研究难加工材料、难加工零件微纳制造技术的机理、工艺和装备。 

  

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五坐标数控系统 自主研发的大功率超声加工系统 

       

自主研发并产业化的机器人控制器    自主研发并产业化的模块化协作机器人(左)和通

用六自由度机器人(右) 

招生专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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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02：机械设计及理论 

  （1）机电装备系统设计:研究机构与机器创新设计、计算机辅助机械设计、机械优化设计以及智能

设计等先进设计理论与方法，研制新概念运载工具、航空航天特种材料数控加工机床、空气悬浮运输设

备等机电一体化装备。 

  （2）机器人技术:研究机器人机构学的结构学、运动学与动力学研究，研究机器人轨迹规划、机器

人运动和轨迹控制策略和算法，研究并联机器人装备和智能移动机器人在相关产业领域的应用与推广。 

  （3）机电液磁一体化的理论及应用:研究纳米磁性液体在生物医学、传感器、密封等领域的应用技

术，研究磁性液体动力学理论及流变学特性、纳米磁性材料的制备以及磁流变体的理论及技术，研究现

代磁技术和微机电系统理论及应用技术。 

（4）精密零部件设计与摩擦学:研究在精密零部件、微纳构件等加工过程中降低不确定性以获得高

精度产品的精密零部件设计理论与制造技术，包括微纳间隙的运动特性表征与建模、有序结构与微机电

系统、纳米级表面改性加工。研究运动机械摩擦副的摩擦磨损机理、影响因素及减摩的措施，以及油液

监测技术，振动监测技术，磨损颗粒图像的计算机识别和处理技术，在线监测和故障诊断技术等。 

 

磁性液体制备室 

 

 

 

多面体机器人 并联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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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专业学位) 

 车辆工程是工学一级学科机械工程下设的二级学科, 本学科点 1978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本

专业以铁路及城市轨道机车车辆的设计、制造和控制技术等研究为特色，以培养本领域高层次工程技术

人员和开展本学科领域前沿课题的研究人员为目标。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实力强、研究工作条件

好，承担着大量国家﹑铁道部及大型国企的科研项目，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条件。 

研究方向 01：车辆结构强度与可靠性 

研究铁路车辆和城市轻轨车辆结构设计中的强度与可靠性问题，包括结构抗疲劳和防断裂设计、有

限元技术及应用、结构动态测试与设计、结构可靠性设计等。 

研究方向 02：车辆动力学 

研究铁路车辆和城市轻轨车辆系统的各种振动特性，如运行安全性和乘坐舒适性等，主要包括车辆

系统动力学、结构振动与仿真、车辆限界等。利用控制原理，研究现代车辆设计中的主动悬挂技术、运

动和振动控制技术等。 

研究方向 03：材料及制造工艺 

研究方向以我国轨道交通领域为主要的工程应用背景，开展高性能金属及复合材料的制备和强韧

化、成型技术、热处理及表面处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方向 04：车辆运用工程 

研究铁路基础设施的布局及修建、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交通运输经营和管理

的工程领域。 

研究方向 05：环境工程 

结合高速铁路的运行环境，研究车辆及设备振动与噪声环境、振动及噪声、轨道交通振动与噪声、

机械设备与噪声、振动噪声测试技术等。 

研究方向 06：机电控制工程 

该方向以高速列车以及城轨车辆为研究主体，以各类牵引电机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动车组以及城

轨车辆牵引动力系统的原理、特性、数学模型以及转矩转速控制方法。 

 

 

 

 

构架疲劳试验                         多通道结构疲劳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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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车组维修                                      双层集装箱试验 

 

电动汽车                                   动车组车体结构分析 

 

 

 

 

 

 

 

 

 

动车组车测试 

  

有限元分析 

机车状态安全监控 列车碰撞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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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碰撞人员伤害仿真 

 

 

 

 

数字式自适应动态疲劳试验机的研制 

 

 

 

 

 

 

工业工程(专业学位) 

工业工程是对人员、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组成的集成系统规划、设计、改进、优化以达到系

统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消耗，为人类生产和生活造福的一门学科。它综合运用数学、物理学和社会科

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对系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说明、预测和评价。 

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工程专业隶属于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依托“国际化创业型工程与管理复合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和“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北京交通大学办

学特色为指导，培养拥有工程背景，管理和技术相融合，注重实践、创新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人才。目

前，学院拥有首台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通人因综合测试仿真平台、现代集成制造系统以及生

路轨两栖综合检测车 北京市地铁十号线限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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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服务系统运行优化和仿真实验室，能全方位地保障人因工程、生产和服务系统运行优化、信息系统

集成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 

研究方向 01：现代生产模式与系统集成 

本研究方向针对在网络化生产环境下信息采集存储、分析服务、共享集成等方面的需求，综合运用

信息技术、管理学、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机械工程、自动化技术，从技术、工程应用层面，研究网

络环境下企业的生产模式、信息管理、资源共享与系统集成技术。 

研究方向 02：制造与服务系统运行优化技术及应用 

该方向采用运筹学与统计分析技术、系统建模与分析技术、设计与实验等理论方法与技术，从系统

的角度优化组织与控制制造和服务系统要素及其配置，达到提高制造和服务系统效率、降低成本、提高

质量和柔性等目的。 

研究方向 03：人因工程 

该方向以轨道交通和生产系统中人的因素为研究对象，以保障安全、解析机理、寻求规律、探索方

法，构筑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体系为目标，侧重学科交叉及现代高新技术的运用。研究内容包括轨道交通

系统中的人因安全、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中的信息与交互设计等。 

 

现代制造模式与系统集成                物流园区规划                      优化方法研究 

  

研制的数值化高速列车驾驶模拟器      研制的可视化制造执行系统 

 

 

 

 

设计的布局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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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学院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及研究生导师设置 

招生工程领域 研究生导师 

085201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方向： 

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2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电学院全体硕士生导师（不含工业工程方向硕士生导师） 

085234 车辆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方向： 

01 车辆结构强度与可靠性 

02 车辆动力学 

03 材料及制造工艺 

04 车辆运用工程 

05 环境工程 

06 机电控制工程 

机电学院全体硕士生导师（不含工业工程方向硕士生导师） 

085236 工业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方向： 

01 现代生产模式及系统集成 

02 制造与服务系统运行优化技术及应用 

03 人因工程 

工业工程方向硕士生导师 

机电学院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及其主要研究方向（排名不分先后）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蔡永林、曹宇男、程卫东、樊文刚、李建勇、刘月明、沈海阔、王纪武、温伟刚、张勤俭 

 机械设计及理论： 

常秋英、杜永平、方跃法、房海蓉、郭  盛、何新智、黄铁球、李德才、刘  超、刘 伟（男）、曲海波、姚燕安、

张  丹、张  英、张朝辉、张秀丽、陈梅倩、段志鹏、何伯述、贾  力、宋泾舸、杨立新、张竹茜、郭林福 

车辆工程（专业学位）： 

 车辆结构强度与可靠性：李  强、刘志明、张乐乐、吴作伟、王文静、王  曦、李志刚 

 车辆动力学：金新灿、柳拥军、任尊松、孙守光、张  昕 

 材料及制造工艺： 

白秉哲、杜云慧、高古辉、韩建民、黄振莺、惠卫军、李德才、李世波、李长虹、李翠伟、李卫京、刘 伟（女）、 

刘元富、谭谆礼、翁宇庆、邢书明、杨智勇、翟洪祥、张 敏、张  鹏、张励忠、张志力、周  洋、宋志坤 

 车辆运用工程：宋永增、岳建海、张冬泉、赵建东 

 环境工程：宋雷鸣、徐宇工、李国岫、刘建华、刘  杰、宁  智、虞育松、张  欣、陈  琪 

 机电控制工程： 

陈广华、陈科山、杜秀霞、付国强、郭保青、霍  凯、李长春、、刘小平、齐红元、邱  成、史红梅、田  颖、 

万里冰、王爽心、肖燕彩、延  皓、杨江天、余祖俊、周明连、朱力强、谭南林、吴  斌、兰惠清 

工业工程（专业学位）： 

 现代生产模式及系统集成： 查建中 

 制造与服务系统运行优化技术及应用：鄂明成、蒋增强、陆一平、刘阶萍、徐文胜、朱晓敏 

 人因工程：方卫宁、郭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