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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College of Instrument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下设仪器科学与技术系、电气工程系以及仪器电气实验教学中心等

教学单位，拥有国家地球物理探测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地球信息探测仪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土资

源部地球探测技术及仪器重点实验室以及吉林省科学仪器智能化科技创新中心等科研基地。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112人，其中教师 71人，工程实验人员 25人，党政管理人员 16人。教师中有教

授 20人，副教授 23人，83%以上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拥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人，国家级

优秀教学团队 1个，全国优秀教师 1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 3人，省管优秀专家 2人，形成了一

支由国内知名学者为学科带头人、中青年人才为主体富有朝气的师资队伍。

学院的学科建设源于 1959年，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物探仪器设计与制造、无线电设计与制造 2
个试办专业，196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经过 50多年的建设，所在学科已发展成为以仪器科学与

技术为主，兼顾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在 3个一级学科点形成了高水平的从本科到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和质量保证体系。“仪器科学与技术”是吉林省“十二五”优势特色一级重点学科和国土资源部重点学科，其

中“地球信息探测仪器”作为“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主要方向，是国家“985”、“211”工
程重点建设学科。学院拥有“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具有“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和“检测

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具有“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精密仪器与机械、检测技术与自动

化装置、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等 5个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仪器仪表工程、电

气工程两个工程硕士学科点。设有“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个宽口径的本科专业，其中“测
控技术与仪器”是国家级第一类特色专业。2013年，学院有在读本科生 757名，硕士生 177名，博士生 61
名。

学院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及仪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科技成果，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属于国内填补空白的代表性成果有：我国第一台核子旋

进航空磁力仪，我国第一台光泵磁力仪航空综合测站，我国第一台 GEM 系列数字大地电磁测深仪，我国

最先研制的智能综合工程探测仪，我国第一台高密度电阻率仪，我国第一台滩海大地电磁测深仪，我国第

一台电磁驱动高频可控震源等。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奖 2项，国家科技大会奖 2项和省部级科技奖

励 20多项。“十二五”期间，学院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国家科学仪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

研项目 50多项。

学院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根本，在本科生中实施班主任和名师班导师制度，协助学生做好专业学

习规划，指导学生树立勤奋好学、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提供多种社会奖学金，激励并支持不同层次的学

生完成学业。学院结合“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积极开展国家一类特色专业、国家级

精品课、优秀教学团队等质量工程项目的立项与建设，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近年来，学院获得吉林省

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吉林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院秉持“教学

与科研紧密结合、强化创新实践能力”的办学特色，依托“仪器电气吉林省实验教学中心”和“仪器电气吉林

省大学生创新实践示范基地”，学生通过“1至 3年级的短学期 15周集中实践教学、4年级的毕业设计”的培

养和“本科生创新实验项目、科研项目训练和学科竞赛等科技活动”的历练，实施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

计划。经过专业核心知识体系的综合训练，学生理论扎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在历年的大学生电

子设计、数学建模竞赛等实践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毕业生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高层次就业岗位竞争实

力明显，需求旺盛，一次就业率大于 95%，免试推荐及考取研究生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培养的人才分布

于政府、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等部门，是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科研骨干及高级管理人才。学院已成为我

国培养仪器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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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和谐发展与健康个性相统一，具有

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工程技术人才，具备测量、控制和仪器领域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

专业技能，能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从事测量控制与仪器领域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技术开发、质量控制和

生产管理等工作。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实际工作，能达到下列要求：

1.能够运用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控制等技术，能够从事测量控制领域或地学仪器技术集成和仪器

综合设计工作，并在工作中展示出良好的创新素养。

2.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在相关学科领域继续深造或跟踪测量控制领域新技术发展，

解决实践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3.具备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及交流能力，能从事本专业相关的技术与管理工作。

4.在设计具体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过程中能够考虑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环境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测量理论、仪器设计与测控系统集成技术基础，学习测量、控制和仪器相关的光学、

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科学、自动控制等专业知识，通过多种教学环节和工程实践，接受现代测控技术

和仪器设计等基本训练，具备测控系统和科学仪器设计、技术开发及集成应用等方面的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及专业知识解决测控类复杂工程问题，具有系统的

工程实践学习经历。

2.问题分析：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能够准确识别和表达测控类复杂工程问题，

分析其中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并通过文献研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在安全、环境、法律等现实约束条件下，设计出复杂测控

仪器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针对特定问题需求进行创新性设计，开发仪器系统和单元部件。

4.研究：能够基于测量和控制的基本原理，采用恰当的方法技术对测控类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根

据对象特征确定科学的研究路线，并进行实验设计，通过数据处理分析和信息综合解释得到合理有效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测控系统复杂工程问题，恰当选择与使用MATLAB、PROTEUS、Multisim

等仿真软件，通过互联网和虚拟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获取相关信息，完成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

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测控仪器工程实践和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过程中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理解测控仪器工程实践与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对复杂

工程活动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仪器工程师的职业

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团队与沟通：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能够通过团队合作完成复杂工程任务；能够在解决问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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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

10.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基本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解决测控系统复杂工程问题中应

用。

11.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主干学科及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主要课程：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信号与系统、连续与离散

控制系统、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子测量原理、机械设计基础、工程光学基础、传感器原理及检测

技术、智能仪器、精密仪器设计。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金工实习、电子技术综合设计与实践、可编程器件系统设计实践、信号分析

与处理实践、嵌入式系统设计实践、测控技术与仪器课题实践、地学仪器野外实习或分析仪器医疗仪

器实习，课外实践，毕业设计。

四、专业特色及专业方向

测控技术与仪器是多学科交叉的宽口径工科专业，具有高新技术综合运用和系统集成的特点。本

专业突出“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强化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办学思想，以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

适应面广，具有先进仪器系统设计制造和技术开发能力为培养方向，以地球信息探测仪器、分析仪器

的测控系统设计为专业特色，并向光、机、电、计算机相结合的精密仪器方向拓展。

五、修业年限

四年

六、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

七、毕业合格标准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

2．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达到本专业要求的总学分及各环节所要求的学分。毕业生获

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191学分，其中理论教学（含实验）不少于 144.5学分，专业实践环节不少于 46.5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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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及其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考核
性质

总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及学分分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普
通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25100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2.5 考试 36 2.5 课外12

251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5 考试 40 2.5 课外8
251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考试 30 2 课外2

25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考试 60 4 课外36

251005-6 形势与政策Ⅰ-Ⅱ 2 考查 32 1 1 课外32
911001-4 体育Ⅰ-Ⅳ 4 考查 120 1 1 1 1
901001 军事理论 1 考试 16 1 课外16
162007-10 大学英语 BⅠ-Ⅳ 12 考试 246 64 3 3 3 3
922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5 考试 64 16 3.5
922002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5 考试 64 16 3.5
931004-5 高等数学 BⅠ-Ⅱ 10 考试 176 5 5 ＋习题32
931011 线性代数 B 3 考试 54 3 ＋习题12
93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B 4 考试 64 4 ＋习题12
933037-40 数学实验Ⅰ-Ⅳ 2 考查 48 48 0.5 1 0.5

941005-6 大学物理 B I～II 8 考试 128 4 4

943007-8 大学物理实验 BI～II 1.5 考查 54 54 1 0.5

952002 普通化学及实验 B 3 考试 48 8 3
162011 高级英语 2 考查 60 16 2 免修一级学生

小计 68.5 1280 206

选修课
要求在 7大类普通教育公共选修课相应模块中任选 6学分，其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Ⅰ-Ⅱ列
为方法与技术类核心课，必选。

学
科
基
础
课

必
修
课

651001 电路分析基础 4 考试 64 4 习题 20
653001 电路与电工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实验8
651002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 考试 48 3

653002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实验8
65100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4 考试 64 4

653003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实验32
931026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A 3 考试 48 3

651004 嵌入式系统设计基础 3 考试 48 3 课外实验8
653004 嵌入式系统设计基础实验 0.5 考查 16 16 0.5

652001 信号与系统A(双语) 4 考试 64 6 4 课外实验8 二

选

一652002 信号与系统B 4 考试 64 6 4 课外实验8

651005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A(双语) 3 考试 48 3 二

选

一651006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B 3 考试 48 3

653005 微机接口实验 0.5 考查 16 16 0.5 课外实验8
652003 电子测量原理 2 考试 40 16 2 课外实验8
651007 传感器原理及检测技术 3 考试 48 3 课外实验8
653006 传感器实验及课程设计 0.5 考查 20 20 0.5

651008 连续与离散控制系统 4 考试 64 4 课外实验8
653007 控制系统实验 0.5 考查 16 16 0.5 课外实验8
412208 机械设计B 3 考试 50 6 3

652004 工程光学基础 2 考试 32 8 2 课外实验4
小计 41.5 746 164 4.5 6.5 3 16 16.5 2 课外实验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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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课

412006 工程图学 C 3.5 考试 56 6 3.5 课外 60 限选

651009 误差理论与数据分析 2 考试 32 2 限选

652005 工程电磁场 3 考试 48 8 3 课外 8

至
少

任
选
5.
5
学
分

931025 计算方法 B 2 考查 30 2
931028 数学物理方法 BI 3 考试 48 3
652006 高频电子线路 2 考试 40 12 2 课外 8
652007 数字图像处理 1.5 考查 32 8 1.5 课外 8
652008 光电检测技术 2 考试 40 16 2 课外 16
652009 计量学 2 考试 32 6 2
942015 近代物理及实验 A 3 考试 48 16 3
612003 地质学基础 B 4 考试 64 20 4

小计 28 470 92 课外 100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及其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考核
性质

总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及学分分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652010 智能仪器 2.5 考试 48 16 2.5 课外实验 8

652011 精密仪器设计 2 考试 38 8 2 课外实验 16

小计 4.5 86 24 4.5 课外实验 24

选
修
课

652012 地学仪器 1.5 考查 32 8 1.5

至
少
选
修
7
学
分

652013 分析仪器 1.5 考查 32 8 1.5

652014 医学仪器 1 考查 16 6 1

652015 工业测控系统 1 考试 16 6 1

652016 计算机网络编程 1.5 考试 32 6 1.5

652017 现代通信技术 1.5 考试 32 6 1.5

652018 DSP技术及应用 1.5 考试 32 16 1.5 课外 8

622002 地球物理勘探 3 考试 48 6 3

652019 电磁兼容技术 2 考试 32 6 2

652020 虚拟仪器技术 1.5 考查 32 16 1.5 课外 8

小计 16 304 84 课外 16

专
业
拓
展
课

选
修
课

655001 仪器专业学习引导讲座 0.5 考查 16 0.5

至少选修

2学分

655002 实验方法讲座 0.5 考查 16 0.5

655003 创造发明讲座 0.5 考查 16 0.5

655004 文献阅读与论文撰写 1 考查 32 1

655005 新技术专题讲座 0.5 考查 16 0.5

655006 创业实践专题讲座 0.5 考查 16 0.5

小计 3.5 112 0.5 0.5 1.5 1

地学部专业拓展模块中任选 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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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独立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实践环节类别 实践环节编号 实 践 环 节 名 称 学分 周数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大类共同环节

906001 入学教育 0 1 1

906002 军事训练 3 3 1

906003 公益劳动 1 1 1-4 集中或分散进
行

906004 毕业教育 0 1 8

658001 课外培养计划 8 1-8 集中或分散进
行

专业实践环节

494003 工程训练 C 2 2 2 （电类）

654001 可编程器件系统设计实践 4 4 2

654002 电子技术综合设计与实践 2.5 2 4 含 PCB设计
与仿真

654003 信号分析与处理实践 2.5 2 4 MATLAB应
用

654004 嵌入式系统设计实践 2.5 2 4
654005 测控技术与仪器课题 4 4 6
654006 测控技术与仪器认识实习 1 1 6

654007 毕业设计 16 16 8

658001

课
外
培
养
计
划

调研报告 0.5 分散进行 1-3
成绩管理按照
《仪器科学与
电气工程学院
本科生课外实
践训练项目实
施办法》执行

课程计划外实验项目 0.5 分散进行 2-7
创新实验项目/科研项

目/专利
2 分散进行 3-6

中文学术论文 2 分散进行 5-7
外文学术论文 2 分散进行 5-7

学科竞赛 1 分散进行 2-8
合计 46.5 39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时、学分分配表

纵向结构 学时
百分比
（%）

学分
百分比
（%）

横向结构 学时
百分比
（%）

学分
百分比
（%）

普通教育课程 1376 53.1 74.5 51.6
必修课 2112 81.5 114.5 79.2

学科基础课程 922 35.6 52.5 36.3

专业教育课程 198 7.6 11.5 7.9

选修课 480 18.5 30 20.8专业拓展课程 96 3.7 6 4.2

合计 2592 100 144.5 100

实践教学环节 46.5 学分 合计 2592 100 14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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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与健康个性相统

一，富有良知和责任感，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具备电气工程知识基础，掌握电磁学、电

工电子、系统分析和自动控制理论，具备解决电气工程技术与控制技术问题基本能力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高级专门人才。毕业后既可在传统电气工程和自动化控制领域从事电力设计、电力系统运营、电气

装备制造、电能控制与利用、电气新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生产、科研和管理工作，也可在其它行业从事与电

磁学、电气技术和自动化控制相关的工程实践与科学研究工作。

毕业生经过五年左右的工作实践后，达到以下能力素养：

1.能够利用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控制专业知识解决电力系统行业或现代化制造行业中电气和控制类工程

问题；

2.能够从专业角度对电气类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并根据问题解决的需要自主获取和

学习相关知识，最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

3.能够通过团队协作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并在多学科参与的中大型工程项目中较好地完成自身角色任

务；

4.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法律、环境、人文道德、职业规范等非技术因素后形成合

理有效的解决方案，体现出较强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电路、电磁场、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信号与系统、电机学、电力系统、

电力电子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接受电气类专业综合性实践训练，具有电气工程及自

动控制相关的装备制造、系统运行及技术开发的能力。

本科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及专业知识解决电气和自动控制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具有

系统的工程实践训练经历；

2．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准确识别和表达电气类复杂工程问题，并通过

查阅文献资料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设计出满足特定问题需求的软硬件系统、模块和算法，体现创新意识，

且综合考虑对环境、社会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3．能够基于电气工程和自动控制的原理知识，采用科学的方法手段对电气类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通过理论分析、实验设计、数据分析和方案评价，形成合理有效结论；

4．能够正确使用专业设计与仿真分析软件、软硬件开发与测试工具、信息查询工具，对电力系统、

电子电路、控制系统等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模拟、测试和预判，并理解结果的局限性；

5．能够基于工程背景知识，分析和评价复杂工程解决方案和工程实践活动对社会、环境和人类健康

的影响，并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工程设计和工程实践；

6．具有人文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能够在工程实践中遵守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履行

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7．具备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能够在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与团队保持协作，并与同行和外界有

效沟通，在承担个人角色的同时促进团队总体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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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掌握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在多学科参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情况下应用

这些知识进行项目管理；

9．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通过不断地学习去适应知识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能够基于已有知识经验学习未知知识技能以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主干学科及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核心课程：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工程电磁场、信号与系统、连

续与离散控制系统、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电力系统分析、电气工程测试方法与

装置、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金工实习、电子技术综合设计与实践、可编程器件系统设计实践、信号分析与

处理实践、嵌入式系统设计实践、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课题、电气工程认识实习，课外实践，毕业设计。

主要专业实验：电路与电工实验、模拟电子实验、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微机接口实验、电机学

实验、控制系统实验、嵌入式系统设计实验、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其它专业课实验在课程内进行或作

为课外实验或开设为选修课。

四、专业特色及专业方向

本专业主要特点是强电与弱电结合、软件与硬件结合、元件与系统结合，使学生受到电工、电子、信

息控制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解决电气工程领域中的装备设计与制造、系统分析与运行及控

制问题的基本能力。毕业生有很强的适应性，既可以在电力系统和电气装备领域，也可以在自动化及电子

信息领域从事工程设计、研究开发、系统运行、设备制造、教学及管理等工作。

五、修业年限

四年

六、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七、毕业合格标准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

2．完成教学计划所要求的全部教学环节。毕业生获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191学分且应满足各环节的

学分要求，其中理论教学（含实验）不少于 144.5学分，专业实践环节不少于 46.5学分（其中课外实践不

少于 8学分）。



吉林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32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lan of Jilin University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及其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考核
性质

总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及学分分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普
通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251001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2.5 考试 36 2.5 课外12

251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5 考试 40 2.5 课外8
251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考试 30 2 课外2

25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考试 60 4 课外36

251005-6 形势与政策Ⅰ-Ⅱ 2 考查 32 1 1 课外32
911001-4 体育Ⅰ-Ⅳ 4 考查 120 1 1 1 1
901001 军事理论 1 考试 16 1 课外16
162007-10 大学英语 BⅠ-Ⅳ 12 考试 246 64 3 3 3 3
922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5 考试 64 16 3.5
922002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5 考试 64 16 3.5
931004-5 高等数学 BⅠ-Ⅱ 10 考试 176 5 5 ＋习题32
931011 线性代数 B 3 考试 54 3 ＋习题12
93101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B 4 考试 64 4 ＋习题12
933037-40 数学实验Ⅰ-Ⅳ 2 考查 48 48 0.5 1 0.5 0.5

941005-6 大学物理 B I～II 8 考试 128 4 4

943007-8 大学物理实验 BI～II 1.5 考查 54 54 1 0.5

952002 普通化学及实验 B 3 考试 48 8 3
162011 高级英语 2 考查 62 16 2 免修一级学生

小计 68.5 1280 206

选修课
要求在 7大类普通教育公共选修课相应模块中任选 6学分，其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Ⅰ-Ⅱ列为方
法与技术类核心课，必选。

学
科
基
础
课

必
修
课

651001 电路分析基础 4 考试 64 4 习题 20
653001 电路与电工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 8
651002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3 考试 48 3
653002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 8
651003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4 考试 64 4
653003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 32

651005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A（双语）

3 考试 48 3 二
选
一651006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B 3 考试 48 3

653005 微机接口实验 0.5 考查 16 16 0.5 课外 8

931026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A 3 考试 48 3

652001 信号与系统 A(双语) 4 考试 64 6 4 课外 8 二
选
一652002 信号与系统 B 4 考试 64 6 4 课外 8

651008 连续与离散控制系统 4 考试 64 4 课外 8
653007 控制系统实验 0.5 考查 16 16 0.5 课外 8
652005 工程电磁场 3 考试 48 8 3 课外 8
652051 电力电子技术 3.5 考试 64 16 3.5 课外 8
651051 电机学 3 考试 48 3
653051 电机学实验 0.5 考查 20 20 0.5 课外 16
652052 电力系统分析 3 考试 48 8 3

小计 40.5 7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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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考核
性质

总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及学分分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学
科
基
础
课

选
修
课

651004 嵌入式系统设计基础 3 考试 48 3 课外8 限

选

至
少
选
修
1
1.
5
学
分

（
含
限
选
）

653004 嵌入式系统设计基础实验 0.5 考查 16 16 0.5
412006 工程图学 C 3.5 考试 56 6 3.5 课外60

412208 机械设计 B 3 考试 50 6 3
942015 近代物理及实验 A 3 考试 48 16 3
931025 计算方法 B 2 考查 30 2
931028 数学物理方法 BI 3 考试 48 3
652053 工程电磁场数值计算 1 考查 20 8 1 课外 8

651007 传感器原理及检测技术 3 考试 48 3 课外 8

653006 传感器试验及课程设计 0.5 考查 20 20 0.5
652006 高频电子线路 2 考试 40 12 2 课外 8

652010 智能仪器 2.5 考试 48 16 2.5 课外 8

652019 电磁兼容技术 2 考试 32 6 2
652020 虚拟仪器技术 1.5 考查 32 16 1.5 课外 8

652054 高电压工程 2.5 考试 48 16 2.5
小计 33 584 13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及其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考核
性质

总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及学分分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652061 电气工程测试方法与装置 2 考试 40 12 2
652062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2.5 考试 48 16 2.5

小计 4.5 88 28

选
修
课

652063 电源技术 1 考试 20 8 1

至
少
选
修
7.5
学
分

652064 清洁电源电气技术 2 考试 32 8 2
652065 可编程控制器技术 2 考试 32 8 2
652066 发电厂电气 2 考试 32 4 2
652067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1.5 考试 32 12 1.5
652068 电力系统稳定性分析与仿真 1 考查 16 8 1
651061 电力系统安全技术 2 考查 32 2
651062 电能质量控制技术 2 考查 32 2
652069 电机控制 2 考查 32 8 2
652070 机电系统仿真 1 考查 20 10 1
652018 DSP技术及应用 1.5 考试 32 16 1.5
622002 地球物理勘探 3 考试 48 6 3

小计 21 360 88

专
业
拓
展
课

选
修
课

655051 电气专业学习引导讲座 0.5 考查 16 0.5
至
少
选
修
2
学
分

655002 实验方法讲座 0.5 考查 16 0.5
655003 创造发明奖座 0.5 考查 16 0.5
655004 文献阅读与论文撰写 1 考查 32 1
655005 新技术专题讲座 0.5 考查 16 0.5
655006 创业实践专题讲座 0.5 考查 16 0.5

小计 3.5 112

地学部专业拓展模块中任选 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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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独立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实践环节类别
实践环节
编号

实 践 环 节 名 称 学分 周数 建议修读学期 备注

大类共同环节

906001 入学教育 0 1 1
906002 军事训练 3 3 1

906003 公益劳动 1 1 1-4 集中或分散进行

906004 毕业教育 0 1 8

专业实践环节

494003 工程训练 C 2 2 2 电类

654001 可编程器件系统设计实践 4 4 2

654002 电子技术综合设计与实践 2.5 2 4 含 PCB设计仿真

654003 信号分析与处理实践 2.5 2 4 MATLAB应用

654004 嵌入式系统设计实践 2.5 2 4

654051 电气工程认识实习 1 1 6 分散进行，合计 1周
65405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课题 4 4 6
654053 毕业设计 16 16 8

658001

课
外
培
养
计
划

调研报告 0.5 分散进行 1-3

成绩管理按照《仪器
科学与电气工程学
院本科生课外实践
训练项目实施办法》
执行

课程计划外实验项目 0.5 分散进行 2-7
创新实验项目/科研项目/

专利
2 分散进行 3-6

中文学术论文 2 分散进行 5-7
外文学术论文 2 分散进行 5-7

学科竞赛 1 分散进行 2-8
合计 46.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学时、学分分配表

纵向结构 学时
百分比
（%）

学分
百分比
（%）

横向结构 学时
百分比
（%）

学分
百分比
（%）

普通教育课程 1376 52.4 74.5 51.6
必修课 2088 77.9 113.5 78.5

学科基础课程 912 34.8 52 36.0

专业教育课程 208 7.9 12 8.3

选修课 592 22.1 31 21.5专业拓展课程 128 4.9 6 4.1

合计 2624 100 144.5 100

实践教学环节 46.5学分 合计 2680 100 144.5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