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铁道大学概况

石家庄铁道大学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创建于 1950 年，系当时全军

重点院校；1979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4 年转属铁道部，更名为石家庄铁道学院；

2000 年划转河北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为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2010 年 3 月更名为石

家庄铁道大学；2015 年 7 月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国家铁路局、教育部批准为共建高校；2016

年被河北省列为重点支持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学校现有 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 个博士后流动站，

1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4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拥

有 8个河北省重点学科，1个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工程学学科进入 ESI 排名全球前 1%；建

有省部级科研平台 31 个，其中包括 2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省部共建交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

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基础设施性能与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1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 个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7 个河北省重点实验室、3个河北省技术创

新中心、3个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4个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学校具有较强的导师队伍，现有博士生导师 150 人，硕士生导师 880 人，其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 2人，973 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

家级教学名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

“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省部级以上专家称号 210 人。另外还聘请了 120 余位两院

院士、知名学者为学校兼职教授。有 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

近年来，学校主持承担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及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项目 3000 多项，科研经费超 15 亿元。获国家、军队和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284 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9项，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中国卓越研究奖 1项，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

发明、科技进步、社会科学一等奖 61 项。

每年多数毕业研究生到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就业，造就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工程技术专家

和高级管理人才，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做出突出贡献工程硕士”获得者等

优秀毕业生，充分展现了我校的育人成效和培养质量。经过 70 余年的风雨历程和历史积淀，

石家庄铁道大学汇集军队、部委和地方院校优势于一身，形成了“慎思明辨、知行合一”的

校训和“军魂永驻、校企结合、育艰苦创业人”的鲜明办学特色，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谱

写了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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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5 年博士研究生专业介绍

注：以下学科（类别）、专业（领域）均简称为“专业”。

201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专业隶属我校被授权的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主要培养岩土工程设计理论和实践的高级专门

人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及工程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立足于解决岩土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关键技术

问题，主要研究方向： ① 大型工程结构安全性态感知与智慧监测，主要研究交通结构损伤机制及基于

信息融合的结构状态监测与安全控制技术。② 长大深埋隧道稳定性理论与安全控制，主要研究复杂地质

条件下隧道变形规律及安全控制技术。③ 地基变形控制与特殊土路基，主要研究地基变形控制技术及特

殊土质路基的工程特性。④ 大型工程结构动力响应与致灾机理，主要研究大型结构在风荷载等复杂动力

条件下的响应与防灾技术。⑤ 岩土体稳定性评估与灾害防控，主要研究高陡边坡等岩土体的稳定性评估

及灾害防控技术。

本专业具有一支实力雄厚、学历职称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有政府特贴专家、国家级

百千万人才、省管优秀专家、中青年突贡专家等。导师情况请见研究生学院网站的博士招生招生简章。

085900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本专业面向建筑建材业、交通运输业、水利水电业、环保绿化业、安全防护业等相关行业，秉承土

木行业传统优势与服务区域发展并重，促进土木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智慧化、韧性化及绿色化发展，实

现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状态评估与性能提升，为国家、行业及区域培养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扎实，

专业技能突出，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土木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面临的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主要研究方向有： ① 工程结构智慧感知与健康监测，主要研究大型桥梁、长大隧道、

高填深挖路基等工程结构的智慧运维及结构状态监测与安全控制技术。② 土木基础设施智能建造，主要

研究复杂地质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下的隧道、桥梁、路基、超高层建筑等的智能化建造技术。③ 既有工

程结构状态评估与性能提升，主要研究既有土木基础设施的安全评估、灾害防控及性能提升技术。④ 固

废基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主要研究固体废弃物再利用与土木工程高性能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技术。

本专业具有一支实力雄厚、学历职称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有政府特贴专家、国家级

百千万人才、省管优秀专家、中青年突贡专家等。导师情况请见研究生学院网站的博士招生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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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机械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专业隶属于我校机械工程一级学科，本学科 2013 年获批河北省重点学科，2016 年入选河北

省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2018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本专业应用并融合机械、信息、材料及数学、

物理等科学理论对机械系统进行设计与制造研究，围绕交通工程装备研发及运行安全中的科学与技术难

题展开研究，开发满足国家建设需求的新产品和装备。主要研究方向为：（1）隧道掘进装备设计理论及

关键技术，面向国家重大工程隧道机械化施工领域的需求，开展隧道掘进装备设计、制造、施工、诊断、

控制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研究；（2)智能检测与故障诊断，融合机电、结构、信息、测试等多学科理论，

开展复杂信息传感、状态与模式识别等方法与应用技术研究；(3)机械系统动态设计与优化，开展机电系

统运动学及动力学分析、振动控制、机构与结构优化、机电液传动与控制、智能控制等领域的研究；(4)

车辆动力学与控制，研究高维非线性系统的动力学机理，探索车辆系统的高精度建模及仿真、减振装置

设计、先进控制策略；（5） 储能装备集成设计与关键技术。

本专业具有一支实力雄厚、学历职称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教

育部创新团队、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等优秀学术群体和多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

教学名师、河北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知名学者。导师情况请见研究生学院网站的博士招生简章。

本专业拥有隧道施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省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机械装

备工业设计中心、工程机械动力与传动控制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能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提供良好

的实验条件。

203 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拥有河北省“工程建设管理研究中心”、河北省软科学研

究基地、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各 1 个，参与共建国家数字建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1 个， 河北

省重点学科 1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2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1 个，合作共建研究生实践基地 4 个。

2019 年招收第一届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现设管理决策与优化、工程管理、 物流与交通管理、社会管

理工程四个学科方向。

（1）管理决策与优化。针对工程建设与运维管理、交通组织优化、应急管理、知识网络等科学问题，

研究铁路物资与材料寿命、项目管理组织模式、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区域动态交通组织优化和数据挖掘、

预测与分析方法模型，形成评价、决策与优化多角度基础理论研究学科方向。与大型施工及装备制造企

业协同创新，实现安全运维的数智化；针对危机与应急管理动态决策关键技术难题，展开理论和实验研

究，有效服务于安全运维和应急管理现实需求。

（2）工程管理。面向铁路建设安全性、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需求，融合管理学、环境科学、信

息学等学科理论，开展铁路建设安全风险、非线性造价、质量、环境等领域研究。同时，在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标准制定、项目融资等方面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咨询，为国家及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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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决策支持。

（3）物流与交通管理。面向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和物流业数智化平台的需要，融合交通网络规划

与设计、物流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等理论和方法，开展高铁物流、应急物流、智慧物流、

绿色物流、多式联运、铁路运输监管等方面研究，解决物流和供应链管理、铁路物流管理和城市交通服

务管理等诸多管理难题，为京津冀交通建设和运输管理，以及物流企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4)社会管理工程。针对社会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绿色治理和社会稳定等领域，综合运用生态

工程、社会学、危机管理等相关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政府、社会、行业企业、个人等行为主体的关系

及规制问题。着力解决社会风险化解、低碳机制等难题，形成以机制设计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特色研究。

构建人文、绿色、财政、法律相协调的风险管控机制，为形成科学、有效、安全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治理

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对社会管理制度及其规范化建设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206 交通运输学院

082301 交通运输工程

本专业是学校主干学科、河北省“双一流”建设学科，源于建校初期的铁道工程等。服务交通运输

发展的重大工程需求和国家战略，依托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以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

为主干学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安全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科为支撑学科，多学

科交叉融合，研究载运工具系统动力学与控制、载运工具现代设计与故障诊断、交通基础设施结构力学

行为及应急保障技术、交通规划、设计、运维及交通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组织优化及其智能化管理、轨

道交通电磁环境效应与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为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和技术支撑，培养建设交通强国急需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本专业依托轨道交通行业背景，立足河北，双接京津，坚持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已形成拥有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以国家杰青、973 首席科学家领衔的高水平导师队伍，建有以省部共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 10 个科研平台，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 6 项，取得了以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二等奖为标志性成果的科研

奖励 20 余项。建有教育部创新团队、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团队、“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各

1 个。

086100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

本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学校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为核心，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一级学科为支撑。服务交通运输发展的重大工程需求和国家战略，主要研究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与运维、载运工具运用、交通系统安全与应急、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建造等方面的基础理论、

方法和技术，为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培养建设交通强国急需的高层次工程应

用型创新人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培养条件优良，坚持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拥有一支以国

家杰青、973 首席科学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领衔的高水平学科队伍，团队骨干有国家杰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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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交通运输青年科技英才、河北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茅以升奖

获得者、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百名优秀创新人才及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共 24 人，形成以省部共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为主，2 个行业重点实验室、3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为补充的多层级科研平台，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等，取得了以国家自然科学

进步奖二等奖为标志性成果的科研奖励 30 余项。发挥学科优势，为企事业单位在施工和运行中遇到的难

题献计献策，每年开展百余项社会服务。建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1个，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团队 2个，

河北省科技创新团队 2 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 个。

261 工程力学系

080100 力学

本专业主要面向土木、交通、材料、机械、军工、新能源等工程领域中出现的力学问题，通过理论

分析、数值计算、实验验证等手段揭示其现象和本质，为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的关键问题提供指导，培养

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研究方向包括固体力学、工程力学

和动力学与控制，涉及新型材料结构力学行为及先进计算方法、工程材料结构疲劳损伤断裂特性及寿命

预报、智能结构与装备非线性振动及其工程应用等极具特色的研究内容。

力学一级学科为河北省重点学科，现有教授 15 人，副教授 18 人，国务院特贴专家 3 人，国家百千

万工程人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4 人。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重点项目、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 40 余项；承担河

北省基础研究基地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项目、河北省军民融合发展专项、河北省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河北省外专引才引智专项、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

目、驻冀高校与石家庄市产学研重点研发/基础研究专项、石家庄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 30 余项；近五

年主持横向课题 70 余项；获中国卓越研究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0 余项。

力学学科实验室面积约 4000m2，大型实验仪器设备 30 余台套，总值约 2000 余万元，拥有 4 个省级

实验平台，参与国家级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可为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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