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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新专业：“智”成关键字
本报记者 岳 阳

随着各高校陆续开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新专业也迎来了其首批
本科生。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度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31种新专业列入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其中，“智能”“智慧”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31种新专业中，工科专业多达14种。而包含智慧能源工程、智慧海洋技术、智能建造与
智慧交通、智慧水利、智能地球探测、智能运输工程、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智慧林业在内的“智
字号”专业就占据八席。

今 年 开 学 ，中 国 地 质 大

学（北京）智能地球探测专业

迎来了它的首批本科生，该专

业与其他“智字号”专业一样，

是 一 门 交 叉 学 科 的 新 专 业 。

其专业教学不仅围绕传 统 探

测 技 术 展 开 ，还 加 入 了 地 球

科学、数字信号处理、智能数

据处理等多学科课程。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

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钱荣毅

介绍，重力、磁、电等传统探测

技术需要更多人工操作，在面

对复杂地形的探测、监测时难

度 较 高 ，但 如 果 加 入 机 械 控

制、大数据等信息化、自动化

技术，工作人员就可以操作机

器去到任何地方，还可以获取

更多相关数据。这不仅减轻

了探测的难度，同时也可以增

加数据采集的准确程度。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

快，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

复杂多样，只凭借单一学科知

识无法解决新的问题，同时，学

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

展的重大特征，是新学科产生

的重要源泉。据统计，近 20 年

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交叉

研究成果占比已超过三分之

一，学科融合成为现代科学技

术创新的一条必经之路。

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副

院长葛智说：“目前，仅凭一个

学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山东

大学在学科融合方面积极探

索，基于交通土木、材料科学与

信息技术三个学科，该校相关

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应用

于道路的智能材料，其不仅可

以通过电信号实时监测、反馈

路面信息，而且还能在出现损

坏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自动

愈合”，大大减小了道路病害以

及运维成本。

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传统领域将在未来焕发出新

的生机，同时，学生的专业融

合意识也将大大强化。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在一次研

讨会上表示，随着科学技术迅

速发展，交叉学科、新兴学科

不断涌现，科学研究的思维方

式和研究方法也应该随之调

整，与时俱进。采用单一学科

的理念、知识和方法去研究新

问题就与现实“脱节”了。据

了解，在交叉学科的培养中，

一些高校打造了复合型导师

团队，其中不仅有传统行业的

学术人才，还有软件、计算机、

机械等各领域的尖端技术人

才。本科阶段，学生就可以在

导师的带领下参与科研项目，

在实践中体验利用多学科解

决问题的乐趣。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演

进，以“互联网+”“智能+”为代

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驱动

经济社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要着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逐渐成为了人

们耳熟能详的词汇。

在“智字号”的新增专业中，

几乎每一个专业都包含一门叫

做计算机的课程。一提到计算

机，大多数人会想到“电脑专

业”，但其实对电脑进行研究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只是其中的

一个门类，除此以外，计算机课

程还包括软件工程、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

程等17个专业。这些专业将自

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带入传统

专业，催生了许多新的学科课

程，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生命力。

借助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以及软件工程，北京交通大

学智能运输工程专业开设了智

能运输感知技术、智能运输系

统设计与集成课程；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智能地球探测专业

开设了智能感知、智能数据处

理、并行计算等课程。借助空

间信息与数字技术和物联网工

程，山东大学智能建造与智慧

交通专业开设了地下工程智能

建造与施工技术、工程传感器

与物联网以及智能施工与装备

等课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等专业

更是直接基于智能科学与技

术，开设了针对本专业的人工

智能课程。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董宏辉

介绍，人工智能等计算机科学

对传统行业的渗透程度越来越

高，这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

了极大改善。从铁路行业来

说，智能化售票已经越来越普

及；铁路安全也由于设施硬件

智能化得到极大保障；智能铁

路巡检车的研发也大大降低了

对铁路检测的难度，避免了人

工监测的安全隐患。因此，智

能运输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学习

交通运输知识的同时，还要夯

实编程、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

赋予交通运输以智慧、智能。

今年 9 月，由山东大学李

术才院士团队研发的“智慧一

号”盾构机，在济南地铁 6 号线

施工现场正式“上岗”。据葛

智 介 绍 ，“ 智 慧 一 号 ”搭 载 了

“五官一脑”，即五种设备采集

各项数据后汇总给盾构中枢，

由中枢进行智能辅助决策，帮

助降低盾构施工风险，有效适

应复杂的施工环境及高标准的

技术要求。这一研究成果，让

盾构工作迎来智能时代。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其他

专业融合程度的加深，未来将

会有越来越多专业与行业步

入智能时代。互联网企业如

火如荼的无人驾驶汽车、剑指

月球、火星的星球探测科学的

地质研究……报考“智字号”专

业的学生，面对的是一片广阔

的蓝海。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专业建设

负责人黄建媚介绍，该专业不

仅面向航空航天动力，更包含

多种电推进系统相关行业，如

无人机、机器人等均是引领时

代发展的行业，前景大好。

万物皆可智能化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在进行交通运输相关项目的

小组合作学习。 学校供图

“十四五”规划就强化国家

战 略 科 技 力 量 进 行 了 专 章 规

划，明确了“整合优化科技资源

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

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和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四

项任务。高校作为科技发展的

排头兵，原始创新的主战场，应

走在学科创新第一线，努力解

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抢占科

技制高点。

“智字号”专业在其行业内

均属于前沿学科，担负着破解关

键技术的使命。破解关键技术，

一要强化基础研究，二要加强交

叉研究，三则要深化产学研融

合。实践才能出真知。目前，部

分高校已与相关单位建立了合作

关系，让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用真

实情景打磨学生的知识融合运用

能力，在不断的历练中催生出新

的科技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

慧 能 源 创 新 学 院 由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与 国 家 电 力 投 资 集 团 携

手成立，该学院智慧能源工程

专业的学生，将在进入研究生

阶 段 后 接 受“ 双 导 师 ”

制培养，即每位学

生 都 有 一 名 上

海 交 大 导 师

和 一 名 国

家电投

企业导师，学生将在产教融合

的 培 养 模 式 下 服 务 国 家 能 源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除此以外，北京交通大学还

成立了北京市城市交通信息智

能感知与服务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致力于北京市城市交通科技

创新领域产学研资源的密切协

同与合作；山东大学成立了“智

能建造与智慧交通创新创业平

台”，与中国中铁、中国建筑、中

国电建、山东高速、山东能源集

团等企业建立了多个校企合作

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大批实习实

践机会。

2022 年各高校招生计划以

及选科要求显示，相关学科的选

考科目要求均为物理，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空天智能电推进技术

专业隶属的工科试验班（航空航

天类）在京共招生 75 人；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的智能地球探测

专业在京招生 2 人；北京交通大

学智能运输工程隶属的交通运

输大类在京招生 18 人，有兴趣

的同学可以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