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织科学与工程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培养单位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培养类别 学术型硕士、博士

学科代码 082100 适用年级 从2021级开始适用

学科介绍

及研究方向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起源于1903年由史量才先生创办的上海女子蚕业学堂，经过110多年的建设

与发展，本学科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已处于领先地位。本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
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为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江苏省优势特色学科；纺织工程为国家重点学科。本
学科拥有现代丝绸国家工程实验室、纺织与服装设计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国家级平台4个以及覆

盖纺织学科全产业链的省部级平台10个，仪器设备近1亿元。

      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包括：纺织工程、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纺织化学与染整、服装设计与工程

、非织造材料工程等相关的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以及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等。本学科
现有教授33名，副教授31名。主要研究方向：功能纤维材料、新型纱线及面料、高性



公共必修课：

硕士9学分
博士7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10学分

留学生6学分

17216009(硕)
17216001(博) 专业英语

3(硕)
2(博)

54
36 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17999007(硕)
17999012(博) 小语种(日、法、德、俄) 6(硕)

4(博)
108
72 春秋

小语种研究生
必修

17999015 汉语 4 72 秋
留学生必修

17999016 中国概况 2 36 秋

学位核心课：

硕士≥12学分
博士≥ 4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14学分

17216004 纺织科学与技术前沿 2 36 秋 选修

17216066 高等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 36 秋 选修

17216002 先进材料 2 36 秋 选修

17216010 试验设计与多元分析 3 54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11 材料科学导论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12 纺织材料测试技术 3 54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17 纺织物理 3 54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16 数字化纺织技术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14 现代纺织进展 3 54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63 数字化服装工程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27 服装感性工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22 新型纤维结构与性能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23 染色物理化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64 功能性整理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21 有机合成 2 36 秋 选修 选修

学位选修课：

硕士≥4学分
博士≥4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6 学分

17216065 有机合成与分析 2 36 秋 选修

21216001 服装环境科学 2 36 秋 选修

21216002 智能纺织服装前沿 2 36 秋 选修

21216003 生物医用纺织材料 2 36 秋 选修

17216013 纺织品检测与评价 3 54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18 生物材料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20 功能纤维与纺织品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32 纺织品设计原理与方法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16004 高端纺织复合材料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63 智能纺织服装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16005 聚合物流变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28 服装心理与消费行为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16006 服装产品开发原理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62 可持续服装设计与管理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61 高科技服装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40 纺织品生态染整与节能减排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36 新型染整技术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37 色彩科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38 胶体与界面化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16039 高聚物合成 2 36 秋 选修 选修





学位论文

  博士：
  1.规范性要求
  ①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其选题属于申请学位的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范畴。
  ② 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学
位论文中采用的术语、符号、代号全文必须统一，并符合规范化要求。论文中使用新的专业术语、缩略
语、习惯用语，应加以注释。国外新的专业术语、缩略语，必须在译文后用圆括号注明原文。
  ③ 论文撰写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论文中如引用他人的论点或数据资料，必须注明出处；引用合作
者的观点或研究成果时，要加注说明。
  ④ 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的、完整的、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论文的基本观点、结论或建
议，应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成果，应在学术上或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或实践价值，能够体
现作者在所开展的研究领域内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学科知识以及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的能力。
   2.成果创新性要求
   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本学科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可以是本一级学
科层面或本一级学科包含的学科方向层面理论研究和方法途径的创新，也可以是纺织与非织造制备技术
、纺织新材料与新产品研究、纤维制品染整及其性能完善、服装开发、纺织产业经济与营销管理等技术
发展创新。
   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必须体现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上，创新性成果的形式可包括：在高水平的学
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创新性显著的专利获得授权，获得高水平的科技奖项等。
  硕士：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好研究课题。选题一方面要考虑到纺织学科研究的前沿性或现
实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力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或企业委托科研项目相接轨。学位论文工作应
在导师指导下尽早开始。在查阅文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内容包括：立题意义
、文献综述初步、研究计划及目标、主要理论（技术）难题及拟解决方案。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要有一定的工作量，研究生在通
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时间至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至少一年。论文书写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报告的编写格式》（GB7713-87）。 

答辩与学
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须在正式答辩前采取“双盲”方式送评阅人盲审，盲审专家由第三方平台从相应学
科建设水平高于我校的高校或科研院所选聘。硕士学位论文由3位具有本学科（类别）硕士学位授予权
的外单位副高级及以上专家盲审，博士学位论文由5位具有本学科（类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外单位正
高级专家盲审。研究生论文盲审合格后方可组织其参加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至少 3 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硕士研究
生导师至少 2 人，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应占多数，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博
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具备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至少 5 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应占
多数。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可不聘请校外专家；不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
科，若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人数不足而无法组成答辩委员会者，聘请校外专家 1 人。申
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后，可在规定时间内（硕士为一年，博士为两年，但均不得
超过我校规定的学习年限）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一次。
   研究生实行学位申请制，具体按《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各学科应对本学
科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提出具体要求。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备注（专业/选读/必读等）

1 有机波谱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陈洁, 宋启泽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研究方向/
选读2 精细有机合成原理与工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2） 陈金龙

3 纺织学报

纺织、染整、服装、非织方向/
选读

4 棉纺织技术

5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6 Journal of the Textile Institute



7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xtiles

纺织、染整、服装、非织方向/
选读

8 Cellulose
9 Dyes and Pigments

10 Fibers and Polymers
11 Clothing and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oth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3 Performance Testing of Textiles Xungai Wang
14 Human Thermal Environments Ken Parsons
15 纤维应用物理学 高绪珊, 吴大诚

纺织、染整、非织方向硕士/选
读

16 高性能纤维
J.W.S. Hearle著, 马

渝茳译 

17 Chemical Principles of Synthetic Fiber Dyeing S.M. Burkinshaw

18 Functional Textiles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Protection 
and Health

G. Sun, N. Pan 

19 Chemical Processing of Fibers and Fabrics–Functional 
Finishes

M. Lewin, S.B. Sello 

20 有机化学基础
麦克默里, 西曼内克 
著, 任丽君, 向玉联 等

译.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研究方向硕
士/选读

21 有机化学 徐寿昌

22 染整节能减排新技术 刘江坚

23 纺织工业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审核 奚旦立, 陈季华

24 新型染整技术 宋心远, 沈煜如

25 纺织品生态加工技术 房宽峻

26 颜色技术原理及其应用 李亨

27 颜色科学与计算机测色配色实用技术 薛朝华

28 聚合反应原理 奥迪安

29 合成聚合物乳液的应用(第1、2、3卷) H.瓦尔森, C.A.芬奇

30 胶体与表面化学
沈钟, 赵振国, 康万

利

31 Handbook of Applied Surface and Colloid Chemistry K.S. Birdi

32 表面活性剂在纺织染加工中的应用
Arved Datyner著, 施

予长译

审核意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意见

（加盖单位公章）
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