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技术专业介绍 

   

专业类代码：海洋科学类（0707）    

专业与代码：海洋技术（070702） 

申办时间：2017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在海洋探测装备研发、海洋信息技术应用及相关领

域从事科研、教学、技术开发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可以在海洋探测技术、水声工程、光学工程、海洋科学、信息与信号

处理、海洋能开发等方向继续深造。学生应该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

良好的知识应用能力；掌握海洋声学、海洋光学和海洋信息等现代海

洋探测基本技术和信息处理方法，具有初步的海洋设备开发能力；能

够适应社会发展，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终身学习和自我提升能力；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 

二、毕业要求 

1.素质要求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艺术修养；熟

悉近代史、接受必要的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要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充实的人文科学

素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充分发

挥个性才能的同时，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分工与角色。 

2.知识要求 



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和专业知识。掌握海洋科学和物理海

洋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电子信息、计算机、信号处理、通讯、机械

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与海洋探测和海洋信息技术相关联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能力要求 

具备海洋探测的基本能力。了解海洋探测常用设备的原理和基本

使用方法，能够较熟练的应用基本仪器设备进行海洋探测，并具有海

洋装备设计的基本能力。 

具备知识拓展能力。通过掌握本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能够处

理和解决与本专业方向相近领域的科学与工程问题； 具有较强的科

研实践能力。掌握一定的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方法，能够多角度、多层

次、多方位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够采用科学方法对专业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研究方案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处理与分析和结论获取。 

三、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学制四年；学习年限三至六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四、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修读的总学分数应不少于 170.5学分，其中理论 116

学分，实践训练 54.5学分。 

五、推荐获取职业（技能或水平等级）证书 

推荐获取计算机等级、英语等级或水平证书、普通话等等级证书。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主要实验有《大学物理实验》、《C语言程序设计》、《模拟电子技

术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单片机技术及应用实验》、《海洋光

学实验》、《光源原理与设计》、《声学基础实验》、《水声专业实验》、



《海洋光电探测实验》、《海洋观测技术综合实验》、《海洋探测与数据

处理》、《海洋装备综合设计实验》等。 

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入学教育与军事训练(含军事理论)、社

会实践、海洋观测实践、海洋观测技术实习、专业见习与实训、学年

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以及课外创新、创业等实践教学环

节。 

  



七、教学时间安排总表 

       时 间 

 

项 目 

一 二 三 四 合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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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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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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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8 周数 

课堂教学 13 2 17 17 2 17 17 2 17 17 2 15 128 

复习考试 2  2 2  2 2  2 2   14 

入学教育与军

事训练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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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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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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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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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

计） 
         

（5

） 
 

（

9） 
(14) 

毕业教育            
（

1） 
（1） 



八、核心课程及简介 

   1.核心课程有：物理海洋学、海洋光学、光电技术、声学基础、

水声原理、海洋探测与数据处理、海洋装备综合设计实验。 

    2.课程简介 

（1）课程名称：物理海洋学 

主要内容：物理海洋学是海洋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物理海洋学

课程是海洋科学专业的十分重要的主干课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系

统地掌握物理海洋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全貌，要求掌握动力海洋（海

流、海浪、潮波、内波和风暴潮）的基本概念和海水运动的基本规律

及其变化，学会分析研究海洋动力现象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为今后的

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课程名称：海洋光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是物理海洋的一个分支，又是光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介绍海面光辐射理论、光与海水的相互作用、海洋水体的光学传

递函数、水下光学传感器、水下成像，水下光通信等内容。 

（3）课程名称： 光电技术   

主要内容：主要介绍光电检测技术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各种

检测器件的结构、原理、特性参数、应用，光电检测电路的设计，光

电信号的数据采集与计算机接口，光电信号的变换和检测技术，光电

信号变换形式和检测方法及光电检测技术的典型应用等内容。 

（4）课程名称：声学基础     

主要内容：声学是一门既古老又迅速发展着的学科，近年来已渗

透到几乎所有重要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并已融入于当代科学

总周数 18 2 19 19 2 19 19 2 19 19 2 15 
154

（23） 



技术的前沿之中，声学基础系统地介绍了声学的基础理论，其中包括

声的辐射、传播、接收与散射，并适当地介绍了近期活跃的非线性声

学基础理论。 

（5）课程名称：水声原理 

主要内容：海洋中的声传播现象、规律及机理。介绍了海水介质

的声学特性；海水中的声传播理论；常见声速分布下的声传播规律；

声波在声呐目标上的反射和散射；海水中的混响；水下噪声（包括海

洋环境噪声，舰船辐射噪声，舰船自噪声）和海水中的声传播起伏。 

（6）课程名称： 海洋探测与数据处理   

主要内容：介绍海洋探测的仪器，海洋探测方法是利用声、光、

电等多种技术手段对海洋进行探测，综合运用声、光、电等观测信号

海洋传播、演化的规律，探讨声光混合作用机制、声光探测机理等科

学问题，海洋探测的应用包括卫星遥感、利用各种传感器对海洋水文

监测及本身的海水水质监测、海洋动力学探测等，海洋动力学探测又

包括：海流、海浪、潮波、内波和风暴潮等的探测，本课程介绍对其

数据进行科学处理的方法。 

（7）课程名称： 海洋装备综合设计实验 

主要内容：本课程以培养学生掌握水下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方法为

目标，通过分组协作，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实验题目来

自实际需求，并动态更新，强化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培

养。 

    九、就业方向：软、硬件工程师，物联网，机械工程师，海洋测

绘，声学硬件工程师，光学硬件工程师，海洋遥感，环境监测，嵌入

式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