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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简介 

 

一、概况 

经过多年发展，本学科形成了纺织工程、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和服装

设计与工程三个稳定的二级学科，学科拥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19 人，具有博

士学位 11 人，拥有广西高校茧丝绸技术重点实验室、广西壮族自治区丝绸

工程研究中心科研及育人平台。（1）纺织工程学科，是研究纺织纤维、纺

织工艺、过程控制、纺织产品结构、纺织产品设计与性能等要素及其相互

关系和规律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功能性纺织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计算机在纺织工业

中的应用研究。近年来，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已获得行业的广泛认可，先后

多次获得自治区、市科技进步奖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2）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学科，其特色研究在于茧丝绸综合利用与产品功能化

整理方向，主要研究纤维化学结构及其功能改性、蚕丝纤维及其蛋白质的

资源化、纺织化学过程检测等内容，特别是以广西特色生物资源（蚕丝、

壳聚糖、淀粉等）为原料，展开新型纤维研发、纺织品的抗菌、抗皱、防

紫外线等研究以及利用天然植物提取染料进行丝绸染色研究，并将纺织纤

维及其制品应用于非纺织服装领域，将特色生物资源应用于纺织服装领域，

已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3）服装设计与工程学科，主要以广西少数民族

服饰、服装材料学、服饰图案等为基础，通过深入了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文化和生活，并结合国内外设计新理念新思潮，逐步形成了“艺工

融合”的传承文化，创新融合技术模式，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与实

践成果。本学科近几年来，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60项，到校总经费达 600

多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4项，省部级项目 24 项，地厅级项目 20 多项;主

持省部级教改项目 5 项；获得广西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3项，广西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1项，柳州市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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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各级各类论文 200 多篇，SCI、EI 收录论文 40 多篇；获得发明专利授

权 15件；出版和参与出版专著和教材 12 本。 

 

二、培养目标 

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人文素质，崇尚科学，具有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的

能力，拥有健康的身心，善于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崇尚劳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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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具备学术研究或解决工程问

题的能力，能够胜任本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及经营管理或商

务贸易等工作，并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研究方向 

（一）纺织工程 

纺织工程方向，其优势研究在于纺织加工工艺与过程控制及新设备研

发方向。本方向以纤维成形加工、过程控制论、产品质量评价与分级理论

等为基础，进行多学科交叉，开展以蚕丝加工工程为主要产业依托的生丝、

丝绸、蚕丝丝绵等产品的加工、品控和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发工作。近年

来，该方向的研究成果已获得行业的广泛认可，先后多次获得自治区、市

科技进步奖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可在纺织企业、大专、高

职院校、研究和质检机构、纺织贸易单位等任职。 

（二）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方向，其特色研究在于茧丝绸综合利用与产品功

能化整理方向。本方向研究纤维化学结构及其功能改性、蚕丝纤维及其蛋

白质的资源化、纺织化学过程检测等内容，特别是以广西特色生物资源（蚕

丝、壳聚糖、淀粉等）为原料，展开新型纤维研发、纺织品的抗菌、抗皱、

防紫外线等研究以及利用天然植物提取染料进行丝绸染色研究，并将纺织

纤维及其制品应用于非纺织服装领域，将特色生物资源应用于纺织服装领

域，已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可在纺织企业、染整企业、大专、高职院校、

研究和质检机构等任职。 

（三）服装设计与工程 

服装设计与工程方向，主要以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服装材料学、服饰

图案等为基础，通过深入了解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生活，并结

合国内外设计新理念新思潮，逐步形成了“艺工融合”的传承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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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技术模式，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可在服装生产、

设计、贸易企业和服装品牌运营机构，以及大专、高职院校等任职。 

四、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充分发挥指导小组的集体作用。

研究生入学 1 个月内确定导师，导师应根据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生的

实际情况，和研究生共同制定课程学习计划，研究生课程学习计划须报研

究生处和所在学院备案。培养工作遵循如下原则： 

（一）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政治、思想、纪律和理想教育相结合。

对硕士生除开设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外，还应加强形势、政策、理想、法纪、

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文

化、学术和体育活动，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公益和社会实践活动，增进身心

健康，提高人文素质。 

（二）课程教学采用讲授、讨论、专题报告、自学、实验和课程论文

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具体的教学方式主要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的特点和授

课对象确定。课程教学应注重实效，严格考核。 

（三）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并重。在重视打好坚实的理论和掌握系统

的专门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实验技能和科研工作能力的锻炼。培养硕士研

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或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四）充分发挥导师和硕士研究生两方面的积极性，尊师爱生，教学

相长。 

（五）注意因材施教，加强硕士研究生自学、独立思考和科研创新能

力的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六）在保证培养质量的前提下，具体培养方式可以灵活多样，不断

借鉴、总结和创造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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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补修课三类。

学位课包括学位公共课（3 门，6 学分）、学位基础课（6 学分）、学位专

业课（4学分）；非学位课（选修课）8学分，按研究方向设置。 

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 
子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 
位 
课 

学位 
公共课 

006A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6 0 

010A001 英语 3 48 0 
000A0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16 0 

学位 
基础课 

004B201 数理统计方法 2 32 0 
004B203 新型纺织材料 2 32 0 
004B204 纺织物理 2 32 0 
004B205 服装结构设计原理 2 32 0 

学位 
专业课 

004C201 现代纺纱技术 2 32 0 
004C202 现代织造技术 2 32 0 
004C203 数字化服装技术 2 32 0 
004C204 民族服饰文化与创新设计 2 32 0 

非 
学 
位 
课 

专业 
选修课 

004B202 专业英语 2 32 0 
004D201 纤维材料改性 1.5 24 0 
004D202 丝纤维及其蛋白质材料导论 1.5 24 0 
004D203 茧丝综合利用与技术开发 1.5 24 0 
004D204 纺织品检测与评价 1.5 24 0 

004D205 高科技纺织品设计 1.5 24 0 

004D206 服装人体工学 1.5 24 0 
004D207 服装 CI 战略与品牌设计 1.5 24 0 
004D208 现代服装设计理论 1.5 24 0 
004D209 纺织品色彩研究 1.5 24 0 

公共 
选修课 

000E001 研究生人文素质理论 1 16 0 
000E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0 

补 
修 
课 

004F201 纺织化学 不 
记 
学 
分 

48 0 

004F202 服装概论 48 0 
004F203 染整概论 48 0 
004F204 针织概论 48 0 

必修实践环节 

文献阅读 1   
学术报告 1   
劳动教育课程 2   
教学实践或专业实践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