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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⒈ 本表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内专业（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除外）。 

⒉ 申请表限用 A4纸张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 

⒊ 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

据学校实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⒋ 本表由申请学校的校长签字报出。 

⒌ 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080910T 专业名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修业年限 

 

4 年 学位授予门类 工学学士 

学校开始举办本

科教育的年份 

 

1953 年 

 

现有本科专业

（个） 
57 

学校本年度 

其他拟增设的 

专业名称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97，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2002，信息安全 

2005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8 年 9 月，30 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60 人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评议专家组织

审议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形式 

审核意见（根据 

是否具备该专业

办学条件、申请 

材料是否真实等

给出是否同意 

备案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中国矿业大学 学校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大学路 1 号 

邮政编码 221116 校园网址 http://www.cumt.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在校本科生总数 23902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107.44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专任教师 

 总数（人） 
1914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及所占比例 
1126/58.83%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无需加页） 

中国矿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国家“211 工程”

和“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同时也是教育部与江苏

省人民政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高校。学校设有研究生

院。通过长期发展和建设，已经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以矿业为特色，

理工文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和多科性大学的基本格

局。学校现有 57 个本科专业，35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0 个专业学位

授权点，16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4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各类教

职工 3100 多人，其中专任教师 1910 余名，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3900

余人，各类硕士、博士研究生 11000 余人，留学生 460 余人。 

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是由英国福公司创办于 1909 年的焦作路矿

学堂，1953 年改称北京矿业学院。“文革”期间，更名为四川矿业学

院。1978 年学校在徐州重建，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1988 年更名为

中国矿业大学。2000 年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3.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简述学校定位、人才需求、专业筹建等情况）（无需加页） 

一、服务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培养大数据人才 

2015 年 9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大数据行业定位

到国家战略层面，大数据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

新机遇。目前，大数据市场正在快速兴起，大数据技术正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得到应

用，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数据人才问题的凸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未来 3~5 年，中国

需要 180 万数据科学人才，但目前只有约 30 万人。 

面对国内外大数据学科与行业的兴起，中国矿业大学决心积极投身其中，为国家

建设急需专业人才的培养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推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

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的变革。 

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发展新工科  

中国矿业大学积极应对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挑战，抢抓新工科发展机遇，深

入推进落实学校“十三五”规划，紧密围绕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

新质量、新体系，扎实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着力增设一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支撑世界一流矿业大学建设的新专业。 

2017 年 4 月 7 日，学校召开校长业务办公会，专题研究 2017 年本科专业增设及

改造调整相关工作，认为我校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有坚实的学科支撑，

并具有诸多特色与优势，明确要求和支持计算机学院组织申报。事实上，大数据时代

对学科交叉和派生新的生长点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申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专业，可以将大数据理念和技术引入到我校双一流建设中，很好的促进我校传

统优势学科与新兴学科的融合发展，发现和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三、整合资源发挥优势，积极筹建大数据专业 

计算机学院开设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等三个专

业，采用计算机大类招生模式。“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可以与已有专业形成

优势互补的关系。一方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将依托计算机大类专业的学科

基础，采用统一的核心课程，包括离散数学、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操作系统、

数据库、计算机网络等，不仅符合大数据专业的内在需求，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传统专

业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延伸、拓展了计算机大类的业

务范围，形成新的学科优势与特色，既扩大了计算机大类在高考招生中对考生吸引，

也有利于优化各专业的学生分布，拓展就业渠道。 

计算机学院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整体授予权（涵盖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三个博士点和硕士点）和培养

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有计算机技术和软件工程两个领域工程硕士授予权，设有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建有矿山数字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计算机基

础教学实验示范中心。实验中心建有云虚拟实验平台，机架式控制服务器阵列，云存

储中心等大数据相关实验设备，具备开展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实验的基本条

件。 

综上所述，无论是大数据人才的培养需求，还是学校的新工科发展规划，以及我

校的软硬件办学条件，都能很好的支持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4.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设置、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

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培养目标 

按照“厚基础、宽口径、重创新、高素质”的指导思想，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

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初步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数据科学人才。

本专业毕业生具有健全人格、社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具有扎实的数据科学基础知识、

理论及大数据相关技术，具备大数据工程项目的系统集成能力、应用软件设计和开发能

力，具备大数据科学研究能力及数据科学研究、开发、设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能

够继续深造或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二、基本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1．掌握较扎实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掌握大数据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

能够应用大数据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2.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大数据系统的规划设计、应用集成、管理维护等相关复杂工程问题。 

3．能够设计针对大数据应用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大数据系统平台，

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4．能够使用大数据相关的实验设备，采用科学方法对大数据分析问题进行研究，具

有相应的工程实践经历，具备设计与实施大数据实验的能力，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合

理有效的分析。 

5．掌握大数据领域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初步具有综合运

用理论和技术、现代设计方法及开发工具对大数据问题进行预测与建模的能力，并能够

深入理解分析所设计方法的效果和局限性。 

6．能够基于大数据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合理认识和评价大数据系统解决方

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 

7. 能够理解和评价大数据项目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能够在大数据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理解数据安全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相应的责任。 

9．了解哲学、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具有高素质公民应有的政治思想素质、

道德品质、法制意识、诚信意识、团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10．能够通过撰写报告、设计文稿、或陈述发言等方式就大数据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

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具有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初步具有国际

化视野，基本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能够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基本方法；能够理

解并掌握大数据工程项目的管理原理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协作环境中有效应用。 

12．对终身学习有正确的认识，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能够跟踪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领域的最新前沿。 

三、主要业务范围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机关团体、教学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技术开发公司等部门从



事大数据分析、处理、服务、开发和应用工作，也可从事大数据系统工程的规划、部署

和管理工作，还可从事大数据研究、咨询、教育培训工作。 

四、主干学科和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 

专业核心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原理、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

成原理、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算法设计与分析、数据挖掘基础、分布

式并行计算系统、大型数据库技术、云计算技术、机器学习。 

五、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最低毕业总学分为：180 学分。 

六、教学时数 

理论教学总学时数为 2092 学时、126 学分，实践环节为 54 学分。 

七、学制和修业年限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7 年。 

八、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 

九、教学进程表（含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专业实验）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学时数 开 

课 

学 

期 

总学

时 

讲 

授 

实 

验 

自主

学习 

通 

 

识 

 

基 

 

础 

 

课 

 

程 

通识

知识

必修

课程 

G18201 A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64   3 

G18101 A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4 

G18301 C 中国近代史纲要 2 32 32   1 

G18401 C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48   1 

G30101 C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3 

G10801 A 高等数学 A（1） 2 32 32   1 

G10802 A 高等数学 A（2） 3 48 48   1 

G10803 A 高等数学 A（3） 3 48 48   2 

G10804 A 高等数学 A（4） 3 48 48   2 

G10903 A 大学物理 B（1） 3.5 56 56   2 

G10904 A 大学物理 B（2） 3.5 56 56   3 

小  计 32 512 512    

基础

知识

必修

课程 

G12401 B 综合英语（1） 2 32 32   1 

G12402 B 综合英语（2） 2 32 32   2 

G12403 B 综合英语（3） 2 32 32   3 

G12404  
 

B 综合英语（4） 2 32 32   4 



G13101 B 体育(1) 0.5 16 16   1 

G13102 B 体育(2) 0.5 16 16   2 

G13103 B 体育(3) 0.5 16 16   3 

 G13104 
 

B 体育(4) 0.5 16 16   4 

G13105 B 体育(5) 0.5 16 16   5 

G13106 B 体育(6) 0.5 16 16   6 

G13107 B 游泳 1 32 32   6 

G30102 C 军事理论 2 36 16  20 1 

G30103 C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 16 8  8 1 

G08101 C 文献检索与学术写作(英语) 1 16 16   5 

小  计 15.5 324 296  28  

通识基础课程至少修读 47.5 836 808  28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学时数 
开 

课 

学 

期 

总学

时 
讲授 实验 

自主

学习 

 

专 

 

业 

 

知 

 

识 

 

课 

 

程 

学科

基础

必修

课程 

M10811 A 线性代数 2.5 40 40   3 

M10104 A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A 5 80 80   4 

M10202 A 统计学原理 3 48 48   4 

M04401 A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 A(1) 2.5 40 40   2 

M04402 A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 A(2) 3.5 56 56   3 

M08201 A 信息学科概论 2 32 32   1 

M08102 A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3.5 56 56   1 

M08301 A 离散数学 3 48 48   2 

M08302 A 数据结构 3 48 48   2 

M08202 A 计算机组成原理 2.5 40 40   3 

M08303 A 操作系统 3 48 48   4 

M08103 A 数据库原理 3 48 48   4 

M08401 A 计算机网络 3 48 48   4 

M08307 A 算法设计与分析 A 2.5 40 40   5 

小  计 42 672 672    

学科基础课程至少选修 42 672 672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学时数 
开 

课 

学 

期 

总学

时 

讲 

授 

实 

验 

自主

学习 

 

专 

 

业 

 

知 

 

识 

 

课 

 

程 

专业

主干

课程 

M08212 A 数据挖掘基础 2 32 32   5 

新增 A 分布式并行计算系统 2.5 40 40   5 

新增 A 大型数据库技术 2 32 32   5 

M08133 A 云计算技术 2 32 32   6 

M08220 A 机器学习 2 32 32   6 

新增 C 大数据新技术(英语) 1 16 16   7 

小  计 11.5 184 184    

专业

选修

课程 

M08130 C 人工智能 B 2 32 32   5 

M10213 C 应用随机过程 3 48 48   5 

M08415 C 网络管理 2 32 32   5 

M08406 C Web 系统与技术 2 32 32   5 

M08421 C 搜索引擎技术 2 32 32   6 

新增 C 时间序列分析 2 32 32   6 

新增 C 深度学习及其应用 2 32 32   6 

新增 C 大数据安全技术 2 32 32   6 

新增 C 数据可视化 2 32 32   6 

新增 C 社交网络与舆情分析 2 32 32   6 

新增 C 推荐系统 2 32 32   7 

新增 C 海量数据存储技术 2 32 32   7 

M08413 C 移动应用开发 2 32 32   7 

小  计 29 464 464    

专业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11 176     

专业主干课程和选修课程至少选修 22.5 360     

专业知识课程至少修读 64.5 1032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学时数 开 

课 

学 

期 

总学

时 
讲授 实验 

自主

学习 

综合

素质

课程 

素质

教育

课程 

创新创业类课程 2 32     

人文社科类课程 2 32     

艺术鉴赏类课程 2 32     

经济管理类课程       

其他素质教育课程       

素质教育课程至少选修 10 160     



专业

拓展

课程 

M04137 C 工业 4.0 概论 1 16 16   6 

M07232 C 智慧城市导论 2 32 32   6 

M15127 C 艺术与科学导论 2 32 32   5 

M17144 C 新能源概论 2 32 32   6 

专业拓展课程至少选修 4 64 64    

综合素质课程至少修读 14 学分 

理论教学总学分：126 学分 

 

 

 

课程 
性质 

课程 
编号 

课程
类型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学时数 开
课
学
期 

总学
时 

讲 
授 

实 
验 

自主
学习 

通识基础
实践 

P18202 C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 

2 2 周    3 

P12405 B 英语口语（1） 0.5 16 16   1 

P12406 B 英语口语（2） 0.5 16 16   2 

P12407 B 英语口语（3） 0.5 16 16   3 

P12408 B 英语口语（4） 0.5 16 16   4 

P12409 B 英语实践（1） 0.5 16 16   1 

P12410 B 英语实践（2） 0.5 16 16   2 

P12411 B 英语实践（3） 0.5 16 16   3 

P12412 B 英语实践（4） 0.5 16 16   4 

P10901 C 物理实验（1） 1 32    2 

P10902 C 物理实验（2） 1 32    3 

P08432 C 计算机基础训练 0.5 16    1 

小  计 8.5      

专业
教育
实践 

学科
基础
实践 

P04401 C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实验 A(1) 0.5 16    2 

P04402 C 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实验 A(2) 1 32    3 

P08134 C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1 32    1 

P08324 C 数据结构实验 0.5 16    2 

P08236 C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 0.5 16    3 

P08426 C 计算机网络实验 0.5 16    4 

P08325 C 算法设计与分析 A 实验 0.5 16     5 

小  计 4.5      

专业
实践 

P08143 C 认识实习 1 1 周    2 

P08135 C 程序设计综合实践 3 3 周    3 

新增 C Python 数据处理实践 3 3 周    5 

新增 C 大型数据库课程设计 2 2 周    5 



新增 C 云计算系统实践 2 2 周    6 

新增 C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实践 3 3 周    7 

新增 C 大数据专业综合实习 2 2 周    8 

新增 C 大数据专业毕业设计 16 16 周    8-9 

小计(非课组课程为必修，课组课程至少选修 1 组) 32      

小  计 36.5      

综合素质
实践 

P30104 C 军事训练 2 2 周    1 

新增 C 大数据专业创新创业实践 2 2 周    7 

P30105 C 社会实践 2 2 周    7 

P30106 C 公益服务 1 32    7 

P30107 C 校园文化活动 2 64    7 

小计 9      

实践教学总学分： 54 学分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

名 
周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

学历 

工学

学士 

出生年

月 
1974.9 行政职务 院长 

最后

学历 

工学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

后学历毕业时

间、学校、专业 

1997.6，河海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 

2006.6，中国矿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

与研究方向 

从事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机器

学习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2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56 万元， 年均  51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92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14   

人次。 
最具

代表

性的

教学

科研

成果

（4 项

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

位次 

1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

关键技术及应用 
2014 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5/11 

2 

基于人员行为分析

和移动终端的煤矿

安全信息智能管控

与预警系统 

2014 年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

技术二等奖 
4/11 

目前

承担

的主

要教

学科

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

源 
起讫时间 

经

费 

本人承担

工作 

1 
多目标低秩非参核

学习模型与优化方

法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6.1.1-

2019.12.31 
76.8 主持 

2 
基于多视频全景成

像技术的掘（采）

面状态监测系统 

江苏省产

学研前瞻

性项目 

2015.7-2017.6 30 主持 

3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煤矿安全监测数据

高维多目标动态预

警系统 

江苏省

“六大人

才高峰”

项目 

2012.1-2015.12 10 主持 

目前

承担

的主

要教

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

象 
人数 学时 

课程

性质 

授课时

间 

1 信息学科概论 
本科一

年级 
90 32 

学科基

础必修

课 

第 1 学期 

2 工业控制网络 
本科三

年级 
70 32 

专业选

修课 
第 6 学期 

教学管理部

门 

审核意见 

                                            签章 



 

姓

名 
牛强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第一学

历 
学士 

出生年

月 
1974.7 行政职务 

副院

长 

最后学

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

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3.9-1997.6 东北大学 计算机应用 

2005.9-2010.6 中国矿业大学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信息处理与应用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0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 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20 万元， 年均 40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264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8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计算机网络与通

信系列课程教学

内容与课题体系

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 

2007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署名第三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

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深部矿井提升装

备无线健康监测

传感网可靠传输

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6-2019 60 主持 

2 

矿山大型固定装

备监管与维护系

统研究与应用 

江苏省产学研

重点项目 
2014-2016 30 主持 

3 

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矿井移动目标

监测与跟踪技术

研究生 

国家工信部科

技项目 
2014-2016 10 主持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5 门

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

数 

学

时 

课程

性质 
授课时间 

1 数据通信原理 本科三年级 60 40 
专业必

修 
第 5 学期 

2 计算机网络 本科二年级 60 48 
专业必

修 
第 4 学期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姓

名 
陈伟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第一学

历 
本科 

出生年

月 
1978.9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

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

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1.7，中国矿业大学，医学影像工程 

2008.6，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通信与信息系统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学科研 

智能信息处理与无线通信，大数据技术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0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 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0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81  万元， 年均  27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96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17 人

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4 项

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

次 

1 
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科技进步二等

奖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14年 12月 中国矿业大学 

2 
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 安全生产科

技成果奖, 三等

奖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2015年 1月 中国矿业大学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

费 

本人承担工

作 

1 

煤矿复杂巷道多

区域协作迁移无

线监控与通信方

法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山西煤

基低碳联合基

金 

2016.01-

2018.12 
70.9 主持 

2 

煤矿巷道高能效

动态覆盖无线协

作通信方法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青年

基金 

2015.01-

2017.12 
25 主要参与人 

3 

矿业研究型大学

的计算机专业研

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 

中国矿业大学

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项目 

2015.05-

2016.06 
0.5 主持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

性质 
授课时间 

1 模式识别 本科生 144 32 专业课 第 6 学期 

2 学科前沿 本科生 220 4 专业课 第 6 学期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姓

名 
闫秋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第一学

历 

工学

学士 

出生年

月 
1978.8 行政职务  

最后学

历 

工学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

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7.9~2010.12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

算机应用专业  工学博士 

1997.9~2001. 7  中国矿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工学学士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数据库原理及相关课程的教学 

时间序列挖掘及机器学习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9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6   万元， 年均   8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24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14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研成果

（4 项

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

次 

1 
数据库原理

校精品课程 
校级 中国矿业大学 2017.6 2 

2 
校级优秀教

学成果二等

奖 

校级 中国矿业大学 2012.7 1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

费 

本人承担工

作 

1 

《数据库原

理》微课资

源协同共建

创新机制的

研究与实践 

中国矿业

大学教改 

2015.6-

2017.6 

1

万 

项目整体规

划与微课设

计 

2 

基于机器学

习的煤与瓦

斯突出危险

性识别研究 

江苏省青

年科技基

金 

2014.7-

2017.7 

20

万 

项目整体规

划与算法设

计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

（5 门

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

性质 
授课时间 

1 数据库原理 
本科二年

级 
60 48 

学科

基础

必修

课 

第 4 学期 

2 
分布式数据

库原理与应

用 

本科三年

级 

60

人 
32 

专业

方向

课 

第 6 学期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

技术

职务 

第一学历

毕业学

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

毕业学

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专

业 

拟任课

程 

专职 

/兼职 

1 周  勇 男 43 教授 
河海大学、
工业自动
化、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
程、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数据挖
掘基础 

专职 

 

2 牛  强 男 43 教授 

东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电力电
子与电力传
动、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计算机
网络 

专职 

 

3 陈  伟 男 39 教授 

中国矿业大
学、医学影
像工程、学

士 

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
通信与信息
系统、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推荐系
统 

专职 

 

4 闫秋艳 女 39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应用、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大型数
据库技
术及应
用 

专职 

 

5 梁志贞 男 41 
副教

授 

天津工程师
范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士 

上海交通大
学、模式识
别、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搜索引
擎技术 

专职 

 

6 夏战国 男 43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应用技术、

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时间序
列分析 

专职 

 

7 王志晓 男 38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同济大学、
计算机应用
技术、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社交网
络与舆
情分析 

专职 

 

8 姚  睿 男 35 
副教

授 

河南理工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西北工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数据可
视化 

专职 

 

9 袁  冠 男 35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应用技术、

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推荐系
统 

专职 

 

10 许新征 男 37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电气技
术、学士 

中国科学院
大学、计算
机应用技
术、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深度学
习及其
应用 

专职 

 

11 刘  晋 男 33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新南威尔士
大学、计算
机科学、博

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大数据
新技术 

专职 

 



12 刘  兵 男 36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学

士 

中国矿业大
学  计算机
应用技术 博

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分布式
并行计
算系统 

专职 

 

13 李政伟 男 40 
副教

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电力电
子与电力传
动、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海量数
据存储
技术 

专职 

 

14 顾  军 男 40 讲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东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
技术、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云计算
技术 

专职 

 

15 周世斌 男 47 讲师 

大庆石油学
院、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北京理工大
学、计算机
应用技术、

博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机器学
习 

专职 

 

16 张  辰 女 38 讲师 

中国矿业大
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
术、学士 

中国矿业大
学  计算机
应用技术 博

士 

计算机
应用技
术 

海量数
据存储
技术 

专职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

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

期 

1 信息学科概论 32 4 江海峰 1 

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56 6 刘厚泉 1 

3 离散数学 48 6 张永平 2 

4 数据结构 48 6 鲍  宇 2 

5 计算机组成原理 40 4 马海波 3 

6 操作系统 48 6 林果园 4 

7 数据库原理 48 6 孟凡荣 4 

8 计算机网络 48 6 姜秀柱 4 

9 算法设计与分析 A 40 4 曹天杰 5 

10 数据挖掘基础 32 4 周  勇 5 

11 分布式并行计算系统 40 4 顾  军 5 

12 Python 程序设计实践 3 周 4 袁  冠 5 

13 云计算技术 32 4 顾  军 6 

14 大型数据库技术 32 4 闫秋艳 5 

15 机器学习 32 4 周世斌 6 

16 时间序列分析 32 4 夏战国 5 

17 大数据安全技术 32 4 唐朝刚 6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开办经费

及来源 
国家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岗)人数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是否具备开办该 

专业所必需的图书

资料 

具备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215 

 

（台/件） 

总 价 值 

（万元） 
360.6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 10 项内）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 入 时 间 

1 云虚拟实验平台 
锐捷 

RG-CVM1000 
10 2016-6 

2 机架控制服务器 
锐捷 

RG-RCMS-16 
10 2016-6 

3 云存储设备 
曙光 

DS600-G20 
1 2017-6 

4 计算机 
联想 

启天 M5900 
72 2016-6 

5 智能无线交换机 
锐捷 

RG-WS-6008 
10 2016-6 

6 核心路由交换机 
华三 

LS-7506E-X 
1 2017-6 

7 光纤业务接入板 
华三 LSQM 

2TGS48XSG0 
1 2017-6 

8 接入交换机 
华三 

LS-5130S-52S-EI 
1 2017-6 

9 三层交换机 
锐捷 

RG-S3760E-24 
40 2016-6 

10 服务器 
华三 

R4900G2 
3 2017-6 

备

注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 置 年 度 

1 071201 本科 统计学 2014 年 

2 040202K 本科 运动训练 2015 年 

3 080701 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 2015 年 

4 081403 本科 资源勘查工程 2015 年 

5     

6     

7     

8     

9     

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