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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东华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位点源于 1956 年创办的热电专业，1978 年成为首批工

业自动化硕士学位授权点单位之一。1990 年获“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1992 年被纺织工业部评为重点学科。1998 归属到东华大学新成立的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2001 年获批成立教育部数字化纺织服装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003

年建立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2012 年

入选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计划（B 类），2015 年入选上海市高原学科。本学位点对应的

本科自动化专业于 2013年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8 年 1 月通过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2019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东华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位点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系统分析与控制（对应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二级学科）、纺织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协同控制（对应模式识别与智

能系统二级学科）、类脑智能与仿生计算（对应认知与生物信息学二级学科）这 3 个具

有鲜明特色的领域培养方向。本学位点结合东华大学纺织服装的特色优势，依托教育部

数字化纺织服装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这个科研基地，将自动控制和信息技术应用到

纺织服装行业，以信息化改造纺织、服装产业，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本学位点在校生规模保持在每年 220 名左右，其中博士在校生数量稳

定在 80 余名。每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境外交流的人数在 10 人次左右。专任教师

总数 50 余人。近几年学位点生源充足，一志愿率为 100%，双一流高校生源率每年均保

持在 45%以上。今年学位点学生就业情况良好，近几年学生就业大多去向金融业、IT 产

业等行业。本学位点专职与兼职辅导员共 23 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课程建设中落实意识形态

阵地管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各二级学科简介 

（1）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对应“复杂系统分析与控制”特色培养方向，主要研究包括随机网络化控制系统、

复杂网络、传感器网络、智能优化算法、网络化控制系统等前沿领域。学科内包含专任

教师 15 名，其中正高职称 5 名，其中包括一名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及全球高被引科

学家、多名省级人才入选者。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等多项荣誉。该学科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基础，在复杂网络、智能优化算法等领域

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培养了一大批深耕复杂系统分析与控制的高端研究型人才。 

（2）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对应“纺织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协同控制”特色培养方向，主要研究包括物联网服务

与优化、传感器技术、检测技术、系统建模与仿真、先进检测技术、流程工业控制与优

化、工业过程建模、过程控制等与纺织行业大数据分析及检测自动化相关的关键领域。

本方向包含专任教师 16 名，其中正高职称 6 名，结合东华大学的纺织服装学科的特色

优势，依托数字化纺织服装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结合纺织行业需求、控制和人工

智能领域的先进成果解决实际问题。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内的国家、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在纺织工业全流程信息化、工业领域小波变换应用、工业先进控制理论等问题上

取得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3）认知与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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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类脑智能与仿生计算”特色培养方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类脑神经网络、复

杂系统建模与仿真、深度学习、集成自动化、植物表型分析、模式识别图像处理等多个

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领域。该方向注重将不同学科的先进研究成果进行深

度融合，以生物启发为抓手，结合目前工业、农业领域的重大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

多领域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学科内包括专任教师 14 名、其中正高级 4 名，专家均具有

跨学科科研经历，主持多项基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已形成一套

针对多学科交叉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案。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东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入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积极落实学校提出的“一学科一示范”的要求，持

续深化课程思政教育探索和实践，提升研究生课程育人能力。组织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思

政教学能力培训，34 名教师达到学习要求；积极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建设交流会

等专项学习活动 2 次，参与教师总数 30 人。在思政课程方面，学位点专职辅导员教师

的《大学新生生涯导航课》开课 2 人，《创业沙盘游戏》开课 1 人，《形势与政策课》开

课 2 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课 2 人。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2024 年荣获第三届上海高校资助育人典型案例二等奖、上海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

保护工作调研成果优胜奖、“专业与生涯教育融合”教改项目 1 项，立项东华大学高水

平德育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1 项、校思想政治研究会课题 2 项、校友会重点项目 1 项、

就业专项课题 1 项、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课题 1 项、上海市党的建设研究

会课题 2 项。结项教育部就业供需项目 1 项、上海市共青团青年课题 1 项。指导全

国大学生办公软件技能大赛一等奖 1 项。 

2024 年东华大学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二等奖。录制“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教育强

国”示范微党课，携本作品参与 2024 东华大学师德讲演活动获二等奖。参与第六期上

海高校院系级团干部培训班。主持立项 2024年度东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 1项。

博文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寻找“青年有为”的成长密码被梦想的声音收录。指导

学生摄影作品《平凡的日子也泛光》获得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和全国高校网络

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优秀推荐作品。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招生和学位授予 

博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名称 项目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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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招生人数 24 

全日制招生人数 2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0 

招录学生中硕博连读人数 10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4 

分流淘汰人数 0 

授予学位人数 18 

 

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名称 项目 2024 年 

控制科学与工程 

研究生招生人数 49 

全日制招生人数 49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21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28 

授予学位人数 46 

 

（二）师资队伍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依照学校印发《东华大

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修订）》《东华大学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

法》《东华大学教师师德规范》，并将师德建设情况纳入学校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

对基层党组织的巡察观测点，严格落实师德第一标准，实行师德违规情况报告制度，建

立二级单位师德建设工作信息报告制度，为健全师德建设提供长效机制保障。学位点近

年来荣获：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1 人、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 3 人、教育部骨

干教师 1 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上海市五四奖章获得者 1 人、宝钢优秀教师

奖 1 人、上海市育才奖 1 人、桑麻奖 5 人、天祥奖 1 人、政府特殊津贴 1 人。 

 

2.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专任教师情况（博士点）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兼职

博导

人数 

25 岁

及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7 0 0 5 8 4 17 0 17 17 14 

副高级 22 0 2 16 4 0 22 0 2 22 17 

中级 14 0 9 3 2 0 14 0 0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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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3 0 11 24 14 4 53 0 19 47 44 

 

专任教师情况（硕士点）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非

本单位授予

的人数 

兼职

硕导

人数 

25 岁

及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7 0 0 5 8 4 17 0 17 17 14 

副高级 22 0 2 16 4 0 22 0 2 22 17 

中级 14 0 9 3 2 0 14 0 0 8 13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3 0 11 24 14 4 53 0 19 47 44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授权点各二级学科的学位专业课程、主要专业选修课、面向学生层次及主讲

教师。 

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与学分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限 500 字） 

授课语

言 

1 

智能系统与

控制前沿技

术 

必修课 2 龚涛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基本概

念，突出基础性和

逻辑性；理解智能

系统的基础理论、

方法和设计技术；

掌握智能控制的

基础理论、方法和

设计技术。 

中文 

2 
论文写作与

学术规范 
选修课 1 刘洋 

本课程主要普及

学术论文写作规

范与学术道德规

范；学习学术期

刊、会议投稿基础

知识；掌握 Word、

Latex等论文常用

写作工具。 

中文 

3 

智能感知与

大数据分析

专题 

选修课 2 郝矿荣 

掌握模式识别和

图像处理的先进

算法和系统设计。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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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重点掌握贝

叶斯判别的理论、

Fisher准则、近邻

法、支持向量机理

论等模式识别理

论在图像处理、机

器视觉以及生物

识别、机器人视觉

伺服中的应用；掌

握相关特征选择

和优化的前沿理

论和应用。 

4 

计算机技术

与系统前沿

专题 

选修课 2 赵曙光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以讲授与讨论

相结合的方式，研

讨与控制科学与

工程等学科、专业

密切相关的，计算

机技术与系统方

面主要的新理论、

新方法、新技术，

以帮助学生了解

相关领域、方向的

研究、应用的新动

态、新进展，包括

新理论、新方法、

新应用，从而拓宽

知识面和研究思

路，为开展相关研

究打下初步基础。 

中文 

5 

 复杂系

统建模理论

与技术专题 

选修课 2 王直杰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系统建模

及系统辨识的基

础理论和基本方

法；基于 MATLAB

的系统仿真原理

和技术。掌握系统

辨识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尤其利用

含噪声的观测数

据建立系统数学

模型的理论和方

法 ； 掌 握 运 用

MATLAB 进行计算

机仿真，模型校验

以及系统分析与

设计。 

中文 

6 模式识别原 必修课 2 黄荣 通过课程的学习，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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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技术 掌握统计模式识

别方法中的特征

提取和分类决策；

掌握特征提取和

选择的准则和算

法；掌握监督学习

的原理以及分类

器的设计方法。设

计算法实现数据

清洗和特征提取

的能力；设计分类

器的能力；设计算

法训练和测试分

类器的能力。 

7 
现代检测理

论与技术 
必修课 2 陆康迪 

本课程主要介绍

微计算机／微处

理器式智能传感

器系统实现的思

路与方法；掌握传

感器方面的相关

知识。培养控制科

学与工程方向的

研究生对智能传

感器研究和设计

能力；培养控制科

学与工程方向的

研究生解决传感

器方面所遇到的

实际问题。 

中文 

8 
最优控制与

状态估计 
必修课 2 陈红委 

最优控制是系统

设计的一种重要

方法，其研究的中

心问题是根据控

制对象的动态特

性选择容许控制，

使得被控对象按

照技术要求运转，

同时性能指标达

到最优值。 

中文 

9 
现代控制理

论 
必修课 2 荣智海 

现代控制理论是

在 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迅速兴起

的空间技术的推

动下发展起来的。

空间技术的发展

迫切要求建立新

的控制原理，以解

决诸如把宇宙火

中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7%E5%AE%99%E7%81%AB%E7%A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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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和人造卫星用

最少燃料或最短

时间准确地发射

到预定轨道一类

的控制问题 

10 矩阵论 必修课 2 谢世杰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矩

阵理论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运算，全面了解

若干特殊矩阵的

标准形及其基本

性质，了解近代矩

阵理论中十分活

跃的若干分支，为

研究系统与控制

理论打下坚实的

基础，此外还可以

对国家经济发展

中的一些问题（比

如经济学模型）进

行探索。 

中文 

11 
智能系统与

控制 
必修课 2 龚涛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基本概

念，突出基础性和

逻辑性；理解智能

系统的基础理论、

方法和设计技术；

掌握智能控制的

基础理论、方法和

设计技术。 

中文 

12 
先进控制技

术 
选修课 2 任正云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熟悉重大流程

工业常见的控制

理论与方法: 内

模控制、模型预测

控制、预测函数控

制、智能控制方法

（包括模糊控制、

神经网络控制和

专家控制）、预测

PI 控制； 理论联

系实际，将控制理

论与石油化工、钢

铁、冶金、制药、

造纸、航天、化纤

等国家支柱产业

中复杂对象的控

中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7%E5%AE%99%E7%81%AB%E7%AE%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9%80%A0%E5%8D%AB%E6%98%9F/2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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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问题密切结合。

增强学生对工业

模型的理解，树立

工业模型简单化、

实用化的思想，抓

住工业模型的本

质特征；将控制理

论与方法工程化

实现的基本原则

与方法，增强学生

的实践能力；提高

学生实施先进控

制项目的全局意

识，了解各个工业

过程的基本流程，

掌握数学、控制理

论、计算机编程等

综合能力。 

13 

 

自主智能系

统 

 

选修课 

 

2 

 

吴乃龙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基本概

念，突出基础性和

前沿性；主要围绕

自主与感知、协同

与群智的基础理

论和基本方法；基

于计算机语言的

数值仿真和实物

实验的原理与技

术。 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有明显的

应用场景和物理

概念；掌握自主机

器人的感知、定位

及导航技术和多

自主体系统群集

控制的基本原理

与方法；掌握运用

MATLAB 进行计算

机仿真、运用 SLAM

进行制图。 

中文 

14 
应用泛函分

析 
选修课 2 谢世杰 

泛函分析是研究

无限维线性空间

上的映射与算子

的理论的一门分

析数学。它是定量

地研究诸如连续

介质力学、电磁场

理论、系统与控制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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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等一类具有

无穷多自由度的

物理系统的有力

工具。 

15 
系统建模与

仿真技术 
选修课 2 索婧慧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基本概

念，突出基础性和

逻辑性；系统建

模，主要是系统辨

识的基础理论和

基本方法； 基于

MATLAB 的系统仿

真原理和技术。强

调理论联系实际，

有明显的应用背

景和清晰的物理

概念；掌握系统辨

识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尤其利用含

噪声的观测数据

建立系统数学模

型的理论和方法；

掌握运用 MATLAB

进行计算机仿真，

模型校验以及系

统分析与设计。 

中文 

16 
系统工程与

决策分析 
选修课 2 王晓峰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理解系统的含

义及其基本思想；

熟悉系统工程方

法论；理解系统模

型的定义、特征与

分类；了解系统模

型对于解决系统

工程问题的作用；

理解系统优化的

基础及应用方法；

掌握线性及非线

性规划问题的基

本概念与内涵；动

态规划的建模与

求解；理解系统优

化的基础及应用

方法；掌握线性及

非线性规划问题

的基本概念与内

涵；动态规划的建

模与求解；理解系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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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仿真的内涵，了

解系统仿真的分

类，掌握系统动力

学仿真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步骤；理

解系统评价的概

念、重要性和复杂

性；掌握系统评价

的原则和步骤。 

17 
工业控制网

络 
选修课 2 杨业凯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熟悉工业控制

网络的特征，掌握

工业控制网络的

基本组成、具体应

用；掌握现场总线

技术以及最近几

年发展的新技术

及未来的发展趋

势能力层面。结合

具体的行业背景，

对自动化及其相

关领域的复杂工

况进行分析，设计

相关的工业控制

系统；合理设计技

术路线，选用相关

PLC模块和电气设

备进行整体方案

设计，设计人机交

互界面、分析与解

释数据，并通过综

合分析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现代

工具应用能力，掌

握西门子软件开

发 工 具 TIA 

PORTAL，进行设

计、调试和分析。 

中文 

18 
数据分析与

机器学习 
选修课 2 李大威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介绍机器学习

的种类、常见的机

器学习任务、流行

的机器学习算法； 

讲解当前流行的

数据分析方法论

与机器学习算法

的核心理论知识；

以大量的工程实

中文 



 11 

例和项目经验讲

述理论的应用；使

学生具备初步的

机器学习算法设

计的能力；使学生

初步具备互联网

企业项目的设计

和管理能力；使学

生具备对科研问

题的凝练、思考、

以及提出解决方

案的实际能力。并

且通过几次项目

编程大作业锻炼

学生的多平台编

程能力。 

19 
机器视觉模

型与算法 
选修课 2 周树波 

在本科生的教学

基础上，课程重点

在于图像的处理

与分析，要求掌

握：图像在空域与

频域的平滑锐化

增强处理；彩色空

间和彩色图像处

理；数学形态学与

二值图像的数学

形态学运算；图像

简单几何性质的

描述与变换；形状

描述与形状分析；

图像分割和特征

提取中的分割技

术；图像的表示与

描述；图像特征提

取。使学生能够利

用本课程所学的

知识对所研究课

题的图像进行分

析处理。 

中文 

20 
机器人控制

技术 
选修课 2 刘华山 

本课程是为电气

工程、控制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下

属专业开设的必

修课，要求学生已

具备微积分、线性

代数、现代控制理

论、自动控制原

理、电机及拖动基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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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等相关课程学

习基础。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重点掌

握机器人运动学

和动力学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技术

应用手段，培养学

生独立解决机器

人系统实际工程

应用中所涉及控

制问题的能力。 

 

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奖项类型 奖项等级 成果完成人 
单位署名次

序 

完成人署

名次序 
获奖时间 

1        

2        

……        

 

（四）导师指导 

1.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文件指导精神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活

动，高质量完成学位论文，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定期对导师进行督察，定期组

织研究生座谈会考核导师职责履行情况。对于不能履行导师职责、责任心不强、难以保

证研究生培养经费和质量的导师，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招生等处罚，严重者

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同时，大力优化导师队伍结构、提高导师队伍的质量，以适

应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和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需要，满足学科建设和凝练学科方

向的需要、改善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和培养扶持新的学科（学

术）带头人的需要。 

2.导师培训情况 

导师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人次 主办单位 备注 

1 

2023 年第十一

期新任教师教学

能力培训 

2024-01-09 2 
东华大学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 
 

2 
寒假教师研修专

题培训 
2024-03-31 35 

东华大学教务

处 
 

3 
上海高校新聘研

究生导师培训 
2024-08-29 1 

上海市学位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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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暑期教师研修专

题培训 
2024-09-30 35 

东华大学教务

处 
 

5 

新教师培训（人

工智能如何赋能

课程建设） 

2024-10-15 1 
东华大学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 
 

6 

2024 年第十二

期新任教师教学

能力培训 

2024-10-22 1 
东华大学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 
 

7 

上海高校研究生

导师产教融合专

题培训班 

2024-11-09 1 
上海长三角技

术创新研究院 
 

8 
新教职工师德师

风专题培训 
2024-12-10 2 

东华大学人事

处 
 

其他 

本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全面落实导师是立德

树人第一责任人制度。以《东华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工作管理实施办法》

为指导，持续提升导师的思想道德水平与业务能力，并加强指导过程监督。

按照“‘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的标准，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打造“崇德讲堂”师德建设品牌，形成品牌集聚效应。坚持示范引

领，以典型宣传筑牢师德激励，优化师德建设体系，形成师德养成生态，厚

植“传得开、留得下”的师道文化。 

 

（五）学术训练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 字） 

1 科学精神和

大学生自我

发展主题宣

讲 

宣讲会 70 

在研究生党支部中开展主

题宣讲，围绕研究生的学术

道德规范、科学精神、科学

态度和创新等。 

2 
研究生学术

道德规范专

题报告 

报告会 248 

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由学

院研究生教学副院长面向

全体研究生开展科学道德

规范讲座。 

3 
论文写作与

学术规范 
报告会 248 

讲述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选

题、署名、引言、方法、实

验、结论、参考文献等。 

4 “智”创未

来 筑梦同行

—— 校 友 学

报告会 97 
信息学院工业自动化 95 级

校友，上市公司声通科技创

始人兼董事长汤敬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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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高峰论坛 为学院研究生带来一场人

工智能领域的讲座。 

5 

职业规划讲

座 
讲座 248 

邀请华东理工大学学生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盖

均超老师开展讲座，他也是

职业发展教育教研室负责

人，为研究生做职业规划讲

座。 

6 科学道德与

学风建设宣

讲报告会 

报告会 248 

学校层面安排面向全体研

究生新生的科学道德和学

术规范讲座。 

7 2024 年信息

学院学风建

设大会 

报告会 248 
表彰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

得者，交流学科科研经验。 

8 研究生科学

素养概论课 
课程 248 

学校给全体研究生设置的

公共必修课。 

9 
研究生学术

道德规范主

题班会 

班会 248 

以视频、座谈讨论等形式引

导研究生规范学术行为，了

解科研工作的任务和要求，

加强科学道德素养。 

10 
创信咖啡—

—学术道德

与诚信 

朋辈交流 248 

以新媒体传播形式，邀请研

究生学长围绕学术道德和

诚信主题分享对学术道德

和学术诚信的理解。 

其他 构建学术不端内控预防机制，完善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机制。学校制定了

《东华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规定》，对学位论文“双

盲”评审抽检对象、流程和异议论文处理做了明确的规定。与权威第三方机

构展开合作，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抽检；邀请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

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生教育以及行业专家等对学位

授权点和培养过程开展诊断式评估和检查；以退休博士生导师为主要力量，

组建研究生教育督导组作为第三方监督组织，对日常教学活动、各项教学环

节、学位论文、教学档案等方面开展全方面监督，规范校内教学与学术秩序。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梁小雪 

数据驱动控

制与学习系

统会议 

工业系统的

协变量漂移

下的预测问

题 

2024-05 中国-开封 

2 李海剑 
Internatio

nal 

A Semi-

Nested 
2024-05 中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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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Autonomous 

Systems 

Point 

Cloud 

Autoencode

r for 

Solder  

Joint 

Inspection 

 

3 肖燕 

LREC-

COLING 

2024 

Federated 

Document-

Level 

Biomedical 

Relation 

Extraction 

with 

Localized 

Context 

Contrast 

2024-05 线上 

4 肖燕 DOCS2024 

A 

personaliz

ed 

federated 

framework 

for 

document-

level 

biomedical 

relation 

extraction 

2024-08 中国-杭州 

5 葛国伟 

LREC-

COLING 

2024 

IDC: Boost 

Text-to-

image 

Retrieval 

via 

Indirect 

and Direct 

Connection

s 

2024-05 线上 

6 张晶 

2024 IEEE 

Internatio

nal 

Symposi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SCAS2024

) 

Cooperativ

e 

emergence 

in 

structured 

population

s mixed 

with 

imitation 

and 

2024-05 新加坡-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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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ation 

learning 

dynamics 

7 王晨曦 

中国自动化

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年

会 

Data-

Driven 

Control of 

Networked 

Systems 

with 

Quantized 

Measuremen

ts Under 

Try-Once-

Discard 

Protocols 

2024-06 中国-大连 

8 李娜 

中国自动化

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年

会 

Fusion 

Estimation 

for 

Networked 

Systems 

Subject to 

Transmissi

on Energy 

Constraint

s 

2024-06 中国-大连 

9 李娜 

第二届应用

统计、建模

与先进算法

国际学术会

议 

Multi-

Sensor 

Fusion 

Estimation 

Subject to 

Random 

Sensor 

Failures 

under 

Binary 

Encoding 

Scheme: A 

Federated-

Filtering-

Based 

Method 

2024-09 中国-哈尔滨 

10 张愈岽峰 

Sixteenth 

Internatio

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Graph 

convolutio

nal 

network 

for 

labeling 

organs on 

2024-05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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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IP 

2024) 

plant 

point 

clouds 

11 郭玉刚 NCAA2024 

Skeleton-

Based 

Point 

Cloud 

Sampling 

and its 

Facilitati

on to 

Classifica

tion 

2024-07  

12 曹广浩 

2024 

Internatio

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Robotics, 

Contro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

ce 

Rheologica

l 

Properties 

Prediction 

of Carbon 

Fiber 

Spinning 

Solution 

based on 

Physics-

informed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2024-12 线上 

13 王丹妮 

The 6th 

Internatio

nal 

Conference 

on Data-

driven 

Optimizati

on of 

Complex 

Systems 

An 

Ensemble 

Electromet

allurgical 

Load 

Forecastin

g Method 

Based on 

Hierarchic

al 

Parameter 

Optimizati

on 

2024-08 中国-杭州 

14 李骄阳 

The 35th 

Chinese 

Process 

Control 

Conference 

(CPCC) 

Model-

based 

formation 

control 

for multi-

agent 

systems 

with 

2024-06 中国-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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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ent-

triggered 

mechanism 

under 

denial-of-

service 

attacks 

15 吴朵 

 Internati

onal 

Symposium 

on 

Autonomous 

Systems 

(ISAS) 

Backdoor 

Attack 

Based on 

Privacy 

Inference 

against 

Federated 

Learning 

2024-05 中国-重庆 

16 乐文涛 

第 39 届中

国自动化学

会青年学术

年会 

Finite 

horizon 

H∞ state 

estimation 

with 

packet 

losses 

over half-

duplex 

relay 

networks : 

handling 

amplify-

and-

forward 

protocol 

2024-06 中国-大连 

17 孙洁 

Proceeding

s of the 

12th IFAC 

Symposium 

on Fault 

Detection, 

Supervisio

n and 

Safety for 

Technical 

Processes 

An 

approach 

to secret 

sharing 

based 

secure 

remote 

monitoring 

2024-06 意大利-费拉拉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1055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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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养质量 

1.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1）学位论文质量制度保障：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上海市学位办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学校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进行全流程监控，每个环节均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

执行，如学校明确规定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有一定的技术难

度或理论深度，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

现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位论文按统一的格式规范执行。具体措施如下： 

（a）在学期之初和学院会议上，学院领导对全体师生积极进行学术道德宣传，努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全体师生严明学术。 

（b）研究生需先进行预答辩，不通过者将进行二次预答辩，再不通过者将延期毕

业，以建立良好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c）采用导师、系（研究生指导小组）和学院（教授委员会）三级监督制，发送论

文要求和优秀毕业论文作为参考；采用交叉评阅方式。 

（d）开展“在职导师学生培养研讨会”，请优秀导师讲授学生培养经验，加强导师

队伍建设，提高对学生培养、学位论文质量的要求。 

（e）一旦发现有作假行为，学院将按照《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通过入学教育、宣讲会、学院会议等形式进行学术道德宣传，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育

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对研究生在正式答辩前进行预答辩流程，规范了学位论

文书写格式，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2）学位申请过程严格监管： 

论文写作过程包括论文开题、中期检查、双盲评审、专家评阅和论文答辩等五个阶

段。论文开题阶段需制作完整的开题报告书，对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研

究的重点与可能的创新或突破、主要研究思路，主要参考文献，写作与研究计划等问题

作较全面的反映。并公开举行开题报告会，由校内外专家对论文写作给出进一步的指导

和意见。开题通过后 3-6 个月，开展中期检查，主要检查学业完成情况、控制论文的进

度以及解决论文初稿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中期检查后，论文送校外专家进行双盲评审，

返回通过进入专家评阅和论文答辩环节。其中盲审的评判标准如下：大于等于 90：优秀；

大于等于 75：良好；大于等于 60：合格；小于 60：不合格。2024 年度的博士学位论文

盲审抽检 18 人，通过 18 人。2024 年度的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抽检 7 人，通过 7 人。学位

点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良好。 

 

2.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 

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奖项名称 
获奖

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1 

  第二十

一届中国

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

赛三等奖 

D 题 三等奖 2024 

中国研究

生数学建

模竞赛组

织委员会 

政府 赵博文 

2 

第三届高

校电气电

子工程创

工业

园区

光储

省赛三等

奖 
2024 

中国电工

技术学会 
学会 吴雪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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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赛 微电

网的

规划

与设

计 

3 

第十九届

“挑战

杯”全国

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

赛 2024

年度“揭

榜挂帅”

专项赛 

新能

源汽

车电

池故

障智

能分

析及

提前

预警

研究 

一等奖 2024 

共青团中

央、中国

科协、教

育部、中

国社科

院、全国

学联联合

主办 

政府 
尹智渤 马

天 张紫薇 

4 

第二十一

届研究生

数学建模

竞赛国家

二等奖 

无 二等奖 2024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

会、中国

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

心 

学会 

刘建龙、翁

若昊、曹志

波 

5 

“华为

杯”第六

届中国研

究生人工

智能创新

大赛 

AR 环

境下

的半

监督

点云

标注

系统 

三等奖 2024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

会、中国

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

心 

学会 

王战将、黄

佳丽、李廷

志成 

6 

“华为

杯”第二

十一届中

国研究生

数学建模

竞赛 

 二等奖 2024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

会、中国

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

心 

学会 

王战将、黄

佳丽、李廷

志成 

7 

第十四届

“挑战

杯”上海

市大学生

创业计划

竞赛 

量子

“密

”语

卫士

—连

续变

量量

子密

钥分

发后

处理

设备

上海市银

奖 
2024 

共青团上

海市委员

会、上海

市教育委

员会、上

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

会保障

局、上海

市科学技

术协会、

上海市学

政府 

晋泽媛、孙

嘉潞、陈

勇、程昊、

田恩丞、吴

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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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者 

生联合会 

8 

华为杯”

第二十一

届中国研

究生数学

建模竞赛 

大数

据驱

动的

地理

综合

问题

研究  

全国三等

奖 
2024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

会、中国

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

心主办，

山东大学

承办、中

共济南市

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

联合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

会、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

心 

葛红丽、莘

炀斌、赵博

文 

9 

第三届高

校电气电

子工程创

新大赛 

工业

园区

光储

微电

网的

规划

与设

计 

上海市省

赛三等奖 
2024 

中国电工

协会 

中国电工协会

主办、施耐德

电气冠名 

韩玉蓉 

 

（八）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 

博士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全日制 

博士 
0 11 1 0 0 0 1 0 0 0 0 0 0 

 

硕士毕业生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

疗

卫

生

单

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其

他 

全日制 0 0 0 0 0 1 20 21 4 0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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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非全日

制硕士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本年度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在研项目情况。 

纵向、横向到校科研经费数 

年度 
数量（万元） 

纵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 

2024 394.98 629.27 

地方政府投入超过 500 万的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入单位名称 

项目经费（万

元） 
立项时间 

项目起止年月 

项目起

始年月 

项目终

止年月 

1      

 

（二）支撑平台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序号 
平台名

称 

平台级

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字内） 

1 

数字化

纺织服

装技术 

教育部

工程研

究中心 

服务于纺织纤维的智能设计与生产优化控制、纺织

织物的智能制造、服装智能化设计与电子商务方面

的人才培养。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4 项，为合作企业

新增产值超 10 亿。 

2 

纺织智

能制造

与机器

人重点

实验室 

纺织行

业重点

实验室 

服务于智能制造中的互联互通技术、数据处理技

术、机器人集成技术、纺织制造的离散性与连续性

混合制造模式技术等方面的人才培养。获得发明专

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培养了硕博研究生 50 余

名。 

3 

信息与

控制上

海市级

实验教

上海市

级平台 

中心现有固定资产 5600余万元，总面积约 4000平

方米。与西门子、施耐德等著名企业建立了校企联

合实验室，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倡导高水平科研

成果反哺实验教学与科研创新理念深度融合的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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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示范

中心 

环境。 

4 

上海工

业大数

据与智

能系统

工程技

术研究

中心 

上海市

级平台 

中心立足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的区位优势，开展工

业大数据智能技术、机器学习及工业应用技术、机

器人与智能系统技术等使能技术和应用的研发，构

建面向重点行业的工业智能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与公

共服务平台。 

5 

工业智

能制造

与机器

人实验

平台 

校内平

台 

服务于智能制造系统设计、机器人协同控制算法开

发、数据驱动故障诊断方面的人才培养。支撑 6 项

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产出 20 余篇高水平论文，

年均使用机时约 800 人时，培养了硕博研究生 20 余

名。 

6 

智能感

知与 

无人系

统开发

平台 

校内平

台 

服务于无人机、无人车，以及空天地一体化无人系

统研制、开发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支撑 6 项国家/省

部级科研项目，产出 20 余篇高水平论文，年均使用

机时约 600 人时，培养了硕博研究生 30 余名。 

7 

物联网

实验平

台 

校内平

台 

服务于物信息感知、传输、综合、处理与施效等方

面的人才培养，并为物联网技术、工业物联网原理

与技术等课程提供了综合实践平台。年均使用机时

约 600 人时，培养了硕博士研究生 20 余名。 

8 

高性能

计算 

服务实

验平台 

校内平

台 

服务于深度强化学习算法、织物质量监测、服装智

能检索、搭配、推荐与定制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支

撑 10 余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产出 20 余篇高水

平论文，年均使用机时约 400 人时，培养了硕博研

究生 50 余名。 

 

（三）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奖助学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1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136.8 196 

2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191.6 190 

3 
研究生国家

奖学金 

奖学金 
13 5 

4 

综合奖学金

和社会工作

（活动）奖

学金 

奖学金 

3.3 14 

5 
其他社会奖

学金 

奖学金 
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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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本学位点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等

方面的贡献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一贯坚持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创新人才”为培养定位，始终非常重视

对学生创新意识的挖掘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进入国家重点企业、

重点科研单位工作，成为行业中的重要技术力量。毕业生中到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

营企业的学生比例逐年提高。学院重视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围绕自动化、人工智能、纺

织行业的特色和专业优势，努力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 

突破并成功推广了涤纶长丝工艺优化与控制关键技术。提出了国内领先的纤维熔体

直纺全流程智能感知、监测、评估、优化控制的新理论与方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成果在“民营企业五百强”福建百宏集团等企业成功应用。  

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时尚设计，服务纺织服装产业升级。面向纺织时尚行业开发了

基于人工智能的检测、设计、推荐技术，助力产业升级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创立了

“时尚与纺织人工智能联盟”并每年举办国际会议。 

突破面向风电的机网柔化控制关键技术，践行国家绿色能源发展大计。提出兼顾机

组载荷柔性化与电网友好性的暂态控制技术，大幅提升了机组的暂态可控性。成果在上

海电气、南瑞科技、运达和华锐等企业实现主控设备产业化。 

 

六、改进措施 

下一步改进思路和具体措施： 

本学位点已形成了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形成了有效的制度

保障，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梳理本学位点近些年的发展，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中还

存在薄弱环节和有待改进之处，具体包括： 

（1）学术交流质量有待进一步增加，加大投入力度，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双语教学，

提升研究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特别是在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 

（2）生源质量须进一步提升，报录比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学位点相关教职员工同

心同力，共同谋划，做好内涵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本学位点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3）校企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巩固现有企业资源，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合

力，共同塑造校企双赢的人才培养模式。 

（4）生师比偏高，师资队伍需要进一步壮大，工程素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

方面学院拟积极聘请资深业界人士参与到控制科学与工程的实训教学过程中，邀请行业

企业的专家充实学校师资队伍；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校内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工

程素养，为培养复合型控制科学人才储备力量，努力打造一支理论水平高、工程能力强

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