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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始于 1951 年建校之初的纺织机械专业，1981 年获首批博士学位授

予权，2003 年获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先后培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原

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刘珩、许坤元等杰出人才，为我国机械工业特别是纺织机械工

业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位点坚持“立德树人、师德为先”，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

教师自我约束”的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工作机制，营造良好的师德师风氛围。以“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世界科技前沿、行业产业经济主战场及新兴交叉研究”为导向，

形成高端纺织装备、先进制造工艺与装备和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等三个特色且稳定

的研究方向。

学位点坚持引育并举，由孙以泽和谭建荣两位院士指导建设，现有专任教师

86 人，博导 13 人，正高级教师 24 人，45 岁以下教师占 41 人，均有工程实践经

验，建立了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丰富科研经历的优秀师资队伍。

学位点积极建立和拓展校企联合培养体系，与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科院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的等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推动学位点研究生与国家重大产业

基础技术攻关，提高学生解决基础科研能力和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学位点构建了研究生全流程培养过程全闭环管控机制，对学生论文的开题、

中期检查、校外盲审、论文答辩等全过程进行监控，建立健全合理的论文评价体

系，完善外审制度，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各二级学科简介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每个学科方向限 300 字）

高端纺织装备

与系统

融合纤维介质流体力学、纤维新材料纺织装备设计、纺织复合材料轻量化装

备结构强度设计、复杂机械系统动力学、光机电一体化协同控制技术为一体，

以纺织装备整机的设计-制造-小试为突破口，重点创新国家战略高端纺织装

备或特种纺织装备。



2

机电系统智能

检测与控制

融合机电系统多单元协同智能检测与控制、大规模智能群控及优化驱动控制

技术、微特电机、纺织专用仪器与传感器，面向纺织机械成套装备制造产业

的智能检测与控制关键共性问题，提供创新技术解决方案与服务。

高性能制造工

艺与装备

聚焦纺织装备中高性能关重专件的成型制造与工艺加工技术共性难题，为切

入点，实现绿色近净成型制造方法、表面改性及强化工艺、超高速磨削机理

与高性能加工、激光增材制造等理论与技术重大突破。

纺织智能制造

与机器人技术

融合大数据驱动下的智能制造系统集成优化理论与虚实融合技术、数字赋能

智能化工厂技术、纺织专用机器人辅助作业规划、纺织生产系统故障诊断及

智能预测维护、纺织工业互联网智能仓储物联技术等研究，形成可推广的纺

织制造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

微纳机电系统

融合机械、材料、物理、微电子、光电等学科，聚焦微纳制造与摩擦精准调

控、微纳传感器设计与制造、微纳智能制造系统物性调控、微器件热扩散管

理工程等方面开展交叉研究，对接国家集成电路微纳传感器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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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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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参与教师总数 86 人；3 门研

究生专业课程获得上海市和学校课程思政类研究生课程建设立项建设。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

政治素养，具有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级人才。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宽

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综合运用机械工程学科的理论、方法

和技术手段，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并独立分析、解决前沿科学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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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学科前沿的综合视野；硕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坚实的

机械科学与工程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学科前沿动态，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

解决机械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生产实际问题，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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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程

研究生招生人数 30

全日制招生人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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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23

分流淘汰人数 0

授予学位人数 13

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名称 项目 2024年

机械工程

研究生招生人数 271

全日制招生人数 271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45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226

授予学位人数 97

（二）师资队伍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机械工程学院党委就师德师风工作开展专题研讨，进一步细化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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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在“管、学、导、育、领”上下功夫，制定《机械工程学院教工综合

表现评价表》、《机械工程学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实施办法》，举办“师说·弘

扬教育家精神”大讨论、师德师风警示教育大会、研究生教学质量研讨培训会、

导师工作会议等，将师德师风教育与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文化建设、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结合起来。学院党委积极倡导广大教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做有组织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学院

师生围绕高端织造装备中的“卡脖子”和短板问题，在高端机织、针织和编织装

备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为冬奥会“飞扬”火炬做出重要贡献；持续服务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对国家会展中心的标识导向系统进行优化和升级。学院自 2018

年先行先试构建“领雁”导师工程以来，不断发挥“四位一体”导师作用，指导

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等各类科技竞赛和

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千余项个人和集体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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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 0 4 16 4 23 1 18 17 0

副高级 48 0 5 20 23 0 44 4 6 30 0

中级 14 0 7 5 2 0 11 3 0 11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86 0 12 29 41 4 78 8 24 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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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0 0 4 16 4 23 1 24 17 0

副高级 48 0 5 20 23 0 44 4 48 30 0

中级 14 0 7 5 2 0 11 3 12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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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86 0 12 29 41 4 78 8 84 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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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工

程前沿

必修

课
2 张洁

本课程是机械工程博士研究生必修的专业课程。讲授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以及纺织机械领域

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最新技术发展，帮助学生树立牢

固的专业思想，明确学习目的，激励学生的学习本专

业课程的积极性

汉

语

2

高性能

制造理

论与技

术

选修

课
2 胡俊

本课程是机械工程博士研究生选修专业课，主要是以

制造机械产品所涉及的相关技术为主线，以保证产品

质量、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制造成本为目标的一项集

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综合性技术，帮助学生掌握机械

制造技术的基本理论、工艺方法、机床工作原理、制

造质量概念及其控制方法、现代制造模式及其发展趋

势

汉

语

3

机械工

程领域

专业

（行

业）前

沿进展

必修

课
2 王静

从当前国内外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制造装备技

术、制造加工、工程材料三部分来展开本课程教学，

课程分为五大单元，贯穿高性能制造、机电控制与传

感、智能制造技术、摩擦学前沿和先进润滑、以及纳

米材料与航空材料。

汉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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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属强

化理论

与工艺

选修

课
2

朱世

根

在简要介绍金属材料的主要先进成型加工方法的基

础上，着重介绍成型过程产生的残余应力及其消除原

理，最终实现材料的强化。内容涉及先进成型、强化

方法，特别注重金属成型过程产生的残余应力及其消

除方法。

汉

语

5
先进成

形技术

选修

课
2 丁浩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金属材料成形方法的工艺特

点，技术关键，以及对金属材料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汉

语

6

机电智

能控制

工程

选修

课
2

孙以

泽

了解机电智能控制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学习经典和

现代智能控制方法，掌握机电智能控制系统设计方法

汉

语

7
机器人

学

选修

课
2 孟婥

获得机器人的基本知识，掌握机器人研究的一般方

法；了解机器人技术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中的地位和作

用，掌握机器人控制和应

汉

语

8
智能制

造系统

必修

课
2

吕佑

龙

了解智能制造系统的发展历程、主要模式与前沿趋

势；掌握智能制造系统的基本组成、体系架构与典型

场景；掌握并运用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工业智

能、数字孪生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汉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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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微纳制

造及微

纳机电

系统

选修

课
2

彭倚

天

本课程介绍以集成电路加工技术为基础的硅基微加

工技术，简要介绍微驱动器和微传感器和微器件的设

计、制造封装技术。课程面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放

设立。

汉

语

1

0

弹性力

学基础

必修

课
2

岳晓

丽

研究物体（固体）的弹性变形行为，即在力和温度等

外部因素作用下发生弹性变形时的应力和应变分布

规律；为粘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等复杂固定力学学习

奠定理论基础

汉

语

1

1

现代设

计方法

必修

课
2

王生

泽

了解广义设计领域中普遍运用的科学技术方法及设

计规律；明晰现代设计方法发展概况，熟悉主要常用

现代设计方法；掌握动态分析设计法、优化设计法和

可靠性设计法，并可合适运用。

汉

语

1

2

论文写

作指导

必修

课
1 徐洋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讲授，包括：中文小论文撰写指导、

英文小论文撰写指导、大论文撰写及构思、大论文撰

写格式及规范。

汉

语

1

3

现代成

型技术

必修

课
2

孔永

华

课程主要传授各种现代成形技术方法和规律性，以及

在机械制造中的应用和相互联系，涵盖了机械制造技

术、材料科学、现代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内容。

汉

语



8

1

4

机构分

析与设

计

选修

课
2

孙志

宏

复数矢量法、矩阵理论等；机构的组成原理；基于运

动链的创新设计原理

汉

语

1

5

有限元

素法

选修

课
2

陈慧

敏

了解有限元素法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概念。掌握结构

静力学分析、结构动力学分析和非线性分析。了解疲

劳、断裂、碰撞和优化分析的一般过程。

汉

语

1

6

高性能

制造工

艺

选修

课
2

李康

妹

了解高性能制造技术发展趋势和主要研究方向；掌握

激光精细加工工艺的分类、机理、特点与工业应用；

掌握高精度磨削工艺的理论方法、装备、加工质量检

测方法

汉

语

1

7

制造装

备设计

与控制

选修

课
2

王庆

霞

掌握制造装备设计理论及方法；掌握制造装备控制技

术及方法；掌握制造装备设计与控制的最新发展。

汉

语

1

8

嵌入式

系统设

计与应

用

选修

课
2

李慧

敏

课程围绕目前流行的 32 位 ARM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的 STM32 系列），深入浅出地讲述：

嵌入式系统的概念；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组成；嵌入

式系统的开发设计方法以及μC/OS-II 嵌入式操作

系统基础

汉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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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机电系

统设计

与控制

选修

课
2 徐洋

了解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控制方法分类

及原理；学习机电系统的基本构成、与系统设计相关

的建模方法；能够进行机电系统综合性能分析

汉

语

2

0

现代表

面工程

技术

选修

课
2 狄平

本课程在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及材料力学性

能等课程的基础上，系统介绍材料表面工程技术的理

论和各种表面工程技术的加工方法及应用领域。

汉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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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2

……

（四）导师指导

1.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师德建设工作小组积极落实师德教育、宣传、考核、监督、激励、惩处等事

项。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专题培训、承诺践诺活动,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在教师准

入、年度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聘、推优评先、人才（项目）申报、研究生导

师遴选、表彰奖励等工作中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度，对有师德师风失范

行为或苗头性问题及时按照规定进行处置或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以“机电智能

装备技术与系统学科”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立德树人初心，不忘科技报国使命为

典型，引导教师做“四有”好教师，开展先进典型人物评选活动，如“优秀共产

党员”、“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以评促教、以评促学，推进教学质量提升，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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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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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寒假教师

研修
2024-01-16 72 党委教师工作部

2
师德集中学习教

育
2024-02-28 1 党委教师工作部

3
2024 年高校教师

研修
2024-03-01 30 党委教师工作部

4
研究生导师上岗

培训
2024-6-11 70

东华大学机械学

院

5
2024 年暑假教师

研修
2024-07-08 72 党委教师工作部

6

2024 年上海高校

研究生导师产教

融合专题培训班

2024-11-09 20
上海市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

7

2024 年上海高校

研究生导师专业

能力提升工作坊

2024-11-21 12

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市学位委

员会

8
2024“四有导师学

院”在线研修
2024-11-30 7 研究生院

9
研究生导师的责

任，能力与实践
2024-12-10 52

东华大学机械学

院

其

他

培训作为学位点教师思想政治轮训的内容，培训情况将纳入相关档案，并作为个人年度

考核、师德考察、教师转任及取得教师资格等的重要参考。组织了新教职工参加师德师

风专题培训，包括见面会、宣讲会、教学观摩、参观实验室、国情教育研修、“传帮带”

导师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构建崇德党员导师、博学班主任、砺志科创导师和企业生涯

导师、尚实朋辈导师“四位一体”导师作用，深化教工支部与学生支部、教师与学生结

对，推动日常思政工作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有效形成合力。

（五）学术训练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11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 字）

1

“扬学术道

德，筑优良学

风”主题班会

其他 97

与人文学院研究生党支部通

过共建形式，从两个学院不

同研究方向出发，各自分享

在研究生层面培育优良学

风，筑牢学术道德观念的典

型经验和做法

2

自觉遵守学术

规范、积极捍

卫学术尊严—

—科学道德与

学风建设宣讲

会

报告会 43

组织研究生参加学校举办的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

会，宣讲会上各位教授通过

生动真实的案例现身说法，

帮助研究生新生进一步明确

学术规范

3

新学期，新起

点——机械研

究生新学期规

划主题班会

其他 87

面对疫情给科研工作带来的

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帮助

学生从现实情况出发，梳理

个人情况和现有资源，探求

最优化的科研工作方案

4

师说-研究生

个人与社会发

展漫谈

报告会 45

帮助研究生端正科研工作态

度，引导学生立足机械行业，

将个人理想 与行业、社会、

国家发展同向同行

5

我的初心与原

动力——寻找

科研初心之旅

主题班会

其他 21

与研究生探讨科研初心与原

动力，通过自我探索，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引

导学生遵守科学道德和学术

规范

6

探索学科前沿

凝聚拼搏梦想

——科研工作

漫谈

报告会 43

邀请学院优秀青年教师与研

究生进行科研经验分享及漫

谈，从自身经历出发明确学

术规范要求，引发研究生的

科研热情和动力

7

危机中育新

机，变局中开

新局——新学

期学业、就业

主题班会

其他 34

面对来自就业形势和科研要

求的双重压力，引导毕业班

研究生及时转变思路，从危

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为自身科研工作画上圆

满句号打下坚实基础

8
师德师风警示

教育
学习会 130

单位主要负责人全覆盖开展

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系列文件

和相关典型案例的宣讲解读

9

研究生培养质

量研讨会（系

列）

学习会 80
开展研究生教育系列培训会

议

10
弘扬教育家精

神大讨论（系
教职工政治 130 各系、中心分专题开展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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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理论学习 教育家精神大讨论

其他

对目前存在的一些科学道德及学风问题进行了分析，强调加强科学道德及学风

建设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召开学风建设大会，着重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

优良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支持学生开展各种研究创作活动。在学风建设、

学术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

结合《机械工程学院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实施办法》，以系（中心）为单位，

开展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主要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科学道德

和学术规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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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炜斌
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第九届全国智
能制造学术会议

ALarge Language
Model-Enabled Multi-Agents
Self-Organized Approach for
Personalize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Devices Design

2024.8.12
中国-
贵阳

2 李麒阳
International

Week of Narrow
Textiles

Structural modeling and
performance simulation of
braided composites based on

mandrel mesh reconstruction and
yarn interactions

Mar-24
德国-
德累
斯顿

3 李麒阳
SAMPE 中国

2024
复合材料三维编织技术及应用 2024年 6月

中国-
北京

4 林嘉

2024 IEE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on Spindle Dynamic
Performance Prediction by

CGAN Model based on LSTM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29-Aug
意大
利巴
里

5 郭勇麟
第二届复杂装备
可靠性工程与科

学研讨会

基于数据驱动的精轧机组分配
箱跨域开集故障诊断研究

11.17
四川
绵阳

6 陈聪
第十届高速与复
合加工会议

面向模具行业标准件多特征加
工的工艺性研究

2024.9.22
中国-
秦皇
岛

7 霍伟猛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e-Driven

Computing and

Data-driven modeling for
evaluating the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of multiple four-way
shuttle systems

2024.10.14
中国-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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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8 陈齐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e-Driven

Comput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An Interpretable Prediction
Model for the Shear Stiffness of
Z-pattern Steel Upright Frames

and Its Application

2024.10.14
中国-
南京

9 王新雨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e-Driven

Comput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A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Data Driven Hvbrid Method for

Forecasting the Structure
Performance of Stacker Columns

2024.10.14
中国-
南京

10 方兴
第 15届 IEEE全
球可靠性和 PHM
国际学术会议

PBMT: A Novel
Transformer-Based Model for
Accurate RUL Prediction in

Industrial Systems

2024年 10
月 13 日

中国-
北京

11 王新庆

第十六届全国摩
擦学大会暨全国
青年摩擦学学术

会议

间歇运动工况下磨损机理与热
效应探究

2024.11.1-4
中国-
成都

12 王明辉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Electric,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Multisource partial domain
adaptation for bearing fault

diagnosis
5月 22日

中国-
宜昌

13 高少峰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Electric, and
Industrial
Engineering

Dyeing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in a multi-machine system with

resource constraints
2024.5.22

中国-
宜昌

14 朱子洵

The 2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tomation and
Computing
(ICAC2024)

Lightweight Detection Method
for Plaid Pattern Defects with

Rank Self-selection
Decomposition

2024.8.28
英国
桑德
兰

15 朱子洵
2024年全国纺织
工业人工智能学

术会议

格纹图案织物疵点轻量化检测
的自适应秩分解方法

2024.12.13
中国-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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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明宇
2024 年全国青年
摩擦学学术会议

有限长线接触热弹流条件下边
界滑移问题探究

2024.4.20-22
中国-
秦皇
岛

17 张明宇

2024 年全国摩擦
耐磨减摩材料与
先进制造技术论

坛

热弹流边界滑移及超滑理论探
究

2024.5.17-19
中国-
济南

18 张明宇

7th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ibology &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ibology

Harnessing boundary slip for
friction reduc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omniphobic and 2D Coatings

2024.9.14-18
中国-
天津

19 刘华年

7th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ibology &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ibology

Effects of 2D Inhomogeneous
Material on Tribological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rmal
Elastohydrodynamic Lubrication

2024.9.14-18
中国-
天津

20 叶音平

第三届国际纺织
前沿科学与技术
大学暨世界纺织
大学联盟年会

Study on The Wear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Fiber
Yar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factor Coupling on
Braiding Carriers

2024年 7月
7日

中国-
上海

21 鄢庆阳
2024 第二十届中
国太阳级硅及光
伏发电研讨会

石墨舟卡点压装过程性能损伤
的数值模拟（2024-2025）

2024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
深圳

22 冀梦豪
2024第二十届中
国太阳级硅及光
伏发电研讨会

石墨舟卡点压装过程性能损伤
的数值模拟（2024-2025）

2024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
深圳

23 孙健时

The 3rd Asian
Conference on

Thermal Sciences
(ACTS 2024)

Unexpected Weak Effects of
Phonon-Electron Interactions on
the Lattic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High-Concentration n-Type

GaN

2024.6.27
中国-
上海

24 孙健时
第八届全国热传

导研讨会
宽禁带半导体 4H-SiC的电子输

运性质及调控研究
2024.7.25

中国-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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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胡学军

第六届机器人与
计算机视觉国际
会议 (ICRCV

2024)

Intelligent Sorting Method for
Smartphones Based on Agents

2024 年 9
月 21 日

中国-
无锡

26 王权杰
第八届全国热传

导研讨会
2D/3D范德华异质结界面热输

运机理与调控研究
2024.7.25

中国-
兰州

27 温晓健
The 4th Digital

Tw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etaTwin: Enhancing Digital
Twin with Fine-Grained

Decomposition and Cross-Seale
Assembly

2024.10.16 线上

28 孙奕程
The 4th Digital

Tw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Research on Digital Twin
Temporal Intelligent Agent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
2024.10.16 线上

（七）培养质量

1.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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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东华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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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盲意见返回后进入专家评阅和论文答

辩环节。博士生学位论文全部参加盲审，硕士盲审合格率为 100%。

2.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

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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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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生机械

工程创新创意大

赛-过程装备实践

与创新赛

一种截面可控非晶合

金丝连续化生产和自

动卷绕装置的研发

三等奖

2024
年 8月
28日

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
学会

董闽帅、

彭俊龙、

巩文迪、

钱旦博

2

2023中国大学生

机械工程创新创

意大赛工业工程

与精益管理创新

赛

大数据驱动的精轧机

组故障智能诊断与健

康管理研究及应用

三等奖

2023
年 10
月 30
日

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
学会 樊幸源

3

2024 年中国大

学生机械工程创

新创意大赛铸造

工艺设计赛

E件-缸头铸件 三等奖

2024
年 8月
12日

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
学会

巩文迪、

彭辉、戚

潇阳

4

中国大学生机械

工程创新创意大

赛材料热处理创

新创业赛华东赛

区金奖

热处理对 Fe 基块体

非晶合金结构及性能

的影响

一等奖

2024
年 7月
19日

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
学会

彭俊龙、

董闽帅、

巩文迪

5
上海市工程管理

创新大赛

变工况下热连轧机组

故障多级定位和智能

诊断与软件平台开发

一等奖

2023
年 11
月 25
日

上海市工程

管理学会
学会 樊幸源

6
米兰设计周-中国

高校设计学科师

生优秀作品展

SUPPORT——基于

陪伴式理念的适老化

助行器设计

三等奖

2024
年 6月
15日

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

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

学会、

协会

杨洲、罗

炜

7
第九届“汇创青

春”上海大学生

文化创意作品展

E-FUSION自发电跳

绳×筋膜枪
二等奖

2024
年 8月
15日

上海市教卫

工作党委、上

海市教委

政府 杨洲

8
欧洲产品设计奖
TOP DESIGN

一款针对宠物用品的

设计

欧洲产品

设计奖
TOP

DESIGN

2024
年 6月
17日

Farmani
Group

协会 冉林杰

9

2024中国大学生

机械工程创新创

意大赛——材料

热处理创新创业

赛

热处理对 Fe 基块体

非晶合金结构及性能

的影响

一等奖

2024
年 7月
23日

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
学会 巩文迪

10
第十六届国际大

学生雪雕大赛
翘首以盼 三等奖

2024
年 1月
3日

教育部高等

学校工业设

计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

会

学会 王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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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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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 0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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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0 3 0 0 0 0 22 30 17 0 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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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7755 1988.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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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轴可变

构型系列

机器人颤

振控制及

健康监测

（徐洋） 500 2021 2021.11-2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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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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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装备

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

心

省部级

纺织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围绕国家对纺织机械行

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构筑了一个集研发、工程化、产业

化为一体的纺织装备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从师资支

持、课题支持、实践基地支持、教学支持多方位支撑学

院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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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60.4 443

2 博士新生奖学金 奖学金 4 2

3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380.1 386

4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9 13

5 研究生综合奖学金 奖学金 3.9 13

6 研究生单项奖学金 奖学金 1.3 13

7 天骥奖学金 奖学金 4.4 10

8 唐翔千奖学金 奖学金 0.6 2

9 光威奖学金 奖学金 3.5 5

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学位点发挥纺织机械专业优势，在高端纺织装备方面，依托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纺织装备平台，突破涤纶长丝卷装外观在线智能检测系统关键技术并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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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解决了化纤行业涤纶长丝卷装共性技术难题，服务化纤行业经济发展；自

主研发经编生产槽针并实现产业化，打破了欧美国家在高端织针领域的长期垄

断，其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技术攻关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具有材料科学、

热处理工艺以及金属加工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复合型行业人才。

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对口帮扶”战略决策部署，聚焦地方产业需求，设

立援疆援滇专项， 开放共享纺织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软硬件资源，师生团

队深入对接地方特色产业，服务国家脱贫攻坚重大需求。

学位点参与编制《纺织机械行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性意见》，推动纺织机

械行业和我国纺织装备的全面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创新发展，谋划未来五年纺

织机械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参与完成了由中国工程院、国家制造强国建

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指导，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

录（2021 年版）》，该专著在浙江省宁波市“2022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

上发布，为引导行业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从事纺织领域产业基础领域产品和技术

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基础领域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参与了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福建研究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福建省纺织

服装产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战略研究》。

六、改进措施

梳理本学位点近五年的发展状况，本学位点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中还存在

薄弱环节和有待改进之处，主要是以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为代表的高端领军人才偏少，学院师资队伍总体规模偏小，

博士化率偏低。博士研究生数量及培养指标有待提高，高水平论文及国家奖还有

待突破。学位点目前承担的高水平国家基础研究课题数量偏少，具有重大原始创

新的科研成果偏少，国际学术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将加强学位点管理制度建

设与实施。发挥现有以纺织装备研发为主要工程背景的学术环境优势，促进设计、

制造、控制与检测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队伍整合和资源共享，调动师生

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建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运行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