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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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勤之和谭建荣两位院士指导建设，现有专任教师

93人，博导 14人，正高级教师 22人，45岁以下教师占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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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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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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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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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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参与教师总数（93）人；（0）门研究生专业课程获得教

育部/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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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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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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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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研究生招生人数 15 

全日制招生人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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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0 

分流淘汰人数 0 

授予学位人数 9 

 

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名称 项目 2020年 

 

研究生招生人数 74 

全日制招生人数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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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授予学位人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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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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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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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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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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0 1 6 13 2 21 1 14 17 0 

副高级 53 0 5 19 29 0 48 2 0 34 0 

中级 18 0 13 4 1 0 16 2 0 14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93 0 19 29 43 2 85 5 1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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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0 1 6 13 2 21 1 22 17 0 

副高级 53 0 5 19 29 0 48 2 51 34 0 

中级 18 0 13 4 1 0 16 2 7 14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93 0 19 29 43 2 85 5 80 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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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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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学

生层次 
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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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机械工程

前 沿

@1650002

6324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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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高性能制

造理论与

技 术

@1650002

6463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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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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机械工程

领域专业

（行业）前

沿 进 展

@1650003

0803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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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金属强化

理论与工

艺

@1650002

6777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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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先进成形

技 术

@1650002

6930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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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 博士 

机电智能

控制工程

@1650002

707709.pdf 



 7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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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 

机器人学

@1650002

7209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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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智能制造

系统-硕士

研 究 生

@1650002

8166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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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硕 

微纳制造

与微纳机

电 系 统

@1650002

517589.pd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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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弹性力学

基 础

@1650002

501011.pdf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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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 硕士 

现代设计

方 法

@1650002

3635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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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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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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硕 

论文写作

指 导

@1650002

348407.pdf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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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现代成型

技 术

@1650002

330540.pdf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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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机构分析

与 设 计

@1650002

301386.pdf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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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有限元素

法

@1650002

288511.pdf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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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 硕士 

高性能制

造 工 艺

@1650002

2681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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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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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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制造装备

设计与控

制

@1650002

241194.pdf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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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Cortex™-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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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嵌入式系

统设计与

应 用

@1650002

227016.pdf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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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机电系统

设计与控

制

@1650002

213955.pdf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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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 

现代表面

工程技术

@1650002

1946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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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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

卷，习近平总书

记教育重要论述

讲义 

2020-09-05 2 东华大学  

2 

学习《东华大学

全面落实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实施细则》和

《东华大学教师

师德规范》 

2020-11-04 4 东华大学  



 11 

3 

东华大学研究生

导师“基本素养

与指导能力”线

上专题培训 

2020-12-03 20 东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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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限 100字） 

1 科学素养概论 课程 250 

传统课程授课模式，由任

课老师选定上课地点集中

授课，期末根据学生上课

情况和课程作业完成情况

给出课程分数。 

2 

“自觉遵守学术规

范，积极捍卫学校尊

严”的科学道德与学

风建设宣讲报告会 

报告会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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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学院面向全体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论文写作指导》课程，不仅使学生学 习了中

文、英文大、小论文的写作要求，还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素养，避免产 生学术不端

现象，确保了 2021 届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 现 100%通过

率，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100%；2 篇学位论文获评中国纺织工程学 会 2021 年度纺

织优秀学位论文奖；，4 篇学位论文获评校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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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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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
彬 

18th IEEE 

International 

Cofference on 

Indusrial 

Informatics 

BA-IKG:BiLSTMEmbeddedALBERTforIndustri

al Knowledge Graph Generation 

and Reuse 

2020-07-0

1 

 

线
上 

2 
王
娜
娜 

中非文化交流
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埃塞俄比亚奇卡家具制作技术的黏 土座椅
现代化设计 

2020-08-0

1 

线
上 

3 
江
亚
南 

ASME 2020 

15th 

Manufacturin

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nference 

Human-in-Cognition Manufacturing-Loop  

（HCML ）: Framework and Technologies 

 

2020-0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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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毕业博士研究生 18 名，硕士研

究生抽检学位论文 30 篇。84%博士毕业论文盲审成绩 80 分以上，硕士盲审合格

率为 100%。 

2.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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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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为杯” 第十

七届中 

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 

赛 

降低汽

油精制

过程中 

的辛烷

值损失

模型 

二等奖 2020-11-01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专家委员

会 

学会 

赵树  

煊、倪 

庆、薛 

栋 文  

2 

“ 华为杯” 第十

七届中 

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竞 

赛 

降低汽

油精制

过程中 

的辛烷

值损失

模型 

三等奖 2020-11-01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 

模竞赛专家委员

会 

学会 

谭远  

良、江 

亚南、 

郑杭彬 

3 
全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 竞赛 
/ 三等奖 2020-11-01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中国研究生

数学建模竞赛组

委会 

学会 

崔旭  

浩、董 

威、庄 

培 灿  

4 
全国研究生数学

建模 竞赛 
/ 三等奖 2020-11-01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

心、中国研究生

数学建模竞赛组

委会 

学会 

李麒 

阳、张 

峰、王 

栋 

5 

第十五届全国大

学生 智能汽车

竞赛 

/ 二等奖 2020-08-01 中国自动化协会 协会 沈宬筱 

6 

“ 上汽教育杯” 

上海市 

高校学生科技

创新作 

品展示评优 

基于

线结

构光

的水

下 

零件

表面

缺陷

视觉

检 

测系统

开发 

团体奖 2020-11-01 

上海市高校学生

科技创新作品展

示评优活动组委

会 

协会 

咸凯  

强、陈 

宏 远  

7 “ 上汽教育杯” 

上海市 

Awake 

24/7

（基

团体奖 2020-11-01 上海市高校学生

科技创新作品展

协会 李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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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科技

创新作 

品展示评优 

于脑 

电波

感应

技术

的抗

驾 

驶疲

困的

头戴

智能

产 

品） 

示评优活动组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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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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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0 1 21 25 11 0 0 0 2 

非全日

制硕士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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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332.09 26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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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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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仓储

物流设备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上海工程

技术研 

究中心 

该平台主要围绕仓储物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科研项目，

机械工程专业机 械制造及机械设计专业方面研究生参

与了其中的科研课题，培养了一批仓 储物流智能装备

领域专业人才。 

2 

上海航天

工艺与装

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 

心 

上海工程

技术研 

究中心 

该中心主要围绕航天装备研究领域，在机械制造、机械

电子及机械设计 等专业方向开展了一系列科研项目，

以项目研究为基础培养了机械工程专 业不同领域的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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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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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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3 274 

2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13 6 

3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21.8 256 

4 校内奖学金 奖学金 26.43 54 

5 社会助学金 助学金 1 2 

6 社会奖学金 奖学金 11.2 23 

 

五、学位点社会服务贡献情况 

学位点发挥纺织机械学位点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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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工业大数据互联网平台和纺织装备设计制造技术优势，共同建立“医疗

卫生用纺织品防 疫物资工业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

重大需求。以校企研究生联合基地为依托，深度参与熔喷布喷丝及裁剪等生产装

备关键技术研发工作，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用品产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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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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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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各方努力，逐步培养和引进在本学科具有

影响力的高端人才，争取新增双聘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国家杰

青等国家级人才多名。青年教师入选“晨光计划”、“启明星计划”、“曙光计划”、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等人才计划。新增中青年教师在国内外学术组织兼职 8项

以上，教师队伍的国际化率达到 6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