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2 年）
一、博士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位点所属的湖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科是国家国防特色学

科，入选湖南省“世界一流培育学科”，2010 年获得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予权，2013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4 年获

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围绕国家海洋强国、制造强国重大战

略需求，面向湖南“三高四新”战略产业，形成了以海洋资源探

采装备设计理论与关键技术为优势特色方向，高端装备智能诊断

与健康维护、复杂机电液系统动力学与控制、绿色高效精密加工

与智能制造等方向协同发展的研究格局。

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98 人，其中教授 29 人、副教授 41 人、

博士 93 人。拥有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教育部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湖南省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湖南省“荷尖人才”等国家和省部级人

才，“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技术装备教师团队”入选第二批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拥有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和省部级教学科研

平台 10 余个。

近 3 年学位点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共用技术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60 余项；发表学

术论文近 400 篇；授权发明专利 87 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16 项。

主持研发的“海牛Ⅱ号”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创造了

海底钻机钻探深度新的世界记录，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

成就展，在“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点名表扬，

在“中国这十年•湖南”新闻发布会上受到张庆伟书记、毛伟明省



长点赞。

二、2022 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学位点坚持“思政引领、铸魂育人”，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贯穿到研究生教育全过程。以思政引领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创新，全面提升导师学术和人生双引路能力，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进大纲、进课堂，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积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

术规范教育；将教工党支部活动、系部教研活动和课程思政研讨

深度融合，本年度开展课程思政教研成果和实践经验交流活动 20

余次。通过学院党委副书记担任博士生党支部书记等方式，不断

加强博士生党支部建设，探索博士生党支部建设新模式，以党建

夯实铸魂育人之基，培养了“智造心”吕黎曙、“深海心”刘广

平等一批博士生先进典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

学位点随学科发展动态更新课程教学计划，将学科前沿研究

动态相关内容引入学科学位课、必修课。博士生基础性课程、应

用性课程和前沿性课程占比分别达到 42.8%、28.6%和 28.6%。今

年共邀请机械工程学科校内外专家、学者等开展学术讲座四十余

场，帮助研究生领略学术前沿、开拓学术视野。选派科研水平高、

学术视野宽的教师讲授研究生课程，绝大多数任课教师具备主持

国家级科研项目经历，其中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占比超过三分之

一。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优异，今年绝大多数研究生学生课程总

平均成绩达到 80 分以上，课程一次性通过率超过 90%。

学科将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作为常规工作的重点主抓落实，

发动教师全员参与，积极主动采取了多项招生宣传举措。制定了

机电工程学院优秀大学生学术夏令营活动方案，吸引了省内外近

20 所高校的 50 余名学生报名。虽因疫情原因夏令营最终停办，但

也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在中国教育在线平台进行了 2023 年学



院研究生招生宣传直播，就考生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回答，观

看流量相较 2021 年提升明显。针对本校在读优秀硕士研究生，加

强了学科特色优势和博士培养质量的宣传推介，鼓励更多同学继

续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多措并举下，学位点研究生招生工作

取得了显著进展。2023 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在 2022 年的基础上

增加了近一倍，“硕博连读”报名人数达到了8人，均为历史新高。

本年度学科共录取 146 位硕士研究生，其中机械工程学术型

学位研究生 38 人，机械专业型学位 98 人。一志愿共录取 115 人，

录取率 78.77%，创新记录，特别是机械专硕首次一志愿录满。本

年度通过“硕博连读”、“申请-审核制”和普通招考等三种方式，

共录取 12 名博士研究生，其中硕博连读 3 人、申请-审核制 6 名、

公开招考录取 3 名。学位点认真组织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

究生导师推荐评审工作，本年度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6 人，新增

博士研究生导师 11 人，为导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本年度学位点圆满完成了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批次学位审定工

作。经过清查学分、预答辩、查重、学位授予条件审核、论文送

审、答辩、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通过，2022 年 6 月份本学科

共计 83 位硕士、3 位博士顺利毕业，2022 年 12 月份又有 3 位硕

士、2 位博士共计 5 人顺利取得学位，毕业人数为历年之最。另外

2022 年本学科获得 9 篇校优学位论文、3 篇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在湖南省组织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中，学位点学位论文

合格率保持在 100%。

本年度研究生科研、学科竞赛成果显著。研究生在省级及以

上学科竞赛获奖 50 人次；在省级以上研究生论坛获奖 22 项。在

“杰瑞杯”第九届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中，彭佑多

老师指导的研究生唐文波等荣获大赛二等奖，李时春老师指导的



研究生蔡文靖等获三等奖。刘伟老师指导的研究生曹大虎等荣获

第四届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三等奖。研究生共发表学术

论文 98 篇，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成果 78 项，其中校定核心期

刊以上的高水平论文 62 篇、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 22 项；新增主

持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7 项。

学位点围绕国家海洋强国、制造强国重大战略需求和湖南“三

高四新”战略产业，结合学科特色，积极推进与企业“产学研”

深度融合，本年度新聘请了中国兵装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平安

电气、国网湖南电力公司、科大讯飞等企业兼职研究生实践导师

10 余人，选派多名研究生到合作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培养，为三

一重工、湘电集团、哈电风能、泰嘉新材等湖南省内行业优势企

业提供了广泛的人才支持和技术服务。本年度以“海牛”系列钻

机为代表的标志性成果成功实现转化，产生经济价值逾亿元，有

力推动了行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海牛 II 号”深海钻机在

“教育这十年”“1+1”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点名表扬，在“中国

这十年•湖南”新闻发布会上受到张庆伟书记、毛伟明省长点赞。

本年度学位点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以线下线下混合

方式成功举办了第十届现代切削与测量工程国际研讨会，聚焦“智

能制造˙绿色制造˙高质量发展”主题，吸引了来自航空航天、

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能源电力、汽车模具、医疗器械、电子信

息、机床工具等制造行业的企业以及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

200 余人与会，获新华社、中国科学报、新湖南等多家权威媒体宣

传报道，形成了广泛的行业影响，提升了学位点知名度与美誉度。

我校荆露、温东东等博士生在会上作了分会场报告，多位硕士生

向会议提交了论文。

本年度学位点迎来了2020-2025年周期性合格评估自我评估。



作为贯穿全年的重点工作，学院学科高度重视，成立了由主要领

导牵头的工作组，组织制定了自评工作方案和自评指标体系；组

织填报了学位点基本状态数据信息表；组织撰写了自评报告并进

行了多次修改完善。相关工作在专家评估会上得到了由教育部高

等学校机械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兼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东

北大学原校长赵继教授任组长的评估专家组一致肯定。专家组对

学位点的办学特色和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等方面开展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学位点有效提升了博士

生的培养质量、在招生选拔等方面表现突出，一致评定学位点总

体上达到了此次周期性合格评估自我评估的目标，评估结果为合格。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院推免生指标较少，且有资格推免学生均以双一流高

校为目标，本校优秀应届本科生源流失严重。同时由于学校区位

优势不明显，对双一流高校优秀生源报考吸引力不足，考生中相

当一部分来自普通二本、三本院校，造成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水平

不高。

（2）研究生招生指标不足，导师多，学生少，学科资源没有

充分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学科现有的平台、导师、项目及科

研经费富余力量足够，完全有资源和能力培养更多的研究生；另

一方面，由于学科入选湖南省“十四五”世界一流培育学科，需

要更多品学兼优、具有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研究生，努力产出

一流成果，为学科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

（3）学科特色需要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只有海洋资源探采装备设计理论与关键技术方向形成了优

势特色，其它方向的凝练和建设还需要加强。

（4）导师队伍水平和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高端人才存在质



和量的短板，青年导师能力与水平尚需提高。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全院师生

尤其是导师的积极性，形成多角度、全方位、广覆盖的上下联动

机制。重点宣传学科优势特色、师资力量、良好的科研环境以及

研究生在科研创新中承担的重大项目、获得的重大奖励等，充分

展示导师们的学术优势、学术魅力，利用学科和导师的感召力发

动生源、吸引优质生源。持续强化网络宣传作用，通过各类媒体

平台介绍学科优势和研究生培养特色，展示研究生教育成果，进

一步提高宣传效率，扩大宣传范围和影响。

（2）紧紧抓住机械工程湖南省“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建设契

机，以学位点导师队伍建设为重点，瞄准学科国际学术前沿，不

断巩固现有的优势，继续加大研究生培养条件建设力度，不断提

高科研水平和成果产出，持续提升学科整体实力。

（3）深入凝练，强化学科方向引领作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学科方向的顶层设计，凝练学

科优势，聚焦学科方向，突出发展重点，以点带面，形成多方向

全面发展的创新格局。

（4）引培结合，提升学科导师队伍水平。实施“头雁领军计

划”，积极引进，重在培育，力争实现国家级人才突破；实施“卓

青人才计划”，着力选拔一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拔尖人才，

重点培养，倾斜资源，形成学科领军人才的后备力量。

机电工程学院

2023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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