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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4 年度）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本学位点主要研究方向

本学位点共五个研究方向招生和培养学术型研究生：

1.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本方向针对复杂控制系统存在

时滞、不确定、混沌和非线性等难以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时滞系统、网络系统和非线性系统的鲁棒控制新理论和

新方法、伺服系统高精度控制和扰动抑制方法、非线性复杂

过程和欠驱动机械系统的分析与控制设计。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时滞系统鲁棒控制、网络控制、电力系统分散控制、伺

服系统高精度控制、欠驱动机械系统控制、复杂非线性系统

分析与控制。

2.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本方向以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

的理论技术为核心，以数学方法与计算机为主要工具，研究

对各种媒体信息进行处理、分类和理解的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构造具有某些智能特性的系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智能

图像处理、语音信号处理、机器视觉与智能机器人、群体机

器人、智能控制理论与方法、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智能优

化算法等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应用。

3.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本方向以检测信息获取、转

换、处理、识别的原理方法及应用技术为核心，研究将神经

网络、遗传算法、小波分析等先进算法应用到各种物理量检

测中的先进检测理论与方法，研究网络化、智能化、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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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监测系统及其关键技术，建立精确检测模型，研发满

足实际工程应用的测控新产品。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智能检

测与传感系统、软测量技术与智能化装置、现代测控技术及

仪器仪表等。

4.复杂系统分析与优化。本方向发挥控制论及学科交叉

优势，立足自动化及计算机工程，以智能科学的理论方法解

决工程中的复杂系统建模、分析、控制与优化等问题，实现

复杂系统的智能性、自主性、协同性及可靠性。研究领域包

括：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系统、智慧物流系统、多智能体与

群机器人系统、智能物联网与信息物理系统、大数据分析与

先进计算、智能制造优化调度、复杂优化问题的智能计算理

论方法等。

5.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控制技术。本方向以现代电力电

子技术与先进控制理论为核心，借助数学分析方法和计算机

仿真软件等工具，研究各类电力电子变流装置、电气传动系

统、新能源发电系统等领域的新型控制方法及稳定性分析理

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DC/DC 开关电源控制技术、PWM

整流器控制技术、电气传动控制技术、光伏并网逆变器控制

技术、风力发电机组控制技术、电力电子变流器群控技术及

其稳定性分析方法等。

（二）本学位点的师资队伍情况

本学科学位点现有 50位专任教师，包括 18位教授、13

位副教授，48位拥有博士学位，9位博士生导师。教师队伍

中，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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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军人才等外聘专家 2位，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

军人才 1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位，以及多位省级

人才和学术带头人。

每个研究方向 10 位，45 岁及以下占比 74%，教授 18

位，博士学位专任教师 48 位，占比高达 96%，且均在外单

位获得博士学位；每个研究方向均有 1位具备一定学术造诣、

治学严谨的学科带头人，有境外学习、访问交流 1年及以上

的专任教师比例为 32%；每个研究方向至少有 3名学术骨干，

均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在本学科独立指导过 1届及以

上硕士研究生，且近 5年内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2024 年有 13 位老师（超过 20%）参加 IEEE 系列国际学术

交流。

（三）本学位点的培养条件

1.经费保障充足。2024年，本学位点学科建设经费和导

师队伍的科研合同经费共计 2225.7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348.5

万元，横向经费 1877.2万元；到账经费为 1826 万元（其中

纵向到账 801.1万元，横向到账 1024.9万元）。

2.培养基地与平台建设完善。拥有 5个科研教学平台，

包括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配

备价值 4700 万元的先进科研仪器设备，如工业机器人、高

性能调速系统等，并拥有 6300 平方米的科研实验室。学校

图书馆汇入 IEEE、Elsevier、CNKI等核心国际电子期刊数据

库，并设有移动图书馆等资源平台。学院配备 14 间研究生

工作室，总面积超过 980平方米，充分满足研究生培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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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条件进一步改善。2024年度新增 3个科研教学平

台：复杂系统智能控制与运维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新能源发

电装备智能感知与主动并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与罗克

韦尔合作的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购置先进科研设备投资

超过 4000万元，包括深海无人系统等。同时，扩建 4000平

方米科研实验室和 2000平方米研究生工作室，共计 10间，

进一步提升培养条件。

二、2024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

立足于建设具有特色、层次分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整

体目标，秉持“立德树人”的育人方针，以满足教育需求为

导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本学科持续推进研究生培养管理

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工作。2024 年度制定并完善了如下相关管

理制度：

1.制定并实施《湖南科技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硕士

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本学科硕士研

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制度；

2.制定《202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及《202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确保录取环节的规范性和公

正性；

3.修订并发布《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管理办法》，

优化评分细则和评选程序，提高评定结果的科学性和透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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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研究生会主席团、部长例会及各部门例会制度》

等日常管理制度方案，以及《研究生工作室管理制度》，规

范研究生活动组织和学习工作室运营。

通过上述制度的建设与执行，有效促进了硕士研究生培

养质量的提升，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思想政治教育

学院牢牢把握“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根本理念，

注重加强理论武装，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聚焦铸魂育人，

坚持以学习科研为载体，以课题论文各环节为主线，以研究

生竞赛、创新项目等为载体，以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目标，

着力发挥政治引领、团结凝聚师生、促进学习科研等方面的

主体作用，在人才培养上见成效。

为切实提高研究生思想素质水平和加强综合素质培养，

分管学院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组织全体研究生学习《湖南科

技大学学术道德建设管理办法》，组织召开硕士研究生导师

培训专题会议，召开研究生全体会议，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

育工作的规范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研究生在科

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例如论文作者署名，文献引用，论文投

稿及学位论文评阅送审等）中的学术道德。

坚持以创新激发党支部工作活力，拓展党支部工作的方

式和内容，与本科生党支部开展联学共建主题党日、重温入

党誓词、同上一堂党课、阳光伙伴等活动，实现党支部间优

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注重将党员教育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

和“我为师生办实事”相结合，开展研究生“知行合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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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拓展，每月组织志愿服务我先行活动，引导积极分子、发

展对象和党员亮身份、上一线、当先锋，以党建带团建，赋

能新担当，落实“助心”机制。

（三）课程教学

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教学特点，结合本学科师资力量和科

研优势，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加强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促进

培养质量提升。

1.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本学科积极深化

课程教学改革，紧密围绕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

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立足研究生教育的特点，我们着重加

强案例教学，充分发挥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培养中的关键作

用，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科学设置专业课程（课

程设置详见表 1）。2024 年，陈亮老师在湖南省研究生教育

思政课程教学比赛中荣获二等奖，充分展示了本学科在教学

改革中的显著成效。此外，学科持续加强研究生教育教学研

究，2024年获批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2项。

刘朝华教授申报的湖南省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以及李目老

师申报的湖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教学案例均通过学校

推荐评审。同时，持续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强化“学科前沿讲座”，为研究生提供前沿知识与创新思维

的滋养。

2.健全教学评价机制，保障教学质量。为不断提升教学

质量，本学科持续健全教学评价机制。通过开展研究生教育

“教学礼拜”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完善了由教学督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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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测评和教师自评构成的三位一体教学评价监督体系。在

此基础上，学科严格落实核心课程审查与新开设课程的规范

化管理及监督机制，持续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并

探索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方式，形成了课程教学的持续改进机

制。同时，学科不断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鼓励教师申报优

质课程、高水平教材和优秀教学团队等建设项目，全面落实

提高教学质量的各项举措，为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保障。

表 1本学位点专业课程设置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

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

语言

1 线性系统理论 必修课 周兰、肖文彬 信息学院 3 中文

2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讲座 必修课

周兰、潘昌忠、刘朝

华、陈超洋、赵延明、

卢明、贺悝

信息学院 2 中文

3 优化方法与最优控制 必修课 陈超洋 信息学院 3 中文

4 现代检测技术与信号处理 必修课 张剑、黄采伦 信息学院 3 中文

5 学术论文写作 必修课
周兰、金杰、邹莹、

贺悝
信息学院 1 中文

6 模式识别原理 选修课 卢明 信息学院 2 中文

7 系统辩识与建模 选修课 刘朝华 信息学院 2 中文

8 智能优化算法 选修课 李目、王汐、陈亮 信息学院 2 中文

9 智能机器人技术 选修课 黄采伦、周少武 信息学院 2 中文

10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选修课 罗成伟 信息学院 2 中文

11 新能源发电与控制技术 选修课 刘朝华 信息学院 2 中文

12 鲁棒控制 选修课 潘昌忠 信息学院 2 中文

13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选修课 钟斌 信息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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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选修课 陈超洋 信息学院 2 中文

15 大数据分析与先进计算 选修课 陈磊 信息学院 2 中文

16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选修课 周博文 信息学院 2 中文

17 人工智能 选修课 陈祖国 信息学院 2 中文

18 机器学习 选修课 卢明 信息学院 2 中文

19 智能信息处理 选修课 李沛、肖文彬 信息学院 2 中文

20 计算机控制系统 必修课 周少武 信息学院 2 中文

21 智能控制理论 必修课 潘昌忠 信息学院 2 中文

22 系统辨识与参数估计 选修课 刘朝华 信息学院 2 中文

23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选修课 张剑 信息学院 2 中文

24 智能检测技术 选修课 黄采伦 信息学院 2 中文

（四）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致力于优化师资队伍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

通过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学科师资队伍建设迈向

新的高度。

完善导师遴选与招生资格考核制度。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 2024 年度导师招生资格细则，

严格把控导师招生条件，优先保障科研经费充足且研究生培

养质量高的导师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持续完善“师生互

选”制度，强化导师与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的双向主体作用，

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构建良性师生关系，优化研究生培

养资源配置。

加强导师业务能力提升与培养。本学科高度重视新进教

师和新晋导师的指导与帮扶工作。2024 年，通过组织试讲、

听课、教学比武、教案评审等活动，充分发挥资深教师的传

帮带作用，助力中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同时，有计划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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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与培训活动。2024 年 11 月，本学科举办了新增硕

士研究生导师培训专题会议，并选派骨干教师参加湖南省研

究生高级研讨班。通过培训，全面提升导师对新形势下研究

生培养政策的掌握水平，交流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先进理

念，增强导师立德树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切实提升研究生

培养质量。

加强优秀人才的培育与引进。2024 年，本学科在人才队

伍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共引进博士 2 位，新增教授 2 位、

副教授 4 位，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6 位。何磊获评湖南省“小

荷”人才，陈祖国获评湖南省芙蓉青年学者，陈超洋、刘朝

华、周少武、周兰、金杰、陈祖国 6 位入选湖南科技大学“湘

江学者”。

（五）培养条件建设

1.强化管理，改善培养条件。本学位点持续完善研究生

培养制度，加强全过程监控，落实导师责任制，充分调动师

生积极性。2024 年，研究生学科竞赛和高水平论文发表取得

显著进步。完成研究生创新工作室扩建，购置科研设备，优

化科研环境，并成功承办学术论坛和暑期科技服务活动，为

研究生提供多元化的学术与实践平台。

2.融合产学研，创新培养模式。2024 年，学院与多家知

名企业达成合作，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提升培养质量。

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融合，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

鼓励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支持科研成果转化，

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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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

1.科研实力显著增强。本学位点 2024 年度新增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4 项（面上 1 项、青年 3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6 项（面上 2 项、青年 2 项、联合 2 项），湖南省科技计划

项目 1 项、省教育厅优青项目 3 项、省教育厅一般项目 2 项，

企业合作开发项目 19 项、企业服务 4 项。新增横向合同经

费 1877.2 万元，新增纵向合同经费 348.5 万元，新增到账

经费 1826 万元；授权发明专利 26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4

项，软件著作权 56 项；在国内外期刊和会议上发表学术论

文 76 篇，其中权威及以上期刊 21 篇、重要期刊 32 篇、核

心 1 篇；组织高水平学术报告 9 场，本学科教师参加各类学

术会议 180 余人次；主办湖南省自动化学会年会暨第四届湖

南省岳山“智能+”高端创新论坛，参会人数超 500 人。

2.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本学位点专任教师积极贯彻

国家政策，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事业单位（如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国网陕西电科院、中车株机所、金风科技等）建立紧密

合作关系，深入一线发现问题并推动技术落地，为国家经济

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依托科研平台和联合培养基地，

积极探索科教协同育人新模式，促进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

此外，本学科通过组织研究生参与“知行合一”素质拓展、

党建知识学习、校园文化活动等，丰富课余生活，增强集体

荣誉感和团队协作能力，助力研究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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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招生与培养

1.招生工作规范高效。本学位点严格遵循《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制定并完善《2024 年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实施细则》，优化招生流

程，强化复试环节，规范导师作用，注重考察考生的专业基

础、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2024 年招收硕士研究 45 人，生

源质量稳步提升。

2.科研创新成果丰硕。立足学科前沿，重视系统科研训

练。2024 年获批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3 项，发表/录用

学术论文 23 篇，其中 SCI 论文 17 篇、EI/ISTP 收录 6 篇；

获得知识产权 9 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9 项。在湖南省第

十七届研究生创新论坛中，获省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6 项、二

等奖 8 项、三等奖 10 项。此外，学院承办了湖南科技大学

第二十届研究生“唯实·创新”学术论坛“新能源技术与复

杂系统控制”分论坛，并成功举办了研究生学术年会暨创新

论坛优秀论文报告会。

3.学科竞赛成绩突出。2024 年度，研究生在学科竞赛中

表现优异，共获奖项 37 项，其中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7

项。在国家级赛事中，获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三等

奖 2 项，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三等奖 1 项，中国研究生

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三等奖 1 项；在区域和省级赛

事中，获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

三等奖 2 项，湖南省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 1 项、三等

奖 1 项，湖南省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二等奖 5 项、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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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6 项，湖南省研究生计算机创新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5 项，湖南省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竞赛三等奖

1 项。

（八）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质量持续提升。本学科制定了完善的培养环节

管理办法，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中期检查、预答辩以

及学术活动考评等环节，采用评分制进行等级量化考核，并

严格执行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制度。2024 年，18 名研究生顺

利通过论文答辩，其中何先科、黄贺俊、杨秦 3 位同学获评

校级优秀学位论文。限额推荐的廖常超同学参评省级优秀学

位论文，也顺利通过省学位办评审。此外，毕业生学位论文

抽查合格率达到 100%。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课程教学。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仍需进一步深

化，研究生优质课程和高水平教材的培育亟待加强与提升。

2.师资队伍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和青年导师培养仍需

持续强化。

3.培养基地建设。批量联合培养机制以及科研团队与企

业、基地的长期深度合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4.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人才培养国际化进程有待加

速，研究生出国交流及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工作尚处于起步

阶段，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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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以学位点周期性合格评估专家意见为指导，依据“十四

五”学科发展规划，持续聚焦学位点导师队伍建设，巩固现

有优势，加大研究生培养力度，具体计划如下：

1.优化课程教学体系。进一步完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加强课程建设，争取新增研究生教学平台项目（包括优质课

程、高水平教材、优秀教学团队）。持续鼓励导师，特别是

资深教授，积极参与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培养和引进

高水平师资，特别是优秀中青年专家。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

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注重不同学科方向的师

资平衡发展，强化科研团队建设。

3.深化产学研合作。继续支持更多年轻博士参与企业行

活动，担任企业访问学者，逐步建立企业导师参与教学与联

合培养的有效机制。加强“有组织”的科研行为，提升科学

研究能力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4.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教师积极申请留学基金项

目和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支持更多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

流，拓宽硕士生导师的研究视野，推动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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