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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本学位点源于 1952年我国著名冶金机械专家朱海教授在原

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创办的冶金机械专业，1958 年

开始招收本科生，1960 年整体划转我校（原武汉钢铁学院）。

1981年冶金机械学科成为我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

2005年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分别获得博士学位

授权点，2007年获批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年获批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8年机械工程进入湖北

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19-2021年连续三年进入软科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前 20%。工程学进入 ESI全球 1%行列。

学位点所依托的机械工程学科是湖北省“绿色钢铁智能装备

与系统”“十三五”优势特色学科群牵头学科，是湖北省“人工

智能与智慧冶金”“十四五”优势特色学科群支撑学科。依托钢

铁行业背景，形成了冶金装备设计理论与技术、机电液系统及其

控制、绿色制造与再制造、智能检测与诊断技术等特色学科方向。

尤其是在高温设备损伤机理与长寿化、高速重载液压伺服元件与

控制、高压静电喷涂装备研发与产业化等冶金装备领域特色和优

势明显，“降低薄带钢生产消耗的关键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冶金高频液压控制伺服元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

本学位点现有研究生导师 75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5人），

企业兼职导师 23人。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 714人，在校博士研

究生 63人，在籍留学研究生 16人，与宝武集团、邯郸钢铁集团

联合培养非全日制在学研究生 17人，研究生招生生源稳定；2021
年，学位点授予研究生学位 216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 14人，

硕士研究生平均就业率为 98.89%（其中升学 10人），博士研究

生就业率达 100%。

学位点依托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创新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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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学科建设带动学位点发展，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本年

度学科建设总目标为：力争全职引进或申报省级以上人才项目 5
人；实现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 7项，科研经费到账 2380万元；

发表高水平论文 103 篇；实现机械工程学科在全国排名稳中有

进。

二、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108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43人，拥

有博士学位导师占比达 91.7%。拥有国家教学名师 1人、全国优

秀教师 1人、湖北省教学名师 1人、教育部人才计划 1人、各类

省级人才 16人，在各类学术组织、学术期刊中担任职务 45人次；

拥有“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基础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液

压传动及控制系列课程”省级教学团队、“冶金设备的动力学行

为及其故障诊断”等 2个湖北高校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高速

重载装备关键液压件间隙密封技术基础研究”等 2个湖北省科技

创新群体、“废铅酸电池精细智能拆解与免冶炼清洁再造技术”

等 2个湖北省双创团队和 4个校级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2021年度，学位点招收博士后 9 人，新进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 5 人，新签订/聘任展期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5人，新增硕士

生导师 11名、博士生导师 2名；获批湖北省“十大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1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人，获批“湖

北省名师工作室”1个。

三、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2021年度，学位点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

奖 1项、“教学学术创新奖”1项，湖北省金工与工训青年教师

微课教学竞赛省级三等奖 1项，学校第二届“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大赛获一等奖 1名、二等奖 1名；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 13项、获批省级教研项目 4项；获校级研究生教材建设

立项 2项、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案例库立项 2项、研究生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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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立项 1门、入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3门。

本年度，学位点研究生发表 SCI/EI 期刊论文 112 篇，其中

TOP类期刊论文 10篇，研究生高水平论文数相比 2020年度增长

18.8%；获批校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1篇；硕士、博士学位

论文初审通过率分别为 98.3%和 100%，省级学位论文抽查中反

馈无“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获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

大赛国家级二等奖、中国研究生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兆易创

新杯”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等、“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省级一等奖、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省级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竞赛奖励 352项，较去年增

长 124项，其中国家级奖励 195项。

本年度，资助研究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29 人次，2 人

获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前往境外访学；

现有在籍留学研究生 16人，其中博士生 1人。

四、科学研究水平提高

2021年度，学位点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青年科学

家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项，获批湖北省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等省部级纵向项目 6 项，与企业签订研发技术项目

65 项，立项科研经费总计 2519.38 万元，到账科研经费总计

2434.29万元；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湖

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2项，湖北省发明三等奖 1项。

本年度，学位点教师发表学术论文 211篇，SCI/EI索引 112
篇，其中，中科院一区或 TOP期刊论文 10篇，出版专著 2部；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项、澳大利亚国际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29项。

五、学术交流与支撑平台建设

2021 年，学位点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1 次、国内学术会议 2
次，学科教师和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活动并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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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次；与迪肯大学等国外院校合作发表国际合作期刊论文 32
篇；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在学院做学术报告 15次，有力地提升了

学科的影响力。

科研平台运行情况良好，冶金装备及其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教育部评估良好，机械传动与制造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评估

优秀。与千里马工程机械再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建立的校级研究生

实践基地获批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学位点省级研究生工作站达到

3个，新增武汉锅炉集团阀门有限责任公司等 3个校级研究生工

作站，为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平台。

六、社会服务贡献

学位点与宝武钢铁集团等大型钢铁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和校

企地合作，2021年签订企事业单位委托重大项目 19项、战略合

作协议 9项，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8项；制定

了《车辆行驶跑偏试验方法》、《液压传动金属承压壳体的疲劳

压力试验第 1部分：试验方法》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3项；承担研

制国防军队建设课题 4项，实现了军民融合产品研发推广的重大

突破。

积极投身社会服务，外派专业技术人员和学术骨干赴企业挂

职 10人次；大力推动科普教育，获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 1项，

“武汉市科普讲解大赛”优秀选手奖和优秀组织奖 2项，提升了

学位点社会服务美誉度。

七、学科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学位点制定

了《机械自动化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实施办法》、《机械自

动化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在研究

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层层把关，营造了良好风气。同时，改革导师

考核制度，突出对立德树人成效、学术水平和培养条件的考核，

形成了规范合理、进退有序的动态调整机制，导师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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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显著加强。

加强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监控，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学位

点制定了《机械自动化学院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办法》、

《机械自动化学院研究生导师年度招收计划分配实施办法》、《机

械自动化学院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的补充规定》、《机械自动化

学院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送审预评审管理办法》等文件，对研究

生培养全过程和学位授予各环节进行了严格的管理。近年来研究

生学位论文初审通过率持续提升，省级学位论文抽查中反馈无

“存在问题学位论文”。
提升研究生日常管理水平，保障研究生权益。通过机械自动

化学院学术委员会、机械自动化学院学位委员会、研究生培养指

导委员会等管理机构从加强研究生权益保障的制度化意识、完善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研究生民主参与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和

加强研究生权益保障管理制度化的监督四个方面切实保障研究

生权益。学校研究生会依托线上维权反馈渠道、定期权益座谈会

等途径，为研究生进行权益维护服务工作，保障研究生在学期间

的各类学生权益；针对学院内部存在的学习、生活等权益问题，

学生也可直接将相关问题反馈给学院，在涉及奖学金评审细则修

改、评优评先修订等方面，做好公示倾听学生意见。在校研究生

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等方面满意率总体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