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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3000 字以内） 

一、 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实验中心按照学校 2022 年工作会议部署和新冠疫情以及后疫情

时代下的特殊教学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改革创新，着力培

养思想道德良好，专业基础扎实，视野宽阔，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作为学校基础电类公共实践服务平台，本年度实验中心的实验教

学面向学院的 6 个本科专业，学校 8 个学院 27 个非电类专业的十几

门次专业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实验中心本年度接纳本科生实验

人数超过 5400 人次，年总实验人时数超过 8 万以上。实验中心一直

以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推进教学质量全面提高。 

1.实验中心积极组织学生申报 202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最终获批 2项国家级项目、3 项市级项目和 11 项校级项目。 

2.实验中心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参加教师科研项目，指导学生发表

第一作者论文 5篇；获批学生为第一完成人的实用新型专利 6 项，软

件著作权 7 项，外观设计专利 2 项。 

3.为推进学院的新工科建设，2022 年正式成立“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专业并开始招生，招生人数 60 人。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等。 

实验中心实验教学体系着力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增强学生

电工电子类基本动手实践能力、项目综合实践能力、创新实践能力。

实验项目包括常规仪器使用方法、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常规的实验

思维，基础类的实验项目，验证类的实验项目，综合实验和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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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创新型的实验项目主要依托中心教师科研项目、校企合作实训和

各种专业比赛和培训项目。 

2022 年，组织承办了 2 次校级电子设计竞赛。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 2022 年各类学科竞赛，学院共有 64个项目组织参加第八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个项目获国家铜奖，2个项目

获天津市银奖。在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赛区一等奖

1 项（华北赛区一等奖），全国二等奖 2 项（华北赛区一等奖），华

北赛区二等奖 1项。“2022年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天津赛区总决赛三

等奖 1 项。在 2022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天

津赛区竞赛三等奖 2 项。 

二、 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实验中心的教师队伍由 4名专职实验教师、32名兼职人员组成。

实验中心主任——曲志刚教授入选“天津市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天津市特聘教授青年学者”、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

等。另外，实验中心拥有“天津市教学名师”1 人，“天津市高校中

青年骨干创新人才”4 人，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1 人，高校骨干教

师科技特派员 6人。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以 2022 年博士岗招聘为抓手，积极对接高层次人才和应届博士，

招聘高层次人才 4人，应届博士 5人。 

高水平论文数量、质量有所提升，2022 年，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0 余篇, 其中，SCI论文数 15 篇（一区、二区收录论文数 10 余篇），

影响因子 15以上论文数 1 篇；EI 论文 2 篇，CSCD 论文数 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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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老师的“基于 CPS 的大型露天矿用自卸车关键技术开发及应

用”获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知识产权申报质量明显提高，出版科技著作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

2022年，专利申报由追求数量增长（以实用新型为主）向追求高质量

发展（以发明专利为主）转变。本年度全院申请发明专利 20 余项，

获批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出版科技著作 2 部。 

三、 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积极组织学生申报 202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最终

获批 2 项国家级项目、3 项市级项目和 11 项校级项目。学院教师王

世明参加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获天津市一等奖。中心教师编写出版教材

2本。获批天津市一流本科课程 1门，天津市线上线下实践课程 1门，

天津市实践课程思政示范课 1 门。带领学生积极参加教师科研项目，

指导学生发表第一作者论文 5 篇；获批学生为第一完成人的实用新型

专利 6 项，软件著作权 7 项，外观设计专利 2项。 

陈晓艳老师的“新工科驱动下教育现代化硕士研究生的’P-CSCP-

I’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戴凤智老师获新

工科视域下自动化类创新型人才“4-2”教学形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获天津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张维佳获批天津市创新创业教育特

色示范课程。 

在对外交流方面，调研了校内兄弟学院、天津大学、燕山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等国内部分高校等单位进行学习交流。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积极组织纵向项目申报，促进横向科研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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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组织中心老师申报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022 年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申报 16项，其中面上项目申请 11项，青年基金项目申请 5项。

2022年，获批优秀科技特派员项目 2项。 

2022 年共签订横向项目合同 31 项，合同金额近 1000 万元，较

上一年度增长 42%。全年到账科研经费 593.5万元，其中横向经费到

账 583.1 万元。2022 年签订 100 万元以上大型横向科研项目 4 项，

服务社会能力显著增强。 

四、 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实验中心建立有独立网站http://eelab.tust.edu.cn/并安排中

心的杨伟明老师负责信息及时更新和定期维护，并定期对管理人员

进行网络管理与技术培训，持续提升人员信息化水平，并不断完善

师生互动网络。 

实验中心网站建设了实验室开放管理系统，学生可在课外预约实

训、实验或其它科技活动；实现网上答疑、师生交流、实验教学信息

发布等功能。利用实验室考勤和监控系统实现快捷的实验室网络化管

理，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将评价、意见和建议反馈到实验中心，以

帮助平台管理员改进管理措施，优化管理结构。 

实行教学课程网络化、教学管理信息化。由于2021年疫情和学

院用房的调整搬迁等原因，实验中心根据网络实验教学需求利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实验课程开出率，保证中心实验教学课

程的顺利开出。 

本网站接入了中心建设的2门精品课程的网页，为建立课程、实

践和网络结合的教学平台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心实现了实验室的网络智能化管理，所有实验室均建立了实验

http://eelab.t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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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系统，方便实验中心老师实验登记，也方便学生预约开放性实验

项目。 

加强科研信息化管理、增强科研宣传。充分利用校园科研管理信

息系统，做好科研信息的统计、分析工作，为第五轮学科评估和提供

数据支持。及时发布科研项目申报信息、企业科技需求信息，做好科

研、学术动态的发布和科研成果的宣传工作。 

在保证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实验中心基础实验室（电子技术、电

工技术、工艺实习、电子仿真实验室、综合实验室）每周开放一天。

中心学生创新实验室3间实验室全天开放，除了供学生课外实践活动

使用外，还举办实践技能的培训和科技实践活动。 

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和事故紧急预案，加强安全教育，确保实验室

安全运行无事故，对实验室定期通风消毒。本年度设备运行完好，设

备正常运行，全年无一例安全事故发生。 

实验中心的优秀教师到企业参与工程课题研发、担任“科技特

派员”，服务滨海新区，面向轻工行业，发挥中心的实验示范作用

。中心立足天津，辐射全国，积极申请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建设，积

极推进思政教育与课程结合起来，同是还积极建设在线和线下金课

，落实通过这种方式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工作。 

五、 示范中心大事记 

1.成立“智能识别技术研究中心”，申报的“天津市智能制造装

备信息化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获天津市发展改革委批准实验中心的科

教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2.实验中心继续完善实验室优化整合工作，完成机器人实验室泰

达校区 6 号楼向河西校区 16 号楼的搬迁，提高了实验效率，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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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 

3.陈晓艳老师的“新工科驱动下教育现代化硕士研究生的’P-

CSCP-I’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戴凤智老师

获新工科视域下自动化类创新型人才“4-2”教学形式改革的探索与

实践获天津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4.本年度实验中心组织承办了 2 次校级电子设计竞赛。 

5.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2022 年各类学科竞赛，学院共有 64个项目

组织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 个项目

获国家铜奖，2 个项目获天津市银奖。在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

车竞赛全国赛区一等奖 1 项（华北赛区一等奖），全国二等奖 2 项

（华北赛区一等奖），华北赛区二等奖 1 项。“2022 年中美青年创客

大赛”天津赛区总决赛三等奖 1 项。在 2022 年华北五省（市、自治

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天津赛区竞赛三等奖 2项。 

六、 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一些实验设备及元件因使用时间长久而老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实验效果，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没能全面、及时更新，需进一步规划

完善实验设备的升级改造。 

2.实验中心的网络信息化开放程度不够，开放性实验项目还没有能

够面向学生全部开放。实验中心的辐射面不够宽，服务的宽度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 

3.尽管因疫情影响，实验中心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

完成了实验教学任务，但教学效果还有待提高，还需进一步探索对异常状

况的应对措施。 

4.实验中心课程思政内容更新力度不够，教师的政治意识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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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学校每年设立实训实验专项经费、教学仪器设备维修专项资金，

并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保证了实践教学质量。学校非常重视中心的

制度保障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天津科技大学“十

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天津科技大学“十三五”综合投资规

划》、《天津科技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天津科

技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实施细则》等，为中心的建设和实验教

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学校建立实验安全教育方案，学生进入实验室之前要进行两级安

全考试；疫情期间进入实验室之前，向同学们宣读《疫情防控工作生

活明白纸》，大大增强了同学们的安全意识，保证实验中心的安全运

行。 

学校支持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改革研究立项，保证实践教学改革

的推进，实验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设立了实验室开放基金，鼓励教

师创新实验教学，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实验。 

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例如：组织师生申报国家、

天津市创业创新项目、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等，设立了校级创业创新、实验室开放基金

等项目，并给予经费支持，提高了学生的工程能力、创新能力，培养

了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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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及说明： 

1.文中内容与后面示范中心数据相对应，必须客观真实，避免使

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等词。 

2.文中介绍的成果必须有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

的署名，且署名本校名称。 

3.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

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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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电工电子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 

所在学校名称 天津科技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eelab.tust.edu.cn/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河西校区 16号楼，泰

达校区 6号楼 

邮政

编码 

300222、

300457 

固定资产情况  

建筑面积 2600㎡ 
设备

总值 

1936万

元 
设备台数 2100 台 

经费投入情况 800 万元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

入 

（直属高校不填） 

776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

入 
24 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

主管部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 姓名 性别 出生 职称 职务 工作 学位 备注 

http://eelab.t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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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年份 性质 

1 曲志刚 男 
1980

.09 
主任 教授 技术 博士 

博导 

2017 

2 王以忠 男 
1963

.10 
 教授 技术 博士 

博导 

2010 

3 周卫斌 男 
1981

.09 
 教授 技术 博士  

4 侯勇 男 
1965

.10 
 教授 技术 博士  

5 杨伟明 男 
1980

.07 
 

高级实验

师 
教学 博士  

6 林丽媛 女 
1985

.02 
 讲师 技术 博士  

7 张维佳 男 
1984

.10 
 讲师 技术 硕士  

8 刘全玺 男 
1965

.06 
 副教授 技术 硕士  

9 李丹 女 
1977

.03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0 刘振全 男 
1972

.3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1 彭一准 男 
1974

.11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2 安阳 男 
1986

.06 
 讲师 教学 博士  

13 刘玉良 男 
1972

.08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4 段英宏 女 
1975

.09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5 杨国威 男 
1988

.11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6 程晓玲 女 
1968

.03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17 王世明 男 
1984

.04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8 杜萌 男 
1982

.02 
 讲师 教学 博士  

19 游国栋 男 
1973

.10 
 教授 教学 硕士  

20 路永坤 男 
1976

.10 
 讲师 教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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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宁 女 
1973

.09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22 贾红艳 女 
1973

.03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23 李智辉 男 
1972

.11 
 讲师 教学 硕士  

24 王琦琦 男 
1984

.02 
 讲师 教学 博士  

25 张宝龙 男 
1976

.03 
 教授 教学 博士  

26 张锐 男 
1975

.05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27 田志宏 男 
1966

.09 
 教授 教学 硕士  

28 刘文霞 女 
1980

.07 
 副教授 教学 硕士  

29 戴凤智 男 
1971

.02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30 陈晓艳 女 
1973

.08 
 教授 教学 博士  

31 李吉祥 男 
1978

.3 
 副教授 管理 博士  

32 李亚峻 女 
1973

.10 
 讲师 教学 博士  

33 韩晓光 男 
1984

.06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34 胡阳阳 男 
1991

.07 
 实验师 教学 博士  

35 张淼 女 
1989

.10 
 讲师 教学 博士  

36 王琦琦 男 
1984

.02 
 讲师 教学 博士  

注：（1）固定人员：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包括教

学、技术和管理人员。（2）示范中心职务：示范中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

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他。具有多种性质的，选填其中主要工作性质即可。

（4）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他，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5）备注：是否

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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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无        

注：（1）流动人员包括校内兼职人员、行业企业人员、海内外合作教学人

员等。（2）工作期限：在示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三）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份 
职称 职务 

国

别 

工作单

位 

类

型 

参会

次数 

1 曲志刚 男 1980.05 教授 
主任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2 盛涛 男 1980.07 讲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3 李吉祥 男 1978.03 
副教

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4 周卫斌 男 1981.09 
副教

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5 王世明 男 1984.04 讲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6 安阳 男 1986.07 
副教

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7 游国栋 男 1973.10 
副教

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8 李建良 男 1973.10 
副教

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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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9 张维佳 男 1984.10 讲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10 李玲 女 1979.10 讲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11 侯勇 男 1965.10 教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12 张大伟 男 1987.05 讲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13 冯爱慧 女 1969.07 
实验

师 
委员 

中

国 

天津科

技大学 

校

内

专

家 

5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

专家。（2）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

指导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1  自动化 2021级 126 1260 

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级 120 1200 

3  机器人工程 2021级 60 600 

4  通信工程 2020级 121 1210 

5  电子信息工程 2020级 112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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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0级 58 580 

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级 120 1200 

8  自动化 2020级 126 630 

9  通信工程 2019级 124 1240 

1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级 124 1240 

11  电子信息工程 2020级 116 1160 

12  自动化 2020级 126 1260 

13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0级 60 600 

14  自动化 2019级 114 1140 

15  电子信息类 2021级 192 1920 

16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1级 54 540 

17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9级 58 232 

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级 126 504 

19  自动化 2021级 120 480 

20  机器人工程 2021级 64 640 

21  自动化 2021级 120 1200 

2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级 126 1260 

23  电子信息工程 2020级 114 456 

24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9级 58 232 

25  机器人工程 2021级 64 512 

26  通信工程 2020级 120 600 

2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级 120 960 

28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9级 58 232 

29  自动化 2020级 128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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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电子信息工程 2020级 114 10880 

31  自动化 2020级 128 10240 

32  通信工程 2020级 129 10320 

33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0级 60 4800 

3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级 124 9200 

35  印刷工程 2021级 38 218 

36  制药工程 2019级 68 408 

37  轻化工程 2020级 96 768 

38  工业工程 2020级 56 336 

39  环境工程 2019级 60 360 

40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20级 186 1218 

41  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班） 2020级 28 168 

42  智能科学与技术 2021级 66 660 

43  物联网工程 2021级 126 1260 

44  软件工程 2021级 128 1024 

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1级 128 768 

4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级 116 1624 

47  物流工程 2020级 30 120 

48  机械电子工程（实验班） 2020级 32 256 

49  机械电子工程 2020级 121 1694 

50  车辆工程 2020级 64 896 

51  物流工程 2020级 29 232 

52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2020级 88 880 

53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2020级 61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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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020级 114 1596 

55  环境工程 2020级 70 420 

56  生物工程（实验班） 2019级 18 108 

57  生物工程 2019级 76 456 

58  海洋技术 2020级 65 520 

59  物联网工程 2021级 120 1200 

60  软件工程 2021级 124 1240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86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20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5门 

实验教材总数 10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2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

验教材：由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

专业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30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4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1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

项目的全国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

通讯作者或指导老师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

心固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有人。 

四、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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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课题名称 
文号 

负

责

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

间 

经费

（万

元） 

类

别 

1 无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1）项目/课题名称：项目

管理部门下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

下达文件的文号。（3）负责人：必须是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

（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中心人

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示范中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

别：分为 a、b两类，a 类课题指以示范中心人员为第一负责人的课题；b类课题

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他单位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

别 

1 

一种基于

轻量化网

络的小样

本钢材表

面缺陷分

类方法 

 中国 

林丽媛,

王颖,张

顺 

发明

专利

（国

内）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2 

一种基于

集成化电

极的分布

式电阻抗

同步测量

系统 

 

中国 

陈晓艳,

王迪 

实用

新型

专利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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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种基于

融合算法

的晶圆晶

粒缺陷点

修复路径

规划方法 

 

中国 

陈晓艳,

代钰贺 

发明

专利

（国

内）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4 

一种基于

Inception

模块的并

行胶囊网

络宫颈癌

细胞检测

方法 

 

中国 

陈晓艳,

洪耿 

发明

专利

（国

内）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5 

基于 V-

RESNet肺

部成像方

法 

 

中国 

陈晓艳,

付荣 

发明

专利

（国

内）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6 

一种基于

模观测法

的离心机

加速度计

组合标定

方法 

 

中国 

王世明 

发明

专利

（国

内） 

独

立

完

成 

7 

一个基于

广义

Hamilton

函数构造

的新四维

保守混沌

系统 

 

中国 

薛薇 

发明

专利

（国

内） 

独

立

完

成 

8 

一个四维

保守混沌

系统 

 

中国 

薛薇 

发明

专利

（国

内） 

独

立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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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种基于

蚁群算法

和遗传算

法融合的

配送中心

拣货路径

规划方法 

 

中国 

陈晓艳,

代钰贺 

实用

新型

专利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10 

FCU-Net深

度肺部电

阻抗图像

重建方法 

 

中国 

陈晓艳,

王子辰 

发明

专利

（国

内）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11 

基于 VDD-

Net的肺部

电阻抗成

像方法 

 

中国 

陈晓艳,

张新宇 

发明

专利

（国

内）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12 

基于物联

网的地下

室火灾监

测预警系

统 

ZL202123041636.5 

中国 

王秀清,

马龙 

实用

新型

专利 

合

作

完

成

第

一

人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

以证书为准。（3）完成人：必须是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

多个中心完成人只需填写靠前的一位，排名在类别中体现。（4）类型：其他等

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

类别：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其

他。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中心与

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第二完

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示范中心人员

则为合作完成-其他。（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

号 

论文或 

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版

社名称 

卷、期 

（或章

节）、页 

类型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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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 improved 

low-complexity 

DenseUnet for 

high-accuracy 

iris 

segmentation 

network 

周卫斌 

Journal of 

Intelligen

t & Fuzzy 

Systems 

 

SCI

收录

的论

文 

论文 

2 

Three-

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precise shaft 

parts based on 

line structured 

light and deep 

learning 

杨国

威,王

以忠 

Measuremen

t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3 

SUNIT 

Multimodal 

Unsupervised 

Image-to-Image 

Translation 

with Shared 

Encoder 

林丽

媛,吉

书林,

周圆,

张顺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4 

一个具有多稳定

流的广义 Ｈａｍ

ｉｌｔｏｎｉａ

ｎ 保守 混沌系

统 

贾红艳 

山东大学学

报（工学

版） 

 

CSCD

来源

期刊 

论文 

5 

High resolution 

laser fringe 

pattern 

projection 

based on MEMS 

micro-vibration 

mirror scanning 

for 3D 

measurement 

杨国

威,王

以忠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6 

Revisiting 

state 

estimation and 

weak 

detectability 

韩晓

光,王

金亮,

李志

武,陈

IEEE 

Transactio

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and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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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screte-

event systems 

晓艳,

陈增强 

Engineerin

g 

7 

V-Shaped Dense 

Denoi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陈晓

艳,张

新宇 

IEEE 

Transactio

ns on 

Instrument

ation and 

Measuremen

t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8 

An Optical 

Fiber Sensing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Surface 

Flatness of an 

Object 

张维

佳,饶

前程,

谷珍

杰,蒋

鹏 

Computatio

nal 

Intelligen

ce and 

Neuroscien

ce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9 

基于 BERT-GCN-

ResNet 的文献摘

要自动分类方法 

郭羽,

林丽

媛,刘

玉良 

天津科技大

学学报 

 中文

核心

期刊

（非

CSSCI

期

刊） 

论文 

10 

进化学计量比和

同成分铌酸锂晶

体中质子交换扩

散系数的比较 

张维佳 
天津科技大

学学报 

 刊（非

CSSCI

期刊） 

论文 

11 

面向盾构导向激

光标靶的抗杂光

算法研究 

黄喆 
仪器仪表学

报 

 EI 收

录论

文 

论文 

12 

基于一维卷积神

经网络的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预

测模型研究 

侯伟,

赵耕,

刘玉

良,杨

伟明,

郭丽 

中国医学物

理学杂志 

 

CSCD

来源

期刊 

论文 

13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pproach Based 

on Multimodal 

Biometric 

System with 

周卫斌 Sensors 

 SCI收

录 的

论文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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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 of Face 

and Finger Vein 

Features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期刊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

述、一般教材及会议论文不在此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人员（含固定人员和流动

人员）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刊物，外文专著、中文专著

为序分别填报。（2）类型：SCI（E）收录论文、SSCI 收录论文、A&HCL 收录

论文、EI Compendex 收录论文、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收录论文、南京大

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收录论文（CSSCI）、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期刊收录论文（CSCD）、外文专著、中文专著；国际会议论文集论文不予

统计，可对国内发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

容的论文重复。（3）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4）中文专著：正式出

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5）作者：多个作者只

需填写中心成员靠前的一位，排名在类别中体现。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

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

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字以内） 

推广和应用的

高校 

1 

电子技

术实验

箱 

自制 
完成模拟

、数字电

子技术相

关 

实验 

配套 

实验讲义 

天津科技 

大学 

2 

电流速

断保护

实验设 

备的研
发 

自制 电流速断

保护 

配套 

实验讲义 

天津科技 

大学 

3 

教学用

数字集

成电路 

测试仪
的研制
与开发 

自制 数字集成

电路测试 

配套 

实验讲义 

天津科技 

大学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

备进行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

设备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列举 1－2项。 

4.其它成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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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5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2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6篇 

省部委奖数 2项 

其它奖数 3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二）2”以外的其他国内刊物，只填汇总数量。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eelab.tust.edu.cn/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5000 人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2 项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1.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参加人数 时间 类型 

1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

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2.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

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

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3.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竞赛

级别 

参赛

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电信学院电子

竞赛 
校级 60 段英宏 

副教

授 
2021.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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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车”竞

赛 
校级 60 段英宏 

副教

授 
2021.11 0.5 

注：竞赛级别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3.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

号 

活动开展时

间 
参加人数 活动报道网址 

    

    

4.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

元） 

1 
智能机器人

设计 
100 彭一准 副教授 2022.10  

2 
电路板焊接技

能 
80 杨伟明 

高 级 实

验师 
2022.04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0 0 √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