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2

学院愿景

• 科技创新的源泉

• 工科人才的摇篮

• 产学研与国际合

作的平台

学院宗旨

• 面向经济发展

• 培养创新人才

• 推动科技进步

• 服务社会需求

学院文化

• 以人为本

• 团结协作

• 脚踏实地

• 开拓进取

• 与时俱进

• 求真务实

• 昂扬向上

• 争创一流

学院作风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党建引领 立德树人



学 院 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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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机、电、测、控多学科交叉

机械自动

化工程系

精密机械

工程系
自动化系

电气工程

系

无人艇工

程研究院

新型显示

技术及应

用集成教

育部重点

实验室



四个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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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科 介 绍

教职工总数：389人

 全职专任教师：276人

 教授（研究员）：73人

 博士学历教师：247人

机械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

9个
本科专业

4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

3个
一级学科博士点

3个
博士后流动站

16个
二级学科硕士点

15个
二级学科博士点

在校学生总数：4323名

 硕士、博士研究生:~2141名

 本科生：~218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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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流动站及博士点

• 机械工程

• 控制科学与工程

• 电气工程

•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 机械电子工程

• 机械设计及理论

• 车辆工程

•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 系统工程

二级学科博士点 15个

•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 导航、制导与控制

• 电机与电器

•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 机械工程

• 控制科学与工程

• 电气工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个 一级学科博士点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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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士 点

• 机械工程

• 控制科学与工程

• 电气工程

• 仪器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点 4个

•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 机械电子工程

• 机械设计及理论

• 车辆工程

•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 系统工程

•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二级学科硕士点 16个

• 导航、制导与控制

• 电机与电器

•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 精密仪器及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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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自动化工程系

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方姚自强奖、方周自强奖

 特色与定位：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为重点的“教学+科创
竞赛+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国际化合作”的一体化发展思路

 全系师资队伍100余名，其中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等
省部级以上人才7名，正高级职称近20名，博士学位近75%

 拥有机械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和一级博士点，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二级博士点

 设有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
程硕士点；建有“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留学生全英文专业

 设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智能制造
工程（教育部首批）、机器人工程、工业工程、工业设计本科专业

 建设有近十门上海市精品、重点课程，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
每年学生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竞赛一等奖50余项

 已形成“智能基础件”、“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机器人与智能
设计”、“光机电智能检测及装备”、“电液集成控制”5个稳定科研
团队近三年进校经费超过1.3亿元，获得省部级科技奖项一等奖2项，
发明专利成果转化超160万元；与航空航天、汽车交通、海工装备制
造业近50家企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建有“智能康复机器人及可穿戴康
复器具”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重点创新团队

 与美国普渡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南普
顿大学等签有3+1+1学生联合培养协议，与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圣
母大学合作开展联合毕业设计

 设有方周/方姚、东洋电装、中科新松、庚奇、蔡司等学生奖学金，每
年近320万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合作美国普渡大学交流访学

首批一流本科专业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精密机械工程系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机、电、光、控、智、测相

融合为鲜明特色的教学和科研主导方向，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在国内外

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拥有双一流学科、上海市高原学科“机械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国防特

色学科“机械电子工程” 等。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精密机械学会的挂靠

单位、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机械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与美国、英国、日本、

新加坡等多所境内外大学建立了教学、科研合作关系

 参与和承担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和科研项目，获得过国家科

技进步奖及省部级一等奖多项

 设有本科专业机械电子工程（国家一流本科）、测控技术与仪器（工程教

育认证）、机器人工程 ；硕士专业机械电子工程、精密仪器及机械、车

辆工程；博士专业机械工程及博士后流动站。建设有留学生全英文“测控

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和“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设置美国肯塔基大学3+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3+2、新加坡国立大学

3+1+1联合培养等等海外合作项目

 与国内几十家集团及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有863

产业化基地，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企业设置十余项奖学金

精密机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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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 化 系
 历史底蕴：自动化系在我国电力传动控制领域创始人之一陈伯时等老一辈学者带领下创立的，具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悠久的学科传承。1994年由原上海工业大学电控学院（包括电机系、电表
系、工业自动化系）以及原上海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于新的上海大学组建时合并而来，时为上
海大学自动化学院

 平台基地：国家外国专家局、教育部复杂网络化系统智能测控与应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上海市
智能自动化与网络化控制国际联合实验室，上海市电站自动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中澳机器智能国
际联合实验室，2个校企合作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上海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个国
际产学研合作联合实验室，1个本科实验中心

 培养理念：自动化系致力于培养具有工程意识、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综合能力，宽口径、复合型
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长期以来为国家和上海市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就业于华为、
上海电气、英特尔、GE等世界500强企业

 科研实力：先后获得国家/上海市一、二等科技奖30余项，近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863计划、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军工类等国家级项目课题100余项

 专业特色：自动化专业是研究人工智能、自动化、智能化、物联网通讯以及机器人控制技术等，
将“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相结合、控制理论与应用相结合”为特色的适应性强、应用面广的工程技
术学科，同时也是计算机、通讯、控制、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的宽领域专业

 学业奖励：设立自仪奖学金、上电所奖学金、欣巴科技奖学金、和宗焊接奖学金等奖励优秀学生

 人才队伍：拥有长江、杰青、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国高被引学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优青、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优秀教师



电气工程系

建有(含共建)上海市重点学科等科技创新平台（上海市高原学科、上海市电站自动化技术重点

实验室、微电子研究与开发中心、电机与控制工程研究所、汽车电驱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设有陈伯时教育基

金及台达奖学金、

自仪奖学金等多项

奖学金

国际合作覆盖三大洲6

个国家，与11家海外

高校开展紧密科研合

作与人才联合培养

近年毕业生就业及深
造率保持在99%，其
中2019届本科专业毕
业 生 的 深 造 率 高 达
60%

编著国家级规划教材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
系 统 》 ， 累 计 发 行
130余万册，服务全
国几十所高校

电气工程系最早源于1960年上海工学院（上海工业大学的前身）建校之初成立的电机工程系和

后续成立的工业自动化系，1994年并入新组建的上海大学自动化学院，1999年并入上海大学机电

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自动化系，2020年重新成立电气工程系，入选国家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

六十年历久弥新，在我国电力传动控制领域创始人之一陈伯时以及江建中、言茂松等老一辈学

者带领下，电气工程发扬学科传承，始于国内同类专业首批博士点“电力传动及其自动化”，发展

至今拥有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专任
教师

博士学
历占比

正高
职称

国家级、省部级
人才等

国家级和省部级
一等/二等科技奖励

43人 77% 10人 9人次 6项

近五年数据

国家级
项目

省部级
项目

国际
合作

重大横向
(200万以上)

SCI/EI论
文

出版
专著

32项 12项 9项 近10项 300余篇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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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实 验 室

上海市电站自动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重点研究领域：

1. 电站信息检测与智能化处理技术
 先进传感器技术
 信号处理建模与仿真

2. 电站自动化过程系统技术
 先进控制与优化策略
 自动化装置技术
 网络与自动化系统技术

3. 新能源发电及驱动控制技术
 新能源发电及应用
 高密度电机技术



上海市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重点实验室

重点研究领域：

1. 基础件及功能部件

2.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3. 智能制造技术与系统

z1

x1

y1

z0

x0

y0

1

2

3

m

f

重 点 实 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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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实 验 室

新型显示技术及应用集成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交叉)

重点研究领域：

1. 先进显示材料、器件、设备

2. 先进封装与微系统集成等



14

重 点 实 验 室

重点领域：

1. 国家无人装备重大科技专项

2. 民品、军贸及执法装备研制

创新
中心

海洋智能
无人艇平台

群体智能

海洋探测装备

减振降噪

海洋能量
收集系统

海洋场景
智能感知与重构

海洋智能无人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智能无人艇系统工程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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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引智基地

国家外国专家局 教育部

复杂网络化系统智能测控与应用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重点领域：

1.复杂网络化系统控制学科前沿理论

2.智能电网、智能制造和智慧医疗等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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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

上海市科委 上海大学+贝尔格莱德大学

上海市智能自动化与网络化控制

国际联合实验室

重点领域：

1.智能自动化与网络化控制前沿理论

2.智慧能源系统控制、测量、安全关键领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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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实 验 室

中英科学桥合作伙伴

能源与自动化联合实验室

重点领域：

中英科学桥项目可持续能源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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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实 验 室

上海大学-南瑞集团

智能电网新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重点领域：

1. 智能电网新材料应用

2. 智能电网新技术，包括机器人、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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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实 验 室

与上海发那科机器人、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思科中国、上海ABB工程、中科新松共建

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创新实验室

重点领域：

1. 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2. 智能制造技术与集成系统



• 生物医学工程中的数字建模与转化

• 可穿戴医疗器械与设备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参赞、总领事馆领事、副领事与学院领导合影

报备单位：

• 加拿大总领事馆

• 魁北克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加拿大Creaform（形创中国）与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医疗3D数字化示范实验室”

联 合 实 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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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经 费

科研总经费连续五年过亿元

首次突破2亿元

持续创新高

11260

13105

15241

18000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单位：万元

2.2亿



SCI 
论文
增长

ESI 
论文
数3

8

14

21

24

27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60

+90

+80

学术论著及知识产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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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情 况

牵头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3次、上海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八连贯

（第二人）

国家科技进步



科 研 情 况

2018 2019 2020

5583 6013 8278

• 国家科创重大专项课题 （汪小帆， 637万）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蒲华燕，1214万）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费敏锐，1199万）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彭 晨， 630万）

• 中央军委科技委重大专项 （彭 艳，1130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基金（蒲华燕， 287万）

• 重大横向项目 （崔 泽，2170万）

注：2020年立项统计

重大项目连续获得突破，国家级项目经费总量稳步增长

国家级项目（含军工）经费数（单位：万）

国家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任肖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课题 张建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杜大军
贾 立

JKW前沿创新项目 王曰英

JKW重点项目课题 刘媛媛

JG国家级重点项目 罗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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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采用海洋无人艇

完成海洋环境灾难下的应急探测

再立奇功！无人艇驰援东海“桑吉轮”

碰撞燃爆事故后续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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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战略

 确定沉船位置和姿态

 测绘沉船区域水深

 采集污染水样和油污样本

 探明长江口二号沉船

 初步清理的船尾临1号舱部分

 出水完整和可复原景德镇窑瓷器

188件

水下考古调查成果丰富

上海水下考古重要突破

全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现



26

瞄准我国商用飞机制造国家战略，开展智能设计、总线先进测试、功能测试验

证、发动机流场仿真、模拟驾驶等关键技术研究，建立民机总装先进测试技术联合实

验室，助力C919、ARJ21智能制造。

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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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习总书记“大力发展农业科技，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伟大号召，基于

人工智能开展精准感知、智能控制和无人驾驶等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研

发智能农机装备、农业机器人系统，对接国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略。

全自主机器人（除草、喷药等） 智能农机装备（打包式采棉机） 采摘机器人

 智能采棉机

 果园机器人

 自主机器人

 集群机器人

 无人驾驶等

服务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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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助力疫情防控

消毒智能机器人、宾馆智能运输机器人走上战“疫”一线

疫情之初， “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中心” 确定组建了“高污染危险环境下

智能消毒机器人”攻关小组，系主任田应仲结合抗疫前线需求，攻关小组日以

继夜，在不到20天时间内研制出了可替代人工消毒作业的智能机器人。此次研

制的“消毒智能机器人”成为了首台进驻龙华医院、第十人民医院进行工作的

智能机器人。

另外，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中心

参与研制开发“宾馆智能机器人”，

在疫情中主要负责被征用于隔离观

察与防护酒店的食品、生活用品、

卫生用具等物品的运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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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助力疫情防控

智能发药机与智能分拣系统

智慧工厂与自动化生产装备研究中心团队（团队负责人崔泽）联合上海医

药集团，推进“医药分开”，大力发展处方药零售的“互联网+”业务平台，

研制智能发药机与智能分拣系统。

前期，为了对接国家及上海市的需求，团队联合上海韦乐海茨公司研发人

员组成医工项目研发团队，根据上海医药提出的处方药品分发、分包与分拣的

目标需求，攻克了自动补药、二维码高速准确识别、长距离伺服位置判断、快

速分拣机构等关键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智能发药机与智能分拣机系统。

该系统已于2019年8月投入使

用，至今运行状况良好。疫情防控

期间，智能发药机与智能分拣系统

始终保持稳定、高效的工作状态，

日完成电子处方在4000单左右，

为上海市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贡

献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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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助力疫情防控

疫情爆发后，智能基础件团队（团队负责人华子恺）筹划助医防护工

作，听取医生需求，快速开发并制作简易面屏、护目镜等防护用具。团队将

护目镜的模型数据与打印参数全网公开，至今已累计下载近500余次，被多家

企业下载应用进行快速制造支援防疫一线，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湖南云

箭集团）、上海3D部落公司等5-6家。

团队共计送出自己制作的护目镜近300副，护目面屏近500件，直接捐赠

单位包括上海瑞金、华山、徐汇中心、岳阳、新华、儿童医学中心等19家医

院。

与上海市中山医院呼吸科联合

研制插管负压防护隔离罩，专用于

新冠重症病人插管作业中手术医生

的防护，并通过上海市中山医院送

往武汉金银潭医院进行使用。

日夜赶工防护用品支援医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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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助力疫情防控

隔离区巡诊服务机器人

“隔离区巡诊服务机器人”由 “网络化系统及智慧诊疗”团队徐昱
琳副教授与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研制，主要针对隔离区内医疗、智
能陪护等个性化需求，辅助医护人员对病人病情远程监控和实时诊断等
功能。 隔离区智能服务机器人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云医院和
“爱照护”养老院进行示范应用。

人体跟随.mp4
人体跟随.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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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助力疫情防控

数字化X射线（DR，digital radiology）医疗成像技术，可检测出肺纹
理增多/模糊、胸腔积液等征象，具有小剂量快速拍摄的特点，可对单人多次
拍摄跟踪病情发展；张建华教授带领团队，建立了国内领先的大面积平板探测
器产业化基地，自主设计建成大面积碘化铯闪烁晶体自动化生产线、探测器制
造与产品检测生产线，年产能达2万台。在Covid新型肺炎诊疗中，将病人移
动变为机器移动，降低了病人移动导致人传人风险。获得2020年度上海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抗疫专项）

数字化X射线医疗成像技术



双带头全覆盖，党建硕果累累

• 选优配强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

书记100%全覆盖

• 14个专任教师党支部书记均为博士、副高

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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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党建引领

智能制造及机器人中心党支部 教育部“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无人装备与系统党支部
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上海市劳模集体

陈伯时 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十佳好人好事”

黄慎之 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

田应仲
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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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党建引领

杨帮华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智能农机装备与机器人团队（苗中华）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彭 艳
全国三八红旗手、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

刘丽兰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蒲华燕 上海市巾帼创新奖

无人艇女性教师

参加CCTV“花开中国”时代女性盛典

树立先进典型，汇聚榜样力量

杨帮华教授脑机研究成果受邀CCTV采访



领航团队 教师团队

海上智能无人系统 无人艇工程研究院

领航课程 教师团队 领航课程 教师团队

现代工业与社会
进步

王小静 机器人时代 杨扬

研究方法与前沿 谢少荣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刘梅

机械设计 刘丽兰 自动控制原理(1) 顾申申

技术创新方法与
自主知识产权

刘树林 微机原理与应用 沈林勇

精度设计及应用 李明 机械设计基础A(1) 翟宇毅

液压与气压传动 张仕进
智慧地球与创新思
维

蓝箭

数控技术 王志明 电机与拖动基础 仇志坚

机电一体化原理 田应仲 模拟电子技术 徐昱琳

“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整体改革”领航高校中的领航学院
（开设16门领航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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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



肖宇龙：荣获

“上海大学生年

度人物” 、

“全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入围奖

谌稳帅：上海

市“见义勇为

先进群体

奖”、“五四

青年奖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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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

德育引航，育人成果丰硕
左净霭：代表中国在伦敦参加“第

四届全球重大挑战论坛”位列第4。

该论坛由中国工程院、英国皇家工

程院和美国国家工程院共同主办

3



8+1个本科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智能制造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机器人工程（2021年获批）

培养目标

基础扎实、能力突出，具有国际视

野、人文情怀、创新精神、能应对未

来挑战的卓越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与特色

“课堂教学+竞教结合+科教/产教融

合+国际联合”的协同育人培养模

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本科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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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成果

•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 专业工程认证：“测控技术与仪器” 通过工程认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专业进入2020 年工程教育认证自评阶段；

• 省部级教学项目新突破：上海市校外实践基地1项（上海15项），上海市就

业创业工作专项研究1项（上海市20项），上海市教改项目1项，上海市重点

课程3门；

• 出版3部“十三五” 规划教材：《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十三五”国家重

点出版规划项目；《机器人控制技术》《三维建模与工程制图》“十三五”

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本科学科竞赛，年度获省部级奖157项（国际、国家级71项）

•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

•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 中 国 机 器 人 大 赛 暨 RoboCup 机 器

人世界杯中国赛特等奖、一等奖共

15项

39

大学生科创竞赛



发挥学科优势，科研反哺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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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学成果

•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2020年度最佳博士学
位论文奖和最佳论文奖

• 2019年度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许其超，苏洲）

• 2020年度中国仿真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孙洪涛，彭晨）

• 2020年度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优秀博士论
文提名（蒋峰，刘树林）

•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119支人次获
奖，一等奖1项

• 主办2020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机器人赛道
华东赛区大赛，并获一等奖3项

•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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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学 研



• 校 友捐赠建设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创新实验室（ 价 值1000万 ） ， 并 设 立 了 “方姚自强

奖”（1000万）、“方周自强奖”（1200万），用于奖励优秀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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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捐 赠

校友携手共进，推动学院发展



连续7年荣获上海大学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

连续6年荣获上海大学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荣获2020年就业工作贡献集体

43

招生与就业

河北省招生创新高，理科一本排位

率2020年6.87%，文科一本排位

率2020年5.17%。

1 2
就业工作迈上新台阶，虽然今年

就业形势严峻，但就业率仍达到

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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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会 议

承办IEID大会高端装备会议和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连续举办中澳智能网络与控制联合研究中心学术年会

连续举办精密光学与人工智能国际研讨会

举办国际能源材料光子学会议

连续举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科学中心资助的中德论坛-
-Sino-German Symposium

举办“机械与运载工程2035”国际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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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交 流

与英国女王大学开展本科生“3+1+1”

及暑期交流、研究生国际交流

与美国普渡大学签订“3+1+1”联合培

养和暑期项目协议

与多所世界著名高校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或合作协议，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美国
佐治亚理工、荷兰爱因霍芬理工大学等

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无人系统”2项创新型人
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开设在线海外课程10门，2020年出国和参加海外
学分课程的学生人数达260人次

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签订“3+1+1”联

合培养协议，并成立“中德智能制造及

机器人合作中心”

与悉尼科技大学签订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
和举行双边学术交流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订“3+1+1”联合培

养协议和暑期项目协议

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签订“3+1+1”

联合培养和暑期项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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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团 队

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物联网研究中心

机器人与智能设计研究中心

智能基础件研究中心

新能源电驱动研究中心

智慧工厂与自动化生产装备研究中心

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超精密光电检测与信息显示技术研究中心

电液集成控制研究中心

精密工程与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

机自学院温岭研究院

智能电网能量管理与控制研究中心

网络化控制研究中心

工业互联网研究中心

微纳工程与电子制造研究中心

纳米热管理与检测研究中心

智能网联汽车研究中心

智能传感器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

光机电智能检测及装备研究中心

微纳检测与智能控制诊断研究中心
特种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

脑机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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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工程与电子制造研究中心

微纳工程与电子制造研究中心以新一代微纳工程与电子制造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为己

任，“基础”和“应用”研究并重、多学科多技术交叉合作。于1990年在中国大陆率先开

展OLED研究，2004年起组建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已在AM OLED、显示驱动芯片、柔性

显示、测试方法与标准研究方面具有特色积累。

 AM OLED及柔性显示技术

 高分辨显示制造及装备技术

 智能显示、传感及芯片技术

 2016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4年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3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团队近5年承担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总经
费达6千万，年人均经费超百万，年人均发表
高层次学术论文2篇以上。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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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核心研究人员由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国家杰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等40名高端人才组成。代表性成果为“精海”系列无人艇，极
地科考球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上海世博会多功能扫测艇等。研制的9个系列“精海”无人
艇，在黄海、东海、南海岛礁海域和南极罗斯海等进行海洋地形地貌探测、海底可疑目标探
测、海洋环境监测、海底掩埋物探测和巡逻警戒等。

 海上智能运载系统设计理论
 海上智能运载系统学习与协同控制
 海上智能运载系统能源动力与任务载荷
 海洋传感器
 医工结合

 海面无人艇领域首个国家技术发明奖

 201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17年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二等奖；曾

多次获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奖，以及中

国航海学会特等奖、工博会创新金奖等多项奖励

 2018参与“桑吉”轮碰撞燃爆事故后续处置工

作。为评估海底地形地貌状况、查找溢油点、估

算溢油量及配合沉船打捞等工作提供重要资料

 2017年国内首次利用无人艇对海南三亚湾海岸

带进行综合地质调查；2013-2017年多次在南海、

东海、黄海等海域进行应用；

 团队成员连续两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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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

“智能制造”是“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体现，其综合应用机器人、智能装

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通过三个集成（纵向集成、端对端集成、横向集成），

实现数控装备的智能化、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企业的智能管控，提升中国制造业能级。

……

设备层

信号源

现场总线

采集装置

分析与传输

支撑

高兼容车间数据采集设备

融合融合 融合

封装 封装

数据集市 数据融合 多数据视图

多维信息融合平台

航空航天 装备制造 钢铁汽车零部件

设备状态监控

 智能决策模型
 设备自维护

生产过程监控
 加工过程监控
 基于规则的知识系统

智 能 车 间 环 境 监 控  车间环境动态数据监测
 智能决策与控制方法

智能车间多粒度监控系统 智能工厂多维度决策系统

支撑支撑

产业链智能服务系统

 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技术

 机器人和数控装备的智能化技术

 生产过程的物理信息融合技术

工业物联网与工业大数据分析决策

 智能车间/工厂集成解决方案

 2016年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2018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

 2013年、2017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与佐治亚理工、普渡大学、悉尼科技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等国

际知名大学建设“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的智能化技术国际联合研

发中心”

 近5年进校总经费过亿元，年人均经费超百万，与中国商飞、

宝信软件、振华重工、上海电气、华域集团等长期产学研合作，

分别于2018年、2019年获得上海市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特

等奖、二等奖。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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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研究中心面向国家/上海重大战略需求，瞄准人工智能和无人系

统的技术前沿，从事装备智能化、工厂无人化、生产信息化以及机器人、无人自主系统

的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攻关以及工程应用实践，致力于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和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

 智能机器人（感知、导航、控制）

 智能装备控制与故障诊断

 多机器人系统协同

 数字孪生与平行系统

 人机共融混合智能技术

 智能农机装备与农业机器人

 2019年智能装备与农业机器人团队获上海市总

工会“工人先锋队”荣誉称号

 2019年“自走式三行采棉机” 获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科技一等奖

 2018年“巨型重载旋挖钻机控制与智能维护平

台”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团队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项、国家863

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1项以及上海

市基础研究重点项目等10余项。

 在中国科学、Automatica、Nonlinear Dynamics、

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Letters等领域权威

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研究中心

特色成果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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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控制研究中心

网络化控制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市电站自动化重点实验室、国家111引智基地和中英能源与

自动化联合实验室等国际产学研用联盟，围绕网络化控制与安全、机器视觉、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分析、智慧能源等开展国际学术前沿和应用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先进控制理论

 智慧能源中的优化控制

 医疗器械领域的智能感知与控制

 网络化研发平台构建与工程

 机器视觉与智能检测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

 2018年“大型压水堆核电站仪控设备与系统自主化

关键技术及应用”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8年团队韩清龙入选全球高被引学者和 IEEE

FELLOW、彭晨教授为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

 2016年“高安全成套专用控制装置及系统” 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2017年“网络化关联动态系统分析与控制理论方法”

自动化学会一等奖

 团队近5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工信部课题（2项）

等60余项重要科技项目，年经费1300余万，出版著

作10余部，发表SCI高水平期刊论文150余篇，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50余项远程巡诊服务机器人 发电系统网络化远程控制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智能传感器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围绕智能传感器，航空器虚拟仿真与控制，人工智能

等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展开研究。装备有激光跟踪仪、通用远程网络化监控系统、虚拟仿真测

试平台。包括：多传感器融合数据采集系统，航空器半物理仿真、飞行控制系统等。

 各类传感器：惯导、室内定位、超声定位

 航空器虚拟仿真、半物理仿真、飞行控制、综
合航电功能测试技术

 通用航空飞行模拟器

 运载器控制和装备

 虚拟实境仿真、飞行器半实物仿真系统、共轴式无

人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综合航电集成测试平台

 团队承担各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等10余项，今年经费900余万，发表SCI主流期刊论

文1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

风挡系统地
面模拟器

增强现实发动
机展示

虚拟仿真视
景系统

新型共轴直升机

综合航电集成测试
平台

航空发动机效果展示 通用航空飞行模拟器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智能传感器与装备研究中心



面向我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发展、智能电网建设以及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需求，开展智能电网能量管

理与优化控制、智能电网状态估计和安全风险评估、基于市场机制的电力系统灵活性管理与新能源消纳等

研究。承担完成一大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工程应用类项目，先后获得包括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等多项科技奖励；在电力市场交易机制设计和风险管理、智能电网能量优化控制等研究

方向具有优势和特色。

 基于能量路由器的智能微电网协调控制与能量管理

 基于新型智能优化方法的智能电网优化调度

 电力市场交易机制设计、博弈分析和风险管理

 基于市场机制的电力系统灵活性管理与新能源消纳

 混合网络攻击下智能电网状态估计和安全风险评估

 考虑风电与电动汽车群协同并网的异构机组组合

 研究基于多能量路由器E-router的三层树形架构智能分布式能源网

络，给出系统架构、控制调度策略和关键部件E-router的技术类型

及实现方式，重点实现基于SST的智能微网能量管理控制系统。

 提出基于非线性互补理论与分布式算法的复杂电力市场博弈均衡理

论，研究基于市场机制的电力系统灵活性管理与新能源消纳模式，

建立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电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对方法。

 提出基于非线性互补函数和次微分方法的随机最优潮流模型和安全

性分析方法，建立多运行方式下风电并网电力系统安全预警与控制

决策体系。

 提出粒子群、差分进化和人工蜂群等智能优化算法解决智能电网调

度问题的关键理论与技术，形成了一系列新颖高效的优化调度方法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余项；发表SCI收录论文150余篇，

其中ESI论文9篇；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等多项。

LVACHVAC

LVDC

MGE-router
MGCC

MVDC
SST

PEMGi,t

Grid

PENGk,t

Nano grid k

PENGj,t

DC

NGCC Nano grid j

LD

DC/AC
PD,t

BAT

DC/DC
PEBAT,t

PV

DC/DC

PGP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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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能量管理与控制研究中心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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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与智能设计研究中心

机器人与智能设计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市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上海大学-美国

佐治亚理工国际联合实验室、上海大学-西门子产学研合作基地等，重点围绕着机器人、航空

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智能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国家和上

海市的重大需求，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

 智能机器人技术

 可持续智能设计技术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

 智能制造系统技术

 全球最大的海洋风电安装平台

 中国第一台、全球第二台伺服冷镦成型机床装备

 国内最大的冷镦成型机床装备

 国内首台套大尺寸卫星天线在轨组装机器人

 智能康复机器人

 面向飞机\玻璃\能源等装备制造业的制造执行系统

 基于数字孪生体的飞机大数据质量分析系统

 海洋工程装备的信息融合系统

 复杂非结构化环境下无人智能移动机器人平台

全球最大的海洋风电安装平台

基于数字孪生体的飞机大数据质量分析系统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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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究中心
特种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究中心，依托“机械工程”国家一流学科、“机械电子工程”国家重

点学科，重点围绕特殊环境服役特种机器人、医用机器人、仿人/仿生机器人、机电液智能装备等关

键技术开展研究，与国内知名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团队现有成员10余名，

以突破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关键技术、形成一批科研成果并推进成果应用为目标，力争成为上海大学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之一。

特种机器人技术（空中/地面/水面/水下等特殊环境）

智能仿人/仿生机器人技术

人机共融医用机器人技术

智能无人系统（无人机/无人艇）

机器视觉及智能检测技术

机电液一体化智能装备

团队近5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1项，承担国

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2项、企业产学研合作项目30余

项，获得上海市奖项1项。2017年经费超1100万元，

2018年经费超1400万元。

团队近5年发表SCI收录论文2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80余项。

培养博士20余人、硕士100余人、博士后6人。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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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厂与自动化生产装备研究中心

智慧工厂与自动化生产装备研究中心，依托国家重点学科“机械电子工程”，从智慧工厂

的实现需求出发，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基础，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

等新兴技术与自动化装备相融合的技术研究与实现，为行业应用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项

目实施。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

 面向智慧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系统研制

 面向骨科诊疗的医疗装备研制

机器人烟包自动解包生产线

机器人翻箱倒料系统

汽车滤芯自动装配检测线

机器人码垛与拆垛系统

 团队已经为汽车行业、烟草企业研制了

不同用途的自动化生产线数十条，创造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团队与多家医院合作，在骨科诊疗方面

开展装备研发。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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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电驱动研究中心

新能源电驱动研究中心围绕新能源和电驱动技术，开展高能效永磁电机，智能运动控制与

能量管理和通用伺服系统核心技术，电力电子先进集成及功率单元高效封装，“分布式源-负荷-

储能”微电网全局智能优化管理及实现等方面的研究。拥有一流电驱动设计仿真平台和测控平台

 电力电子变换、先进驱动与运动控制

 电机与电器，新能源车用动力总成，伺服系统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微电网与分布式能源

 基于新原理、新材料的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电气系统智能化与应用，移动装备智能化技术

 上海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电动车辆用高密度永磁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制”

 上海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矿用蓄电池电机车关键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

 团队近5年来承担承担16项国家863计划和重点研发

计划（任项目，课题负责人）。近五年纵向经费

3700多万，其中国家级科研经费 1870.1万；

 近5年在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等发

表高质量SCI论文14篇，包括7篇高被引（ESI）论

文，在电气工程学科一级学报发表论文27篇，出版专

著11部，其中Springer 出版社2部；科学出版社2部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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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检测与智能控制诊断研究中心

面向国家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及无人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结合上海大学在精密机电装

备、智能机器人等方面的研究优势。重点开展机电精密装备与智能结构、微纳机器人、智能

仿人/仿生机器人、多机器人系统研发、故障诊断等的研究工作。

 复杂装备异常检测及在线故障诊断技术研

究
 复杂载荷下油井管接头数值仿真平台

 智能机器人控制及应用

 微纳机器人应用与开发
 高灵敏的巨磁阻抗传感器

 针对大型往复压缩机等复杂装备故障机理复杂，

故障样本缺乏，传统状态检测及故障诊断方法难

以检测的问题，开展了大型往复压缩机十字头下

沉故障机理研究。

 借助人体免疫系统相关机理，构建了大型复杂装

备免疫信息系统，实现了大型复杂装备的快速智

能故障诊断。

 研发了复杂载荷下油井管接头数值仿真平台，降

低油井管接头失效风险。

 国家及省部级纵向课题10余项，杨帆计划1项；

2018SCI论文16篇，专利10余项。

 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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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自学院温岭研究院
温岭研究院是机自学院与温岭市政府合作，入驻温岭市科创服务中心设立的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研究院针对泵和电机、自动化设备、机床、汽摩配、气动工具
等温岭市支柱产业，在特种电机及其控制、叶片泵流体分析、工业自动化、变频器与伺服电机、测试设
备、大数据管理与挖掘等方面进行研究、技术开发和服务。

 特种电机设计与控制、变频器与伺服控制
 叶片泵流体分析与设计
 工业自动化及信息化、数据采集系统及大数

据管理与挖掘
 电力电子变换器及设备、模块化电源系统
 测试计量设备

 低速大转矩直驱电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永

磁同步电机、无轴承永磁电机等设计开发

 高效高性能电机控制器、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

 智能自动化系统设计与开发

 工业检测系统

 基于云端的数据采集系统、管理系统及大数据

挖掘

 高效、高性能、大容量、模块化电源系统

 新型储能及其变换与控制技术研究，锂离子蓄

电池梯级回收再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

技术研究

 近三年团队承接企业项目近700万元

72Nm永磁力矩电机定转子

新型复合泵电机及
控制器

船用减摇陀螺用高速
电机及控制器

动力锂电池化成系统

基于图
像处理
的汽车
座椅零
件产品
质量检
测系统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60

脑机工程研究中心

脑机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医工结合一流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高原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

科，围绕脑机交互核心技术及其在医疗康复和国防领域的工程应用中的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展开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基于脑电、肌电、眼动等生物电信号的意图解码技术、虚拟现实仿真训练技术、面向

脑卒中和精神抑郁等疾病的诊断康复技术、生理数据数据采集以及情绪与体态识别技术等。

 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的智能解码理论

 基于脑电/肌电等信号的人机交互技术

 虚拟现实康复训练及仿真控制技术

 脑机交互结合虚拟现实的脑卒中康复

 精神抑郁症患者的自动诊断与康复

 戒毒人员的渴求度评估及脑波训练

 生理数据采集技术

 情绪与体态识别技术

 健康陪护机器人设计与集成技术

 复杂场景下的环境感知及定位技术

 智能人工器官

 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决策

 主持研发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是脑机接口技术在

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的代表性产品，该产品获得医疗注册证，

并在国内50多家知名医院使用，已有省市纳入医保。

 研究中心主任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国家自然基金委主办的“2015中国脑机接口比赛（机器人

控制）”，团队获全国第三名。

 是2019、2020世界机器人大赛-脑控机器人大赛联合主办

单位，2019技术赛团队获得三等奖

 团队近5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国防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课题、横向项目等近20项，经

费1500余万，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脑机交互结合VR的康复训练系统 脑电/肌电控制机械臂抓取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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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基础件研究中心

智能基础件研究中心，围绕工业基础零部件及相关技术单元等的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展开研究。

以工业基础件的智能化为主要发展方向，以摩擦学、机械系统动力学等为基础研究理论，并以现代

测试技术为主要研究手段，最终将智能基础件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广至工业化应用。

 滑动轴承动特性测试技术及稳定性研究

 滚动轴承摩擦学、动力学特性与在线监

测与寿命预测技术

 自润滑轴承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

 高速转子动力学及高速电主轴技术

 医工结合及人工关节技术

 研发20余种不同结构径向轴承与推力轴承静动特

性计算方法并获得工程应用

 研制多参数可调径向轴承和推力轴承动特性实验

台，获得轴承刚度、阻尼等参数测量方法

 与SKF荷兰研发中心和SKF全球技术中心开展滚

动轴承特殊工况下摩擦性能优化研究

 已为60余家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企业提供滑动轴承

等基础件国产化技术支撑，打破国外垄断壁垒

 高性能电主轴系统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形成成

熟设计并推向市场

高端滑动轴承核心技术
滑动轴承静动特性试验台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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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热管理与检测研究中心
纳米热管理与检测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纳米电子材料与微纳集成封装技术、纳米材料在电子

产品热管理中的应用等领域研究，特别是碳基纳米材料的前沿封装材料制备与表征、纳米材料在
电子器件散热中的应用、电子产品散热检测与仿真等方向。

 石墨烯应用于高功率电子封装散热

 碳纳米管应用于3D芯片硅通孔互连

 新型热界面材料散热性能与机械能研究

 氧化石墨烯涂层的生物相容性研究

 针对高功率器件及电子产品热管里的迫切需

求，开展了石墨烯化学气相沉积制备、石墨烯

转移至热功率芯片技术研究。

 开展了石墨烯散热片在不同的封装结构电子器

件热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及对石墨烯导热膜

界面功能化处理从而与二氧化硅等目标器件形

成表面键合，提升散热效果。

 碳纳米管应用于3D芯片硅通孔互连，实验研究

了不同构形、容积率碳纳米管束及其致密方

法。

 金属基热界面材料研发，系统测试了纳米TIM材

料厚度、热点位置与散热效果的关系，研究了

纳米TIM材料断裂强度等可靠性。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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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汽车制研究中心
智能网联汽车研究中心，围绕安全、舒适、节能、高效行驶的新一代汽车的共性及关键技术问

题，充分发挥研究中心的学科交叉优势，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电驱动等基础前瞻和

关键应用技术出发，展开核心部件、算法及其应用集成的研究。

 环境感知技术与传感芯片设计应用

 自主智能控制和网联式协同控制

 牵引电机设计与电机的振动噪声

 高可靠高性能电机驱动控制器

 电池管理与整车管理系统研发

 2015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一完成
人)，面向“互联网+ ”的电动汽车智能控制与管理
平台

 提出能量系统负载变化的自感知方法，获2012年
IEEE信息与自动化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提出汽车打滑与控制模拟平台，获2017IEEE ICIA最
佳论文奖

 车用大功率电机与驱动控制器形成产业化应用，成
功应用于中型客车、电动物流车与城市公交车

大功率公交车用电机产业化电机驱动控制器路面打滑-行驶环境自感知系统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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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研究中心

工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市智能制造及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和上海市机器人协会等科研
学术平台，以国家的“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2025”战略为导向，围绕工厂数字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的发展需求，对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云和人工智能等核心问题展开研究。

 基于异构自组网的设备智能监控
 车间控制网络和信息集成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团队近5年来承担国家、省部及横向课题70余项，发
表SCI/EI期刊论文100余篇，授权国家专利50余项。

 数字化工厂
 大数据和云制造
 增材制造和3D打印技术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机床管家系统 数控设备状态跟踪及远程诊断系统

中央空调集中控制与远程监控系统

炉窑远程监控系统

智能分布式光伏电站监控系统

精密轴承制造数字化车间及
MES系统

提升飞机研制能力的大数据应用系统

提升飞机研制能力的大数据应用研究与开发

 从M立方、CPC、IDEAL等系统中抽取质量、AO、EO、ECP、ECR、物料
管控等业务数据集成到Splunk集群大数据平台；

 Map-Reduce计算，完成智能算法Apriori并行计算，实现质量数据关联挖
掘分析，通过质量数据决策树，实现FRR质量业务流程指导；

 在Splunk中嵌入改进的搜索排序算法与Simhash算法，从而实现搜索结果
个性化排序以及为用户推荐语义内容相似的文档；

 以装配生产线为中心，提供360度研制过程信息展示（复杂、历史数据、
即时处理）。

质量数据关联分析

全机装配数据可视化 装配大纲数据可视化

个性化知识推荐及排序

烟包自动化生产系统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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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电智能检测及装备研究中心

光机电智能检测及装备研究中心主要面向深海、深空、汽车、助老/助残、智能机器人、智能

制造等领域，开展光电智能检测、光机电一体化装备与系统集成、机器感知及智能、人机智能增强

融合等方面的理论及应用研究。

 机器视觉水下成像理论和技术
 光场成像理论及技术
 机器视觉3D成像与信息处理
 机器人环境感知、路径规划与导航
 人机交互与人机智能增强融合
 光机电一体化系统集成及装备

 激光同步扫描三角测距成像系统，为空间
飞行器跟踪对接提供位置及姿态信息；

 激光高速扫描双目视觉三维测量及微光相
机图像处理技术，为深海生物原位数字化
观测提供手段；

 Robot-Human人机交互及智能增强融合
理论和系统在助老/助残领域的应用；

 基于人体视觉/语音等自然通道的驾驶员-
汽车智能交互合作技术，为实现智能网联
车和智能驾驶提供技术支撑；

 团队近5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
项、课题2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企事业委托重大横向项目等10余项，
发表SCI/EI主流期刊论文30余篇，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10余项。

激光高速线扫描3D生物测量系统 驾驶员-汽车智能交互与合作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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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工程与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

精密工程与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市机器人协会上海精密机械研究所等，围绕精密
工程、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等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展开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
863、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等项目，包括：神光（约束核聚变）靶场系统组件、核电站燃料
组件视觉定位等。

 精密工程：精密机械设计、精密测量与分析、精密系统控制
 机器人技术：医疗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机器视觉与计算机视觉：视觉精密测量、工业视觉分拣、物体识别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机器智能体、智能agent与多agent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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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液集成控制研究中心

电液集成控制研究中心，与国内外液压工程领域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产学研用联盟，主要围绕
液压元件、机电液系统的智能控制、智能检测等前沿问题展开研究。装备有可视化建模与控制
系统开发平台，包括：液压元件性能综合测试台，囊式蓄能器性能检测系统，节能型电液汽车
制动实验系统等。

 机电液智能测控系统开发与制备
 特种用途液压系统设计、仿真与制备
 工业及液压节能控制
 复杂系统建模控制

 团队邢科礼研究员、刘廷章教授为国内液压及控

制领域知名专家

 近20年的机电液测控系统专业研制

 丰富的液压测控非标设备研发经验

 已成功研制“高效节能型液压元件测控系列装置”

贰百余套，在国内外30多家企业得到良好应用，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电液系统在航空航天、制造装备、工程机械等各

行业应用广泛，在高效、节能和减员增效上效果

显著

 团队近5年承担了30余项重大科技项目，累计经费

约2000万，出版著作6部，发表SCI主流期刊论文

6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

基于Labview/VB/C++的电液测控系统

高效节能型液压元件测控系列装置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技术，利用先进的激光技术及数字技术开展光学应用研究，应用于大尺寸光学
件几何特征参量和外观形貌检测，生物组织医学参量、光学材料微观参量的高精度检测，三维显示及智能可
视终端，智能壁板结构自传感与主动控制，航空结构智能感知监测。团队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
题、国家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国防科技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科委国际合
作项目及高新技术企业项目。

 精密光学检测及光学系统设计
 微纳光学成像与精密检测
 计算成像及三维显示
 全息光克隆三维显示与虚拟现实智能显示
 计算机视觉及人工智能
 光纤传感系统及航空结构测试技术
 智能结构与主动控制
 微纳操作及精密系统

 上海市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成
果奖1项、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科技技术进步三等奖1
项，SID（国际信息显示学会）亮点技术；

 近5年发表SCI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1部；
 近5年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3项、国家基金重点

项目1项。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超精密光电检测与信息显示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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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学习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视觉学习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依托国家111引智基地、医工结合一流学科、控制科学与工

程上海市高原学科等，围绕计算机视觉、视觉学习、数据统计分析、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

机共融交互等方向开展学术前沿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工作。

 视觉多人定位方法与数据分析

 动态人体视觉数据识别与定位分析

 多目标人体动作的视觉认知

 基于视觉感知的机械臂动态避障

 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人重定位

 基于视觉的机器臂多物体抓取平台

 基于强化学习的机械臂拟人动作规划

 基于多层次学习模型的菜品视觉识别

视觉多人跟踪系统

机器臂多物体视觉识别与抓取平台

研究方向 特色成果

单目视觉定位系统 视觉人体动作识别系统基于视觉感知的机械臂动态避障系统



视觉传感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

3D传感器关键技术与突破

• 突破高分辨率下的3D图像高

帧率传输瓶颈

• 实现3D图像嵌入式板载智能

实时处理技术

应用领域：

医 药 包 装 铝 塑 组 合
盖 高 速 视 觉 无 菌 检
测 系 统 （ 出 口 俄 罗
斯、韩国）

软木塞高速视觉分拣系统

(威海四方公司应用)

智能皇冠盖高速视觉检测产线

(佛山永信制盖公司应用)

三维智能相机三维成像传感器

核心模块
三维成像效果

2D视觉软件关键技术与突破

• 突破复杂背景下微小瑕疵的检测

• 提出小样本泛化学习算法

• 实现高速在线精准检测技术

智能制造，航天，医疗，农业，矿业，服装，食品…

空间定位,机器人导航,自动驾驶无人车,工业生产,医疗领域,疫情中用于智能机器人导航

应用领域：

疫情中用于烟台鑫汇、威海威高、浙江周庆、重庆正
川、湖北银华等全国28家医药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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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的重点学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院所属的多个学科先后得到了国家及上海市政府

的支持。

 “十五”期间，机械电子工程被列入第一期上海市重点学科，先进机器人技术与

现代制造系统、仪电自动化分别被列入第二期上海市重点优势学科和重点特色学

科

 1998年起，先进制造及自动化学科连续三期被列入国家“九五”、“十五”、

“十一五”“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十一五”期间，学院所属的能源工程优化调控技术被列入国家“211工程”重

点学科“能源工程与新技术”学科三大方向之一

 上海地方高校“十二五”内涵建设“都市社会与智慧城市”分项目“城市公共安

全和先进技术装备”

 2001年，机械电子工程学科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2017年入选国防特色学科）

 2012年机械工程列入上海市一流学科，2016年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2020“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Shanghai 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我院4个一级学科进入世界300强

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电气工程

医工结合
智能运载科
学与工程国家一流学科 地高建学科方向

上海市高原学科 上海市高原学科

学 科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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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结合一流学科-智慧诊断

我院已成功研制基于机器人自动化操作技术与计算机视觉技术

的癌变细胞体外精确操作分离系统

(b) Digital 

Pressure 

System

(a) Micromanipulator

(d) Microscope (c) Pressure Trans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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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结合国际一流学科-精准治疗
• 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徐汇医院、长征医院等数十家医院完成临床100多例，帮助桡骨

精神损伤病人、腓骨骨折病人、手腕骨折病人和脑卒中患者。

• 在新型冠状肺炎防疫中，快速响应，研发一系列护目镜、组合面屏、插管隔离负压
罩等烈性传染病防护用品，无偿向社会技术开放，支持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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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结合一流学科-主动康复

新一代智能下肢康复机器人iRego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智能上肢双臂康复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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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医工结合一流学科-主动康复

支持企业拿到国内首个脑机接口领域医疗注册证，已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山东省立医院、上海第二康复医院等50多家医院使用，服务患者5000例
以上，已有省市纳入医保。2020年4月CCTV-9 《AI梦想曲》播放15分钟。

研制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医疗设备

训练阶段1

训练阶段2

训练阶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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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一流学科—智能运载科学与工程

建设目标：解决海上智能运载系统的核心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在装备的型号

列装上去的突破。服务海洋强国、军民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基础理论

设计

特殊功能材

料与结构

系统学习与

协同控制

能源动力与

任务运载

主要依托学科

支撑学科

四大

研究

方向



78

上海市高原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

源于产业需求，立足专业基础，突破前沿技术，引领学科发展

网络化智能化控制
数据智能与协同优化

泛在感知与信息融合
健康诊断与安全防护

多能系统跨域驱动
能源互联与调度管理

突破
重点

学科
基础

中枢控制
混杂物联系统
的网络化控制

前端传感

多物理域协同
的高能效驱动

主要
建设
方向 末端执行

系统安全态势
的智能化感知

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

系统工程
检测技术与
自动化装置

模式识别与
智能系统

导航与制导 生物信息学
人工智能理
论与技术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遴选高原学科建设方向，布局重点建设任务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

先进机器人
技术

智能制造装
备与系统

微纳制造与
信息系统

精密机电装
备与智能
监测系统

五
大
建
设
方
向

建设以“智能制造”为特色的学科高原

学
科
建
设

机 械 工 程

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国家863计划机
器人产业化基地

上海市重
点实验室

上海机器
人研究所

上海大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

CIMS与机
器人中心

增材制造与组织
修复

上海大学快速
制造工程中心

海洋装备与
技术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

上海市高原学科—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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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东区9号楼（上海市南陈路333号）

学院主页：http://www.auto.shu.edu.cn

电话：021-66136003 

http://www.auto.s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