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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新增一项发明专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向前老师，以武昌首义学院名义申请发明专利

《一种水下目标磁性定位系统与方法》，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授权，专利号：ZL 2018 1 1171349.6。 

该专利将目标携带的带有磁性的装备建模为一个磁偶极子，获得等

效磁偶极子的磁性参数，磁性传感器阵列的布置和数据采集，通过建立

磁偶极子等效目标与传感器数据之间的测量方程，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

法解算反演得到磁偶极子等效目标模型参数，利用磁偶极子等效目标磁

性参数构造模型解算结果有效性判据，以有效的磁偶极子等效目标轨迹

点得到目标的点轨迹。 

学校召开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项目研讨会 

 



9 月 24 日上午，科技处邀请获批“十四五”湖北省高等学校优势

特色学科（群）建设项目——“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学科群和土木工

程学科的学科负责人、学科（群）各研究方向负责人及学术骨干参加项

目研讨会。会议在行政楼 3楼举行，吴昌林常务副校长、城建学院冯仲

仁院长、信科学院魏开平常务副院长、机电学院李硕副院长、院长助理

吴修玉副教授，土木工程学科带头人卫军教授，机电学院特聘教授吴晓

光，朱忠敏教授、郑莹教授、肖书浩副教授、郭磊副教授、徐翔宇副教

授及科技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由科技处处长胡容玲主持。 

胡容玲首先对机电学院联合信科学院获批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城

建学院获批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的立项建设项目表示祝贺，希望通过五年

的建设，能获得优势特色学科（群）的称号，并对任务书的填写注意事

项和进度安排做了具体说明。 

会议围绕学校（群）项目建设任务书中的指标，主要从引进和培育

省部级学科领军人才、省部级学科团队数量，建设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

台数量，获批国家级自科、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获得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教学成果奖数量，学科（群）当年横向科研

项目到账经费总额和当年师均横向科研经费数额，学校若干自设指标如

高水平论文、专利数量、博士及科研人才培养梯队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重

点讨论。 

吴昌林常务副校长提出，以学科建设为契机，鼓励各学院围绕学科

（群）主攻方向重点攻克，长期坚持，逐渐形成特色研究方向，不断培



育研究队伍，最终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号召各学院关注博士的培

养，建议有条件的学院成立博士工作室，用好并培养好博士老师，引导

其利用好研究基础的同时，有意识地围绕学科主攻方向进行研究，形成

学科建设的合力，不负学校对博士的特殊政策。同时强调强化学科带头

人的引领作用，深化学科与专业的融合，实现内涵式发展。 

信科学院梁意文院长承接一项新科研项目 

近日，我校信科学院梁意文院长受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委托，开

展智能物联网系统芯片设计平台软件开发工作，并签订项目合同。 

该项目主要包括智能物联网系统芯片设计平台软件总体架构设计，

算子化IP、SOC设计功能模块开发，人才培训流程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

平台软件测试及上线运行。项目周期为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8月，项

目总经费为 48万元。 

机电学院李硕副院长承接一项新科研项目 

昆明益之源商贸有限公司委托我校机电学院李硕副院长，开展智能

餐饮系列设备研发工作，并与我校签订项目合同。项目总经费为 120万

元，项目周期为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12月。 

该项目从一个中小型餐厅规模出发，从智能产线的角度设计从菜品

输入到餐具清洗的系列设备，解决目前餐饮行业人力比较集中的几个岗

位，为餐饮行业实现智能化提供关键节点的智能化技术改造服务。该项



目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开发厨房系列智能设备；研发蔬菜自动清洗

设备，解放该工位的人力；研发餐具自动清洗设备，解放该工位的人力；

研发关键菜品的炒菜任务，解决经典菜品问题；设计自助式流水火锅餐

桌，设计菜品自主管理软件。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举办毕业生实习与就业启动会 

为做好机器人工程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方向）专业

2022 届毕业生实习与就业工作，帮助学生了解校企合作专业实习与就

业方面的工作安排，9 月 22 日，机电与自动化学院两个专业分别在 11

号教学楼多媒体教室举办了“梦想·起航 共筑美好未来”实习就业启

动会。机器人工程专业助理教师陶芬，辅导员涂佳、余珮，金石兴高校

运营部校区主任杨洁、职业指导老师杨清秀、就业部老师李英参加活动，

对学生进行实习与就业工作指导。 

会上，李英老师围绕“实习方式”“实习行业及岗位介绍”“实习

流程介绍”“实习准备工作”四个方面，通过 PPT进行了详细讲解，并

针对实习与就业准备过程中的简历制作、面试技巧和心态调整等内容进

行了案例解读。随后，同学们结合企业、岗位和自身职业规划展开了热

烈讨论，李英老师耐心为同学们答疑解惑。 

杨清秀老师对同学们即将开展的实习与就业工作制定了相应计划，

并帮助同学们分析不足，更好地适应职场。 



动员会最后，陶芬老师作总结讲话，希望同学们认清形势，认真做

好实习和就业准备，共赴锦绣前程。 

金石兴新生专业认知及职业指导老师见面会圆满举行 

武昌首义学院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2021 级新生见面会及专业介绍会

于 2021年 9月 19日在嘉鱼校区隆重举行。机器人工程专业、机电一体

化专业（工业机器人方向）2021级全体新同学们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新生见面会》伊始，学校常务副校长、机电院院长吴昌林教授

做了专题报告。他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武昌首义学院机电

与自动化学院的基本情况，同时就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的培养目标、课

程设置、发展方向等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随后就职业发展等新生

最为关心的问题，吴校长指出要大力开展校企合作。并向同学们介绍，

2016年 6月 21日，学校与金石兴机器人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正式

合作协议，双方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公司投资 300多万元支持实验室建

设。吴校长对选择机电专业的学生表示欢迎并鼓励大家根据学习内容和

自身特点确定大学期间的目标和规划。随后吴校长与学生"谈心"，从衣

食住行等方面，分析中国人的一生体验了“老外”几辈子的生活。他指

出，中国人在过去 40 年内几乎完整地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工业革命；现在又开始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吴教授把中国的崛起称为

“集 4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生命体验。全体学生无不感叹要珍惜当下

美好生活。 



机电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负责人王姣老师结合专业建设背景、专业

培养目标、专业办学硬件条件、师资队伍、学习建议等方面以专业独到

的思考、深刻到位的分析，帮助新生明确了专业学习的方向，并再次对

所有新生选择首义学院表示热烈的欢迎。 

金石兴技术总监刘杰结合机器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人才需求、专

业建设优势、行业典型应用等方面对当前形势和专业进行介绍。刘总指

出，机器人工程专业培养适应先进制造业发展需要，具备人文社会科学

素养，数学、外语、物理及计算机基础理论扎实，全面掌握工业机人领

域的多学科专业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具备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能够从事智能制造业、战略新兴制造业领域相关的先进机电

装备设计与制造、机械系统集成开发、机器人调试与维护、智能生产线

运行管理等工作的“宽口径、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 

教学管理部梁洪舟老师结合行业分析、行业应用、人才培养、发展

优势以及工业 4.0九大技术支柱等方面对专科学生进行了《工业机器人

应用专题讲座》，职业指导老师进行了自我介绍以及本学期活动安排。 

此次专业介绍及新生见面会圆满举行，不仅增加了同学们对本专业

的了解，更增强了他们对专业和行业的认同感。相信在全院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机电与自动化学院的新生们能更快适应并融入大学，并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再创新的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