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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及理论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09级研究生开始使用） 

一、专业学科、学制、学习方式 

一级学科：       机械工程             

二级学科：       机械设计及理论      （代码：  080203  ） 

学制：三年                                   学习方式：全日制 

二、本学科情况介绍 

 广州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是广州大学重点建设学科。学科队伍中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 3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人，80%以上教师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本学科是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建设而形成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形成了绿色设计与制造技术、数

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设备的可维修性设计与管理以及机电控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 4个研究方向，这三个

方向跨越机械、计算机、管理与控制，交叉于工业装备的设计，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学科带头人刘晓初教

授/博士，现为广东省机械设计与生产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自动化学会理事。 

绿色设计与制造技术:涉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和安全环保装备方面的机械绿色设

计与制造的研究，强调在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在太阳能综合利用及节水灌溉技术、硬

态干式绿色切削、关键精密零件长寿命设计与加工理论、模具绿色数字化制造技术、工程绿色材料、轻工

绿色包装机械、机电产品回收与再造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近年发表论文 60 多篇（被 SCI、EI 等收

录 10 余篇）完成科研项目 20 多项，科研经费 300 多万元，获国家专利 10 余项，并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本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刘晓初教授。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突出机械科学和信息技术与微电子技术的交叉与结合，在机械系统建模理论、

软件开发和工程应用等多方面开展了多层次研究，在反求工程、模具数字化制造技术、汽车/特种滚动轴

承设计与加工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用性研究。近年发表论文 50多篇（被 SCI、EI等收录 10余篇）完

成科研项目 20多项，科研经费 200多万元，获国家专利 10余项，并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次、二

等奖一次。本方向的学术带头人陶建华高级工程师，主要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多项省、市级计算机辅助设计、

反求工程方面的科研项目。 

设备的可维修性设计与管理方向：根据企业设备维修与管理的需求，开展了状态监测及故障诊断理论

与应用、设备管理理论与方法等的研究，并已渐成体系,在众多大型企业获得推广应用。近年来承担省科

技计划项目 2 项，市科技计划项目 1 项，各类横向课题 15 项，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出版各类专著

15 部，论文 150 篇。本方向的学术带头人郑文副教授/博士，现为广州市优秀青年专家，获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机电控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方向：针对工业过程中的复杂控制对象，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控制方

法，在人工神经网络智能控制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国内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科研论文 30 多篇

（被 SCI、EI等收录 9篇）；在研科技项目 6项，其中市级项目 2项、国防项目 3项，合同经费 90万元。

本方向的学术带头人舒怀林教授/博士，是广州市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 P(比例)、I

（积分）、D（微分）神经元的概念，提出了 PID神经网络的架构和相关基本理论，并将 PID神经网络成功

地应用于复杂系统控制，获国家专利 4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 

三、培养目标 

本硕士点的研究生应在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中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力学（特别

是动力学）、摩擦学、强度理论及设计理论方面有坚实的基础；在 CAD技术、计算机编程、机械参量测量、

设备维修与管理、机电控制理论以及文献阅读方面有较强的基础；在机械零部件的冷热加工及装配工艺、

电工学、电子学、企业管理、人工智能技术以及文献阅读等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阅

读本学科的外语文献资料；具有从事设计、实验、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可以在

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和工矿企业承担教学、科研、产品设计与开发及管理等方面工作。 

四、培养方式 

   参照《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执行。 

五、研究方向及其内容介绍 

序

号 

研究方向 

名称 
研究内容和特色简介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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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设计与

制造技术 

本研究方向涉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和

安全环保装备方面的研究，强调在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环境友

好、资源节约，倡导多学科交叉，尤其是智能化、自动化、微

电子、光学与机械科学的融合，实现光机电一体化，突出绿色

设计制造的特色，注重产学研相结合。 

 

2 
数字化设计

与制造技术 

本研究方向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属于现代设计技术的核心技术

和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突出体现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机械

科学结合与交叉，在建模理论、软硬件产品开发和工程应用等

多方面开展多层次研究，解决产品设计实践中急需的关键技

术。 

 

3 

设备的可维

修性设计与

管理 

本研究方向所涉及到的内容主要包括：现代设备管理发展趋势

和管理方法研究；我国制造业设备管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

究；提高设备可靠性及可维修性的技术和方法研究。 

 

4 

机电控制中

的人工智能

技术 

本研究方向以现代控制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智能控制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开发，所涉及到的研究内容包括：现代机电控制中的

智能控制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控制方法。 

 

 

六、课程设置与要求 

    见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七、课程教学大纲 

见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八、学位论文 

    参照《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执行。 

九、答辩与学位授予  

    参照《广州大学学位授予细则》执行。 

十、必读和选读书目 

绿色设计与制造技术 

谢友柏.谢友柏文选--摩擦学现代设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刘光复. 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 

吕仲文.机械创新设计.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温诗铸.摩擦学原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鄂. 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北京: 科学出版社 

黄国权.有限元法基础及 ANSYS 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徐灏主编.机械设计手册.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年 

朱孝录.齿轮承载能力分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陈立周. 机械优化设计.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5年 

周培德.计算几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孙家广.计算机图形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童秉枢.现代 CAD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徐灏主编.机械设计手册.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年 

余俊等.优化方法程序库 OPB-2. 原理及应用.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唐泽圣.计算机图形学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 

David. F. Roges，New York，Springer—Verlag.计算机图形学基础的程序基础.1985年 

周培德.计算几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设备的可维修性设计与管理方向： 

钟秉林，黄仁 .机械故障诊断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温诗铸.摩擦学原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虞和济.设备故障诊断工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 

http://www.tushucheng.com/book/1687058.html
http://www.cmpbook.com/stackroom.php?id=3416
http://www.douban.com/book/search/%E5%BC%A0%E9%84%82
http://www.golden-book.com/search/search.asp?key1=%BB%C6%B9%FA%C8%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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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文.机电设备诊断原理与技术.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Alan wilson（英）.企业设备资产维护管理――发展策略与改善运行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李葆文.全面规范化生产维护――从理论到实践.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年 

 

机电控制中的人工智能技术： 

王建华，黄河清.计算机控制技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李人厚.智能控制理论与方法.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王士同.神经模糊控制系统及其应用，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8年 

舒怀林.PID神经网络及其控制系统.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 

蔡自兴.人工智能控制.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 

杨耕.电机与运动控制系统.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吴瑞祥.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北京:北航出版社，2003年 

王占林.近代电气液压伺服控制.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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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专业名称 机械设计及理论 所在学院(研究所)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序

号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 

时 

开课学期 学

分 

开课 

单位 

考

试 

考

查 
备注 

1 2 3 4 

1 

学 

 

位 

 

课 

000000210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32 √    1 

公共管理

学院 

高家方等 

社科部 

吴雪娟 

等 

√  

 
00000021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ist 

Dialectics 

32  √   2 √  

0000002104 
英语读写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70 √ √   

4 

外语学院 

徐俊仪 
√  

0000002105 
英语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70 √ √   

外语学院 

徐俊仪 
√  

0802032101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36  √   1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102 

CAD/CAM/CAE 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about 

CAD/CAM/CAE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103 

（0701042216） 

计算方法 

Computational method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104 

实验技术及数据处理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and data 

processing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105 
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Modern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106 

（0701042218） 

人工智能控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rol 
36  √   2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2 

 

非 

 

学 

 

位 

 

课 

0802032201 
计算机图形学与 CAD 

Computer graphics and CAD 
36  √   2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202 

机构分析与综合（含工业机器人） 

Organizatio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36  √   2 

机械与电

气工程学

院 

 √ 

0802032203 
摩擦学原理 

Theory of friotion and wear 
54  √   3 

机械与电

气工程学

院 

 √ 

0802032204 

有限元法基础及 ANSYS 应用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undation 

and ANSYS application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205 

机械故障诊断学 

Principals and technique of 

fault diagnosis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206 
计算机控制技术 

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36  √   2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207 
机械噪声与控制 

Mechanicalnoise and Control 
54  √   3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208 机械制造系统工程 36   √  2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0802032209 
系统仿真技术 

System simulation technology 
18 √    1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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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032210 
数据库技术 

Database Technology 
18  √   1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其他环节 

教学实践 

Teaching Practice 
   √ √ 2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 √ √ √ 1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 √ √ √ 0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业务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 √ √ 0 

机械与电气

工程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