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微专业招生简章

1.前言

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领域的人才需求，合肥工业

大学联合科大讯飞、深圳埃夫特等企业，开设“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微专业，旨在培养

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复合型人才，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适应智能感知、机器人技术发展新形势及多学科交叉

融合需要，以多元化创新人才培养为宗旨，培养具备智能感知、机器人、人工智能、电子信

息、自动化等多学科交叉知识，掌握智能传感、人工智能、机器人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复合型

人才。通过理论教学、实践训练及校企联合培养，使学生具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机器人

感知、决策与控制等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航空航天等领域从

事研发、设计、管理等工作，培养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

3. 专业特色

行业需求引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需求，聚焦智能感知与机器人领域，培养

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

产学研赛融合：联合科大讯飞、埃夫特机器人、地瓜机器人等头部企业，构建“课程-

实验-竞赛-项目”一体化培养体系，通过校企共建实验室，强化学生工程能力与创新思维。

做中学、学中做：以工程项目驱动教学，将理论教学与实战训练结合，注重知识、能力

与素质协同发展，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

师资队伍保障：依托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和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组建跨学科教

学团队，教师队伍的结构层次、学科分布、年龄梯队合理，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确保教学

与产业前沿同步。

4. 培养方法

微专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结合授课教师线上答疑。实践课程需要在实验

室进行，通过实操进行考核。

5. 课程体系

本微专业课程设置突出多学科交叉特色，融入企业真实案例与项目实践，构建了"基础



理论-核心技术-综合实践"的递进式课程体系，涵盖机器人基础、智能传感与控制、机器视

觉与人工智能三门基础课程及 ROS 机器人编程、机器人感知与控制实践两门实践课程。通

过"理论授课+实验操作+竞赛项目"的三维教学模式，实现从基础知识到工程应用的能力跃升。

课程体系如下：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内容简介

基础课程

机器人基础 48 3 第 1学期
1. 机器人学概论

2. 机器人运动控制建模

智能传感与控制 48 3 第 1学期

1. 智能传感基本原理

2. 信号处理软硬件

3. 智能控制系统建模分析

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 48 3 第 2学期

1. 空间滤波

2. 特征提取

3. 神经网络

实践课程

ROS机器人编程 32 2 第 2学期

1. ROS的系统架构

2. ROS的核心概念

3. ROS的常用工具

4. ROS的应用与进阶

机器人感知与控制实践 48 3 第 2学期

1. 视觉环境感知原理

2. 机器人控制策略

3. 具身智能

课程简介：

①机器人基础

机器人学是研究机器人设计、制造、感知、规划、控制及智能交互等技术的交叉学科，

涉及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作为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前

沿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前沿学科之一。本课程介绍机器人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及方法，将数学、运动学和力学理论等与机器人的应用实践密切结合。主要涉及机

器人学的概况、坐标变换、运动学、静力学、动力学、规划和控制等内容。结合工业机械臂

和移动机器人的典型应用，设计了一系列课程实验，将机器人学理论融入实际应用中，使学

生理解机器人学的基础理论如何应用到实际机器人中。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对典型

的机器人系统进行建模、规划和控制，能够有效解决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领域的复杂工程

问题。



② 智能传感与控制

智能传感与控制技术是现代科技革命和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涉及电子、机械、光学、自动化、计算机等众多学科领域，

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课程，在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重要的基础

支撑作用。课程系统地阐述了智能传感的基本工作原理、信号处理硬件、数据处理软件及智

能控制的系统数学建模、特性分析方法、控制系统设计等内容，建立智能传感与控制技术的

整体概念，系统掌握并灵活应用相关基础知识，全面考虑精度、鲁棒性、经济性、环境适应

性等方面的实际应用要求和复杂工程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典型的智能传

感与控制系统进行方案设计和分析优化，能够有效解决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

③ 机器视觉与人工智能

本课程是面向“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微专业的前沿交叉课程。课程以机器视觉能力的

实现为核心，整合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内容从工业质检、机器人导

航等实际应用出发，系统讲解空间滤波、特征提取、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教学中注重理论

结合实践，引导学生掌握从基础图像处理到目标检测的技术路线。结合智能制造的需求，课

程强调理论知识的应用，通过行业案例的实践环节，帮助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掌握视觉系统

设计与深度学习模型应用等工程技能，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④ ROS机器人编程

本课程以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的编程应用为核心，ROS 的

架构设计为框架，常用的工具应用为媒介，涵盖机器人软件开发、分布式系统通信、自动化

控制等多个领域，全面培养学生的编程实践、系统设计及跨学科综合应用能力。

⑤ 机器人感知与控制实践



本课程以机器人的感知原理和控制策略为主线，覆盖传感器数据采集、信号处理、运动

控制、路径规划、智能决策、系统集成等多个专业范畴，并融合了具身智能相关理念，全面

培养学生的机器人感知与控制设计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6. 招生对象

按照智能感知与机器人控制微专业知识体系特点，微专业招生对象主要面向我校机械类、

能源类、交通类、电子类、计算机类、材料类、化工类、仪器类等相关学科专业的 23级在

校本科生，以及有相关学习背景且感兴趣的学生。

7. 师资阵容（部分）

夏豪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博士毕业任教于合肥工业

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其中 2015 年在德国联邦物理研究院

（PTB）访问学者，测量理论与精密仪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

兼职有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机械量测试仪器分会

常务理事、中国光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光电精密测量技术、

微纳测控系统、仪器精度理论、精密仪器设计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主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安徽省重大科技重大专项 10余项，在国外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授权发明专

利 28项。近年来先后获得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安徽省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1项。主持教育部新工科项目 1项，安徽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品牌专业建设等省级质

量工程项目 5项目，近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省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等。



张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学士

学位，2010年于天津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10年 9月至今受聘于合肥

工业大学仪器学院。近年来，主持科研项目十余项，包括主持装备预研

教育部青年人才基金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其中 1

项在研）、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子课题 1 项、中国航空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中国航天五院基础科研项目 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4项；发表高水平论文近 30篇，

其中 1篇入选 ESI高被引；申请发明专利 20余项，其中 10余项获得授权；获中国仪器仪表

学会科学技术奖 2项。目前兼职有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机械量测试分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黄云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高端人才、安徽省教

学名师、安徽省模范教师，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

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主要从事信号处理、先进传

感技术、机器人控制等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重

点研发计划、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等省部级项目 7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50多篇；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4项。曾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安徽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

主持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省级重大和重点教学研究项目 3 项；主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2

项；主持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1门、省级一流课程 1门，智慧课堂试点项目 1项。参编教材 4

本，其中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各 1本。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

孙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副院

长，IEEE 高级会员，IEEE PES 通信与安全技术委员会（中国区）常务

理事，中国机械工业教学协会第四届自动化专业教学委员会委员，安徽

省机器人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自动化学会理事会委员，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nsor Networks（SCI检索）编委，《仪器仪表学

报》青年编委。主持了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 3项，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

能源互联网基金重点项目 1项，安徽安徽省交通科技进步计划项目 1项，其它企业委托项目

10 余项。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研究生教学成果三等奖。在 IEEE



TSG\TWC\TASE\TEC、Information Science、IJRNC、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电力系统自动化

等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其中 SCI检索学术论文 40余篇（JCR 1区 20余

篇），申请与获得知识产权 60余项。

潘成亮，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讲本科生课程《传感技术与应用》、《集成电路测试基

础》、《光电仪器电路》以及研究所课程《精密机械与系统》、《半导

体封测技术》等。主要从事精密仪器及机械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曾获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项。

杨双龙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风洞应变天平、机器人

腕力传感器等应变式多维力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与动态误差校正的研究

工作多年，与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航气动院、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进行了相关研究合作与成果应用转化。从事电磁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等流量仪表关键技术研究多年，相关成果已成功转化应用至重庆川仪、安徽天康

等多家企业。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等 10项，

以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国防基础科研项目、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若干项。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获发明专利授权 20余项，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 1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1项。

李帷韬，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Industr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副主编，CAAI 工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委员，IEEE PES 电力设备数

字孪生工作组专家，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员，安徽省自动化学会会员，

安徽省机器人学会会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3项，合肥市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揭榜挂帅”项目 1项，其它企业委托项

目 20余项。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智能认知。获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Part B、Information Science、Neurocomputing、

自动化学报、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等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其中 SCI检索学

术论文近 30篇，申请与获得发明专利 30余项。



许水清，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美国数学学会评论

员，中国自动化学会车辆控制与智能化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和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企业合作项目等项目多项，多个 SCI 期刊与国际会议

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复杂系统的故障诊断、估计与容错控制 (无

人机、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新能源发电、多电飞机等)及机器人、

数字图像处理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路径规划、非规则目标检测与识别等）。

宋仁成，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Senior Member，安徽省

数字健康产业研究院技术带头人，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生物特征识别

专委会(筹)委员。主要从事非接触式智能感知和智能信号处理研究，具

体包括视觉感知、电磁感知、多模态融合感知和物理驱动深度学习等

方向。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合作单位课题）/面上项目/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校企合作等多项科研

项目。近年来，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IEEE TAP/TMTT/JBHI/TGRS/TIM/TCI/SPL 等国内外知

名学术期刊 40余篇，总计发表 SCI论文 80余篇，其中中科院一区、二区论文合计>60篇，

top论文>30篇， 5篇论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以第一完成人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1项，美

国专利 2 项。个人入选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2024 年），国际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年度杰出审稿人（2024年）。

李畅，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8年 3月获得华中科技大

学工学博士学位，2018年 4月入职合肥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

学院。目前主要从事图像处理、生物医学仪器信号测量与处理和信息

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校学术新人提升 A计划和 B计划等多项科研项

目。在 IEEE SPM、IEEE TAC、IEEE JBHI、IEEE TIM、IEEE TNSRE和 IEEE TII等权威期

刊及会议发表相关论文 100余篇，10篇论文入选高被引论文，论文总被引 10000多次。入

选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担任 IEEE TIP、IEEE TSP、IEEE TNNLS、

IEEE TMM、IEEE TAC等多个国际知名期刊审稿人。



党学明，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2.09–1997.07，就读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获理学学士；

1997.09–1999.07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直

博；1999.09–2004.06年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

系，获得工学博士，期间 200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访问一年。2004

年 4月至今，于合肥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系任教。发表科研论

文 1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10余项。

舒双宝，工学博士，博士后，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副教授，

安徽省教坛新秀，主讲本科生课程《精密运控控制》、《FPGA 技术

及应用》以及研究生课程《电机与运动控制》等。主要从事可见/红外

光学测量与诊断技术、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智能控制技术相关研

究。曾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次，二等奖 1次。

韩亮，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黄山青年学者学术骨干，

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双聘专家，安徽省人形机器人专委会常务

委员。2020年 10月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2020年 10月至 2021年 2 月在腾讯 Robotics X任研究员工作，

2021年 3 月加入合肥工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自动化系。研究

包括协作机器人的运动规划与柔顺控制、多机器人协同规划与控制、绳驱动连续型机器人规

划和控制、多模态移动机器人规划和控制等。

8、考核方式

计划招生数 45人，报名成功后学院统一安排面试，根据最终的报名人数酌情安排笔试。

9、 报名时间及方式

请同学们在 7月 1日至 7月 11日在教学系统报名，具体报名流程见附件。



10、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51-62901513

线上咨询：QQ群号 1035565465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2025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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