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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总体概况主要包括：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

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与研究生导师状况（总

体规模、队伍结构）等。

1.1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南昌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分属在南昌大学先进

制造学院和资源环境与化工学院。1986 开始培养“工程热物理”研究

生， 2006 年获批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具

体学位授权点如表 1-1所示。。

表 1-1 南昌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位类别 授权点类别

学术学位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01(全日制)内燃机节能及燃烧的分析研究

02(全日制)制冷空调系统节能环保技术及热泵应用技术

03(全日制)复杂传热与流动过程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

04(全日制)能源动力系统及设备节能减排技术研究

080704 流体机械及工程

01(全日制)流体机械内流理论及计算流体动力学研究

02(全日制)流体机械 CAD/CAE/CAM

03(全日制)流体机械与装备安全保障技术

04(全日制)流体机械的监测与诊断

080706 化工过程机械

01(全日制)先进精密聚合物成型加工技术

02(全日制)过程装备失效分析与安全保障技术

03(全日制)过程装备 CAD/CAE/CAM

04(全日制)绿色高效过程装备与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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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

085802 动力工程

01(全日制)内燃机节能及燃烧的分析研究

02(全日制)制冷空调系统节能环保技术及热泵应用技术

03(全日制)复杂传热与流动过程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

04(全日制)能源动力系统及设备节能减排技术研究

05(非全日制)动力工程(不分研究方向)

085800 能源动力

01(全日制)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内流理论及计算流体动力学

研究)

02(全日制)动力工程(过程装备失效分析与安全保障技术)

03(非全日制)绿色高效过程装备与节能技术

1.2 学科建设情况

南昌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具有优良的学科背景，学科

依托寓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能源与动力工程系、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教研室，聚焦汽车动力、制冷空调和热能工程等能源动力领域的产业

人才需求，依托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

精密仪器及机械、车辆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等学科，依托四个

博士点（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环境科学与工程、工业催

化），形成了本硕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区域内能源与动力工

程专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拥有江西省机器人与焊接自

动化重点实验室、江西省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汽

车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省高等学校现代机械设计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江西省高水平重点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江西省高校十二五

重点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与江西省动力工程行业加强合作，提供专

业服务，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在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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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铃汽车共建教育部工程教育实践中心，还与吉利汽车、海尔智家、

深圳卓力能等企业设有 “3+1”培养模式的实践基地，逐渐形成了自

己鲜明的办学特色。本科专业能源与动力工程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

计划”首批试点专业、江西省特色专业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专业。专业立足江西，面向全国，以适应现代能源产业发展和区域经

济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能源与动

力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富

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能够在能源与动力工程相关领域从事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创新应用型人

才。

1.3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2023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的招生、在读、毕业、学

位授予及就业情况分别如下所示：

（A）2023年招收研究生 38人、学硕 10人、专硕 28人；

（B）2023年在读研究生 121人、学硕 33人、专硕 88人；

（C）2023年毕业研究生 34人、学硕 7人、专硕 27人；

（D）2023年就业情况：2名毕业生分别赴南方科技大学、武汉

大学继续深造，31名同学入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院等知名企事业单位，1名服

务地方政府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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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生导师状况

截至 2023年底，本专业专任教师一共 28名，其中教授 9名，副

教授 11名，讲师 8名，硕士生导师 19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5名，

其占比约为 89.3%；具有海外经历者 9人。教师团队年龄结构层次合

理 26至 35岁 6人，36至 45岁 9 人，46至 59岁 10人，60岁及以

上 3人，如图 1。学科还拥有一批优秀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其中江西

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领军人才 1 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 1

人，江西省杰青 1人，百人远航工程人选 2人，赣江特聘教授 2人，

江西省青年科学家 1人，南昌大学十大教学标兵 1人，江苏省高层次

创新创业引进人才 1人，福建省引进高层次人才（境外 C类）1人。

2022年本专业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学与科研并重型教师 4名，2023

年引进江西省双千人才 1名、柔性引进江西省赣鄱俊才海外高层次人

才、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田原教授。2023年本专业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等项目 3项，获江西省教学成果奖（研究生层次）二等奖 1

项，服务产业发展，分别与多家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累计纵、横向

科研经费 4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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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专任教师职称分布图，(b)专任教师年龄分布图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位点文化建设与日常管

理服务工作等。

2023年，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先进制造学院党委、行政的领

导下，研究生思政工作围绕思想教育、党组织建设、智慧团建等方面

开展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

1、加强党建工作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组织分设机械工程学硕党支部、机械工程专硕党支部、

材料加工学硕党支部、材料工程专硕党支部、能源信息党支部、博士

生党支部等 6 个党支部。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能源信息党支部

研究生党员总人数 42人，其中预备党员 9人。支部健全支部委员会，

充分发挥支委会核心作用，有序推进党的建设工作；能源信息党支部

于 2023年 10月规范召开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了新一届支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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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党员日常教育管理

2023 年，研究生党支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重要精神，开展

丰富多彩的理论学习、主题教育、志愿服务等活动，强化对党员的日

常教育管理。2023 年初组织党员开展 2022 年度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

议党员活动，从能源信息党支部评选出优秀党员 10 人，无不合格党

员。

3、做好发展研究生党员工作

2023 年，能源信息党支部研究生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25人，组织

参加学院党校培训 25人；报送发展对象参加学校党校培训 19人，对

其中培训通过、考试合格学员择优发展 9 人。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

坚持标准，严格对教育考察对象的政治审查。同时，充分考虑发展对

象在党支部活动中的表现，对于在支部活动以及志愿活动表现突出的

个人，在坚持标准的基础上优先考虑发展。能源信息党支部顺利转入

新生党员党组织关系 15人，转出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 17人以及流动

党员组织关系 1 人。

4、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 2023 年期间，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能源信息党支部组

织开展了“传递爱与温暖，共享美好蓝天”主题党日活动，支部党员

及积极分子在南昌慧聪儿童康复训练中心陪伴孤独症儿童进行学习

及康复训练，传递爱与温暖。此外，为回顾先辈们的不朽事迹，缅怀

革命先烈，接受革命教育，激发支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爱国情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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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开展了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主题党日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大家一起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仔细观摩纪念馆里陈列的当年革命使

用武器和生活用品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革命条件的艰苦以及形式的

紧迫，忆苦思甜，体会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致敬革命先辈。

5、强化全体研究生思政教育

（1）学院分管领导直接领导、指导部署工作，分管领导定期向

学院主要领导汇报研究生思政工作情况，定期召开辅导员专项工作会

议传达布置学校、校党委研工部重要精神；辅导员定期向分管领导汇

报学生工作情况。

（2）辅导员按照年级专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内

容丰富的主题班会，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引导教育，强化全院研究生网络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意识，

筑牢网络舆论宣传阵地。

（3）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携研工队伍多次走访研究生寝室，深入

了解研究生在毕业就业、科研学习、校园生活、后勤服务等各方面的

需求，加强学生关心关爱，协调解决合理诉求，提高学院管理服务质

量。

（4）通过研究生群团组织，包括研究生会、党支部、团支部，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党日活动或团日活动，组

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主题活动，打造

积极健康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带领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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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续推进网格化管理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作用，

建立寝室长—班长—辅导员—分管领导四级网格化管理体系，通过

“香樟安盾”协同维护研究生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主要包括：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学术训练情况，学术交流情况与

研究生奖助情况等。

3.1 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2023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研究生培养方向如表 3-1所示。

表 3-1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研究生培养方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研究生培养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1

内燃机节能及

燃烧的分析研

究

本方向以内燃机为研究对象，针对内燃机高效洁

净燃烧、替代燃料利用等为核心问题，开展内燃机流

动与燃烧的测试及数值模拟研究工作，在内燃机测试

技术、燃油喷射雾化、燃烧与排放控制等研究领域形

成了特色。

2

制冷空调系统

节能环保技术

及热泵应用技

术

本方向主要研究制冷空调新技术、相变蓄能材料

与蓄冷技术、半导体制冷技术、制冷剂替代技术、太

阳能热利用与热泵节能及应用技术等内容，在相变蓄

能、半导体制冷、制冷剂替代和热泵节能方面形成了

研究特色。

3

复杂传热与流

动过程的数值

模拟与实验研

本方向对多相流以及多孔介质中流动与传热等

过程的研究，采用数值模拟以及可视化实验的方法对

该过程进行研究，揭示一些流体流动中如沸腾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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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多孔介质流动与换热、流动传热过程中的相变等复杂

传热与流动的物理机理；对方向还对液体燃料喷射雾

化的多相流研究、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技术研究。

4

能源动力系统

及设备节能减

排技术研究

本方向主要以能源动力系统及设备为研究对象，

包括热力设备及系统的性能分析与优化；高效低污染

燃烧技术；新能源技术，火电厂节能降耗、优化运行、

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火电厂信息化系统等方面的研

究。

截至 2023年底，本学位点设立四大课程体系（模块）：公共基础

课、公共选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四大模块，开设有 20门

课程，其中专业核心课 3门，专业选修课程 10门，具体如表 3-2。

表 3-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研究生培养方案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0020015 英语（上） 64 3 1 考试

0020016 英语（下） 64 3 2 考试

00290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 2 1 考试

002903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2 考试

0029025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1 考查

0029010 数值分析 54 3 1 考试

0029048 红色文化 16 1 2 考查

专

业

核

心

课

5925005 高等流体力学 36 2 1 考试

5925006 高等工程热力学 36 2 1 考试

5925007 高等传热学 36 2 1 考试

选

修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5926085 计算机软件基础 36 2 2 笔试

5926086 内燃机燃烧学 36 2 2 考查

5926035
汽车动力装置建模与仿

真
36 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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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6088 现代发动机电控技术 36 2 2 笔试

5926089
制冷及低温系统计算机

模拟
36 2 2 笔试

5926090 制冷前沿技术 36 2 2 考查

5926039 空调新技术 36 2 2 考查

5926040 传热实验研究原理 36 2 2 考查

5926042 传热流动的数值分析 36 2 2 考查

5926096 洁净煤发电技术 36 2 2 考查

3.2 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校每 2年对研究生指导老师增选一次，2023年度学校开展动

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硕导增选工作，新增 2名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导师（柯招清-0807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李建龙-080706化工过

程机械）。同时为加强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推动研究生教

育高质量发展，学校以“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题，组织了 2023

年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会，包含了线上学习和线下专题培训两部分，

聚焦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与指导教师关系较为密切的规章制度、导学

关系等内容。

2023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建设，弘扬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引领全

校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担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树立“躬

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开展了思想引领铸魂行动，组织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致信精神和观看《习近平的教师情》专题片，

持续开展师德规范学习，组织开展《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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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

处理的指导意见》等师德规范文件大学习等，组织观看教师主题电影

电视剧《此生有约》《芳草满天涯》《追光的日子》等，开展师德警示

教育。学位点无师德师风负面问题。

3.3 学术训练情况

实行导师负责制，并充分发挥学科的综合优势和学术群体的作用，

成立由导师和相关学科指导教师组成的研究生指导小组。硕士生在导

师的指导下定期进行专题研讨和前沿讨论。学术活动环节 2个学分，

硕士生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学术报告 1次）。

根据《关于加快新时代江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精神，为了加强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广大研究

生自主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江西省

2023年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工作的通知》（赣教研字〔2023〕

12号）精神，为加强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研

究生自主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等学术训练。2023年郭星同学申

请的《基于分形理论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前缘冷却结构设计与优化研究》

和俞大林同学申请的《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微/纳米尺度沸腾传热

研究》获得立项。

3.4 学术交流情况

学位点指导老师、研究生积极参加线下行业/学会学术交流会议，

典型如 2023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多相流学术会议、工程热力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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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学术会议、热机气动热力学和流体机械学术会议、传热传质

学术会议等。

图 3-2 导师、研究生参加 2023年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各类学术

会议：（左图）多相流学术会议-上海；（右图）传热传质学术会议-成

都

3.5 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校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实行的奖、助学金制度包括：

国家助学金：硕士生每生每年 6000元 ；

国家奖学金：硕士生 20000元（按比例评审）；

省政府奖学金：硕士生 10000元（按比例评审）；

学业奖学金：硕士生每年每生 4000-10000元 （覆盖面 100%，

评选范围：研一至研三，以文件为准）；

创新成果奖：6000-50000元；

企业奖学金：奖励金额按各类企业奖学金办法执行（按比例评审）；

“三助”岗位：每年设立“助教”、“助研”、“助管”岗位。

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喜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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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百年校庆、助力母校百年盛事，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

研、早日成才，鼓励优秀教师扎根教学一线、科研前线，校友单位—

深圳市优众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自愿向南昌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

赠人民币 100万元，设立南昌大学“阿甘-红牛奖教学金”（图 3-5），

专门支持本学位点所在的南昌大学先进制造学院学院能源与动力工

程系，每年资助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研究生 10人，每人 3000元。

2023年受资助的研究生：黄逸宸、廖瑜、刘遥、卢杰、岳一帆、曾

琦、裴彦蕾、朱国梓、符钦文、宋昱希。

图 3-5深圳优众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签约仪式

本学位点具有的研究生奖助体系，详见表 3-3。

表 3-3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

序号 奖助学金名称
资助金额（万元）

人均金额 资助人数 总金额

1 国家奖学金 2.0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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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

研究，传承创新优秀文化与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等。

4.1 人才培养

（1）研究生创新能力保持良好势头

2023 年全年参加各类竞赛，其中 11人次获得省级以上研究生竞

赛奖项，如 2023 年江西省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第四届中国工业互

联网大赛“工业互联网+数字仿真”专业赛等。

（2）经过学院组织专家评审，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 2023

年共 5位研究生获选 2021年度江西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具体名单

信息如下表 4-1所示。

表 4-1 2023年获取 2021年度江西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姓名 专业 题目 指导老师 总体评价

高紫圣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细颗粒物在纤维上动态沉

积过程的理论研究
熊桂龙 特优

2 省政府奖学金 1.0 1 1.1

3 优秀奖学金 0.1 4 0.4

4 学业奖学金 0.4-1.0 - -

5 学业助学金 0.6-1.5 - -

6 阿甘红牛奖学金 0.3 10 3.0

7 助研津贴 1.0 - -

8 助教津贴 0.1 - -

9 助管津贴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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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敏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基于 Front-tracking 方

法的管内多物理场多相流

动特性研究

张莹 特优

麻静龙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断油过程中小压力是柴油

机喷油嘴内空化和倒吸机

理研究

文华 特优

连小龙

工程 多孔介质内流动传热及驱

替过的程的 MRT-LB 数值

模拟研究

李培生 优秀

王乐乐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混合工质

R1234ze(E)/R152a 的管内

流动沸腾传热特性实验研

究

戴源德 优秀

（3）2023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共 3位研究生获评

南昌大学 2023届“优秀毕业研究生”，具体名单信息如表 4-2所示。

表 4-2 2023届学位点“优秀毕业研究生”名单

姓 名 指导老师 专 业

廖瑜 戴源德 能源动力

高焱 张莹 能源动力

刘政 周国发 化工机械

4.2 教师队伍建设

研究生指导老师是实施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对于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学校修订了硕导遴选办法和管理办法，

制定了《南昌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2019年修

订）》、《南昌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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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指导老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管和考核，2022 年，南

昌大学对学位点的指导老师进行 2019-2021三个年度的上岗考核，考

核结果显示所有指导老师均对研究生培养具有独特的见解与方式，且

多样化的培养方式有效地提高了研究生的各项能力。2024 年 1月，

南昌大学根据《江西省研究生指导教师指导能力评价办法》、《研究生

导师指导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学位点的指导老师进行 2020-2023三

个年度的导师指导能力评价工作。此外，为加强研究生指导老师队伍

与学科点建设，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在 2022年共引进了 4位

优秀博士，分别为柯招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

博士后）、叶芳华（西安交通大学、伦敦布鲁内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汤一村（清华大学博士）和江政纬（华南理工大学博士），2023年引

进江西省双千人才 1人（黄国集副教授），此外柔性了引进江西省赣

鄱俊才海外高层次人才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田原教授。

为加强产教融合，强化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的紧密

结合，2023 年度持续与杭州恒鼎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卓力能技术有

限公司、东莞市格雾技术有限公司以及江西鑫田车业有限公司建立研

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此外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所如新加坡国

立大学、清华大学和江西省科学院等深度合作培养研究生，本年度校

企/校校合作新增联合培养人员 5 名（高瑞峰、毛宇、凡思诚、张思

其、李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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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与机械工程学位点共享 9个省级平台（如下表所示）、5

个校级科研平台；拥有与学科相关的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 980余台套，

总价值 4200余万元，其中，代表性仪器设备包括矿物材料微纳结构

创成装置、3D打印与激光再制造平台成套设备、多功能材料摩擦磨

损试验机和汽车车内振动噪声测试分析系统；实验室总面积高达

17266.31平方米，为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充

足的实验和科研条件，拥有充足的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为学科的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所有省级与校级平台信息如表 4-3所示。

表 4-3 省级与校级科研共享平台

序号 平台名称

1 江西省机器人与焊接自动化重点实验室

2 江西省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江西省汽车电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江西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 江西省装备制造行业产教战略联盟

6 江西省汽车产教融合重点创新中心

7 江西省高等学校现代机械设计研究中心

8 江西省高性能精确凝固成形重点实验室

9 江西省轻质高强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

10 南昌大学高端医疗器械装备创新研究院

11 南昌大学机械电子研究所

12 南昌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13 南昌大学铁道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14 南昌大学摩擦学重点实验室

2023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老师获批主 3 项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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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项目（见表 4-4），江西省人才项目、赣鄱俊才项目-海外高

层次人才以及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各 1项，其他省部级课题

与服务社会的企业横向课题上也收获颇丰，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项

目支持和经费支持。

表 4-4 2023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纵向项目名单

年份 编号（姓名） 类别 名称 经费

2023

1237224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

基于物理信息 DeepONet 神经

网络及多孔介质孔隙尺度建模

的多相流动力学研究

52 万

52366011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低温等离子体臭氧发生过程的

温度诊断及温度响应机理
32 万

6236302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背面随焊超声对镀锌钢 GMAW

熔池中锌气泡的团聚效应及气

孔在线调控

32 万

jxsq2023101087
江西省人才

项目
碳减排的分离膜设计

100

万

田原
赣鄱俊才项

目
海外高层次人才 40 万

20232BAB204057

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基于 ML-FTM 的过冷水滴撞击

机翼形貌演变及冻结过程动力

学机理研究

10 万

2023年，由学位点张莹教授申报的“面向国家双碳战略的能源

动力类研究生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及实践”项目获批 2022

年度江西省教学成果奖（研究生层次）二等奖。

表 4-5 江西省教学成果奖

项目名称 奖励等级 学科门 推荐 项目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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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单位

面向国家双碳战略

的能源动力类研究

生创新型国际化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及

实践

二等奖 工学
南昌

大学

张莹、柯招清、陈杨华、

文华、熊鹏文、张超华、

戴源德、彭冬根、魏林

生、王洪夫、马春阳、

江政纬

借助科研平台和导师科研项目，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取得了高

水平研究成果，发表论文 33篇，其中 SCI论文 31篇，EI论文 1篇，

中文核心 1篇，申请/授权了多个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此外，学位点张莹教授申报的 2023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四维一体”模式的能源动力类研究生创新型国

际化人才培养研究》获批立项。

表 4-6 2023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主持

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

别
参与人

JXYJG-2023-013 张莹

基于“四维一体”模式的

能源动力类研究生创新

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

一般项

目

柯招清,文华,

张超华,王洪夫

4.4 国际合作交流

（1）2023年，先进制造学院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马春

阳老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国际顶尖高校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

访学交流。

（2）2023年 8月，高瑞峰、张立杰两位同学在国家留学基金委

资助下正式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为期 1年的联合培养。该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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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2019-2022年）”的

延续，2022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有 3名研究生（高瑞峰、

尹迪和王博达）获公派留学资格，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高瑞峰）、

英国德蒙特福特大学（尹迪和王博达）进行为期 1年的联合培养，相

关资格证书如图 4-2所示。同时，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 2022

年新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2023-2025）”，每年度可选派 5名研究生进行中外联合培养，2023

年高瑞峰、张立杰两位同学就是在该项目资助下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

进行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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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主要包括：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学位论文抽检、盲审情况及问题分析等。

5.1 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响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学位〔2020〕25号）《关于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

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学位〔2020〕26号）精神，学校启动了 2022

年南昌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质量、学位授权点建设的自我评估工作。

通过自我评估，总结凝练特色，认真查找影响质量的突出问题，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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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做好改进，对提升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学位点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自我评估，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位点目前主要存在的问

题是学位点学术型硕士招生指标偏少，每年只有 3-5名名额，硕士生

源质量有较大提高空间，可吸引更多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的生源。

5.2 学位论文抽检、盲审情况及问题分析

2023年度学位论文抽检：24名研究生参加院盲审、3名研究生

参加校盲审，通过率 100%。

六、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计划从学科方向、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环境等各方面多措并举进行渐进改革，按照学科发展兼顾综合，突出

特色的思路，不断凝练专业特色研究方向。通过更加深入地打造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快速提

升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研究水平和学位点学生培养质量，藉此

争取更多的招生指标、吸引更加优秀的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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