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简介

安徽科技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院校。学校起
始于1950年的皖北高级农林学校，1965年开始举办本科教育。历经安徽凤阳农业专科学校、安徽
农学院凤阳分院、皖北农学院、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安徽技术师范学院等变迁，2005年更名为
安徽科技学院，2012年开始独立培养研究生，2021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安徽科技学院是唯
一一所写进安徽省十四五规划当中要更名的大学。

学校占地面积3000余亩，现有凤阳校区和蚌埠龙湖校区，凤阳校区位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的故乡——明朝中都古城，校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环境幽美；龙湖校区位于蚌埠大学城，毗
邻蚌埠大学科技园、高铁车站、龙子湖风景区；滁州校区位于滁州市南谯区，目前滁州校区一期基
本建设完毕，分学院年底前部将完成入驻。

凤阳校区 蚌埠校区 滁州校区



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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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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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试点单位

建设

办学定位

“地方性”

“应用型”

“高水平”

确立

奋斗目标

建设现代化全

国一流

应用型大学

人才特色

“一优三强”

“四能”

高素质应用型

形成 培养 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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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全国毕业生就业50所典型经验高校

 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1

2

3

4

全国应用型大学战略研究试点单位

全国农科研究生志愿服务联盟理事长
单位

全国创新创业50所典型经验高校5

6

7 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

8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首批示范高校

n 学校荣誉



一、简介

1 学科专业结构
优势农科、新兴工科为重点；

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

2

学生人数 全日制在校生2.1万人3

专业数量 50个本科招生专业，11个硕士

学位授权点

4 教职工数  教职工1400余人，其中具有教授、副

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400余人，具有博

士学位教师近400人。

n 学科专业结构



一、简介

授权
专利

科研
奖励

论文
专著

科研
经费

科研
项目

u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

金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300余项，其

中国家级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研

究与实践项目5项，省（部）级以上

600余项。

u 高水平学术论文1100余篇

u 学术专著近90部

u 获市厅级以上科研奖励

8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

u 获批专利1800余项，其中，

发明专利500余项，连续多

年稳居省内高校前十强。 u 2022年度科研经费

22079.25万元

n 学术贡献度



一、简介

学科

影响力

重点
学科

u 省级重点学科6个：作物遗传育种学、植物
营养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兽医学、
作物学、草学

u 省级高峰培育学科3个：食品与营养、机械
工程、材料与化工

制定
标准

u 制定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
32项

u 选育省级以上动植物新品种
44个

u 国家大学生实践校外教育基地1个

u 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15个

u 省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1个

u 省级双创实践教学中心1个

u 省级科研创新团队15个

u 省部级科研平台35个

u 市级重点智库3个

学科
平台

u教育部高校动物生产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1人

u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

u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11人

u国务院及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9人

u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6人

u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3人

u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首席副首席2人

u  “皖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青年皖

江学者3人

学术
带头人

国际
会议

u 近五年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20余次

n 学科影响力



一、简介

涉农服务

机构28个

合作协议

1600余项

联合攻关课题

近500项

国家级科技

小院6个

成果转化

2000余万元

咨政报告

9个



一、简介

       目前，学校共招生农业、机械和兽医3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农业硕士包

括农艺与种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畜牧、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食品加工与安

全、农业管理等6个领域。

      2024年学校新获批农林经济管理、中共党史党建学、风景园林、电子信息、材

料与化工、生物与医药、资源与环境、食品与营养等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25年

开始招生。

       学校共有校内导师280人，校外导师464人。已培养毕业生11届785人，在校

生1336人。



一、简介

设有机械硕士专业硕士点1个，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硕士点1个

机械工程学院始建于1987年的农产品加工系，2013年正式更名为机械工程学院。

历经37年发展，现拥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

设计、机器人工程、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以及机电技术教育（专升本）等七个本科专

业，办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校本科、研究生学生

人数2000余人，其中在校研究生258人。



一、简介

学院现有教师100余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7人，具有博士学位45人、在读博士6

人。2014年开始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现有校内硕士研究生导师61人。近年来，主持完成

及在研科研项目8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武器装备部预研项目1项、省科技重

大专项1项、省重大专项2项、科技攻关项目5项、省级自然科学基金14项。教师公开发表

各类学术论文1000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200余项，主编或参编教材专著

25部，自编实验教材50余部。

学院建有机械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机电与汽车工程实验中心、工程训练中心，拥有2个

校级重点建设学科、1个地方产业研究中心以及滁州市智能农业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其中

工程训练中心为省级示范实训中心、省级开放中心以及省级汽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总面积8600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5000余万元，拥有各类设备1100余套。



一、简介

学院与省内外50多家企业行业单位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建立了省级安瑞科

压缩机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省级机电技术教育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

地，与凤阳爱尔思轻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先后与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公司等40多个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建立

了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开办了“奇瑞班”、“平安车辆班”、“广州佛朗斯班

”、“上海冉本班”等十余个企业冠名特色班。学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从

入学开始进行专业引导和学习规划，实行“3+1”模式改革，强化了学生实践动

手能力、丰富了学生社会实践经验、提升了学生培养质量，拓展了学生的就业途

径。



一、简介

近年来，学院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以“二元融合、三育一体、四环协同”

的工农复合应用型机械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服务特需、扎根基层”农业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等，大力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获批各级各类质量工程项目180

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质量工程项目25项，荣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

三等奖1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2个专业获批为国家级卓越计划建设项

目，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获批为省级卓越计划建设项目、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获批为省级特色(品牌)专业、省一流专业；

建有省级安徽科技学院智能农机装备现代产业学院、5个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一、简介

现有机械工程安徽省高峰培育学科1个，中国农技协研究生培养科技小院1
个，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特色培育学科1个，安徽省智慧农机科技特派团1个，滁
州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成立了7个校级学科团队：材料成型及智能装备科
研团队、传动与控制技术创新研究团队、农产品收获与加工团队、新能源与智
能车辆科研团队、智能农业装备研发及其可靠性控制科研团队、先进储能关键
技术级可靠性研发中心科研团队、农业机器人团队。

围绕丘陵山地、设施农业、特色经济作物和畜禽养殖，从设备智能化、数
字化、绿色化、轻量化等角度开展智能农机装备的应用基础技术研究、关键共
性技术与重大装备开发、典型应用示范等相关工作。同时，加大特色农机研发
力度，提高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藏保鲜综合机械化率，助力乡村振兴。

学院现有安徽省乡村振兴协同技术服务中心2个、安徽省粮食仓储装备制
造业创新中心1个、粮食仓储工艺及装备共性关键技术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
点实验室1个，农业农村部绿色智能农机装备重点实验室（与中联农业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共建）1个，滁州市智能农机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



一、简介

教学质量教育不断提高，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8%，硕士研究生升学率达25%，

大批学生考取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办学三

十多年来，共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9800多名各类人才。就业地点主要集中在长三

角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面向未来，机械工程学院全体师生将秉承求真、创新、厚德、致远的优良院

风和办学传统，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为龙头、人才兴院、科研强院、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和突出特色发展”五大战略，凝心聚力，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努

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有一定影响力、省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型

学院。



（二）基本条件—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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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师资队伍



荣誉：

p 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中国农业机械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安徽省机器人学会常务理事。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智能稻茬湿地小麦播种机研制与推广，100万

p 主持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垂直循环立体车库高效低噪直连式减速

机的研制与产业化开发，50万

p 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重合度行星齿轮传动系统耦合非线性动力学

特性研究，12万

教学成果：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5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1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二类以上科研论文20余篇，其中SCI/EI收录10余篇；

p 授权发明专利8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3项，国内发明专利5项

p 科技成果转化已创造产值4000余万元。

李同杰  博士 教授

研究领域：机械传动、非
标自动化与智能农机装备



荣誉：

p 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机电领域专家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1项
p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2项、协同创新项目1
项、省科技厅中央引导地方资金项目1项、产学研项目5项
p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项、安徽省高

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省级重点教研项目3项、校级教研重点项目5项；获得省级

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

p 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竞赛获奖60余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4篇、EI收录15篇。

p 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30余件，其中发明专利11件。

p 获省级科技成果18项。

p 参与起草企业标准1项。

乔印虎  博士 教授

研究领域：风力机叶片、流体
力学与控制、智能农业装备



荣誉：

p 省级教坛新秀，滁州市智能农业装备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校级中青

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星级研究生指导教师。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科技厅农业物质技术装备领域揭榜挂帅项目1项；

p 主持安徽省教育厅协同创新项目1项；

p 主持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重点项目1项；

p 主持安徽省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1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机械制造与车辆创客实验室；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机械电子工程省级教学创新团队；

p 获评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

p 科研成果：

p 在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20余篇研究论文，其中，二类以上9篇，被EI收录3篇；

p 授权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20余项。

张华  博士 教授

研究领域：材料成型及智
能装备



荣誉：

p 研工部长、研究生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安徽省农业工程

学会理事，安徽省工业设计学会理事，蚌埠市政府重大决策咨询专家

p 2019年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p 2017年安徽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项目：

p 主持科技部国家星火计划项目1项
p 主持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1项、安徽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安徽省

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2项
p 参与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2项、安

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4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1项，省级质量项目4项，主编教材3本。

p 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竞赛获奖10余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被SCI、EI 收录5篇
p 授权国际发明专利1项，国家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专利40余项

，软件著作权8项
p 参与起草企业标准3项。

张春雨 教授

研究领域：机械故障诊断与
在线监测；智能农业装备



荣誉：

p 安徽省省级教坛新秀。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1项，安徽省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1项；

p 参与省级项目3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5项、三类教研项目3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其中SCI收录5篇，EI收录3篇；申请和

授权专利10余项。
刘春辉  博士 教授

研究领域：新能源汽车技
术



荣誉：

p 校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安徽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优秀科技人才，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全国增材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省级优秀青年研究生导师，星级研究生指导教师。

项目：

p 主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项目3项；

p 主持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1项；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1项
；主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

p 主持国家工信部项目子课题1项；主持中科院兰化所特聘人才计划项目1项；安

徽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子课题1项；主持其他项目50余项；

p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军工项目3项、省级项目2项、其他项目8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7项、三类教研项目5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1项、校级教学

成果奖2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110余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申请和授权专利70余项（国防专

利1项）；参编国家标准3项、主编团体标准1项；

p 获省部级科研奖励2项；成果登记27项；科技成果鉴定2项；

p 科技成果转化已创造产值9000余万元。

郭纯  博士 教授

研究领域：先进材料与制
造技术



荣誉：

p 第4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p 首届中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
p 安徽省第四届普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p 第十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安徽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p 安徽科技学院“教学名师”。

项目：

p 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

p 累计经费到账120余万元；

教学成果：

p 主持省级以上教研项目5项；

p 获省级教学成果奖3项、校级教学成果奖4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近20篇；

p 授权专利2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指导学生授权专利16项；

p 近3年指导研究生发表二类及以上学术论文10余篇；

p 科研奖励：省部级“一等奖”1项。

缑瑞宾  博士 副教授

研究领域：极端环境下工程
材料与结构的力学性能变化
与评价



荣誉：

p 全国齿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科技厅协同项目1项，河南省博士后基金1项、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重点项目1项、产学研合作项目5项。

p 参与工信部“04专项”1项、河南省重大专项及郑州市重大专项

等项目多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校级重点教研项目1项、指导学生获得省部级竞赛获奖10余
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10余件，软件著作权

10余件

p 参与起草国家标准1项、企业标准2项。

张立勇 博士 副教授

研究领域：机械传动、机
械自动化



荣誉：

p 安徽省特支计划领军人才，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安徽省创新创业高层次

人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创业南京高层次人才，江苏省产业

教授，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兼职安徽省科技厅评审专家、安徽工业大

学硕导，滁州市政协代表和科协委员。

项目：

p 主持和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等省部级项目5项；

p 主持市厅级科技项目3项；企业横向委托项目60余项；

p 主持安徽省特支计划、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滁州市113人才团队项目3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软著100余项；

p 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市科技进步奖励2项；成果登记4项；科技

成果鉴定3项；

p 多项科技成果产业化，已创造产值近3亿元。

徐必勇 研究员

研究领域：液压振动与
控制



荣誉：
p 安徽科技学院学中青年科带头人

项目：
p 主持国家基金1项
p 参与国家基金1项
p 主持国家重大专项协作项目项
p 主持和参与40万以上横向项目6项
p 主持省重点教研项目一项

科研成果：
p 以第一作者和联系作者发表论文SCI论文40余篇。
p 授权发明专利4余件，软件著作权3项。

但文蛟  副教授

研究领域：金属材料多尺
度力学性能、工程材料及

结构力学性能评估



荣誉：
p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农业机械学会高级会员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重点研发与计划项目1项
p 主持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重点项目1项
p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目项目1项、安徽省重点研发与计划项目
项目1项、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重点项目2项、安徽省科技攻关项目1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安徽科技学院校级教研重点项目1项、校级教研一般项目1项；
获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p 指导学生获得安徽省工业机器人应用大赛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参与安徽高校科研平台创新团队建设项目1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10余篇。
p 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8件，其中发明专利5件。
p 第一发明人授权软件著作权5项。

张新伟  博士 副教授

研究领域：农产品收获与
加工、农产品损伤检测



张春燕  博士 副教授

荣誉：

p 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校级教学名师，阜阳市人才团队带头人，安徽省三区人才，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专家库入库专家，安徽省高企项目评审专家。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1项；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1项；

安徽省科技厅备案项目2项；三类(企业课题)1项；安徽省教育厅人才项目一般1项；

p 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子课题1项；滁州市重点研究开发科技计划

项目1项；四类(企业课题)1项；主持其他项目6项；

p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中央引导地方基金项目1项、省级项目1项、其他项

目2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3项、三类教研项目5项；主编省规划教材1部；出版专著1部；

获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奖2项；获省工业机器人大赛、省工程训

练综合能力竞赛、首届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4余篇，EI收录6篇；申请和授权专利30余项（

国际发明专利1项）；参编国家标准1项；

p 成果登记10余项；技术转让1项；

研究领域：农业机械化工程



荣誉：

p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常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安徽省新产品鉴定

专家，安徽省制造强省项目评审专家，明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挂职），江苏省科技副总，运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智库专家，省

大学生创新大赛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项目：

p 主持/参与江苏省产学研项目3项；

p 主持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1项；

p 主持国家林业局948项目子课题1项；主持常州市社科联项目1项；

p 主持校企产学研项目5项，其它项目6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三类教研项目2项；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1项、省级创新创业

项目3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副主编教材1部；

p 指导学生获奖：国家三等奖1项，省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1项；省

二等奖3项，省三等奖1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其中SCI/EI收录5篇；授权专利20余项。

董福龙  博士 副教授

研究领域：智能装备开
发及应用、动力电池回
收、先进材料与轻量化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浓缩机高效混合沉降系统开发及产业化，150万

p 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重载行星齿轮传动系统设计中的几个关键基础问

题研究，6万

p 主持横向课题：新能源汽车超级混动（DM-I）传动装置齿轮近净成型制造技术

研发，30万

p 主持横向课题：侧挂式割草机的整机外观设计、关键技术开发及工程化应用，

10万

教学成果：

p 主持三类教研项目1项

p 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获得二等奖

及三等奖10余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10篇，其中SCI/EI收录3篇；

p 授权发明专利3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1项，国内发明专利2项

王娟  硕士 副教授

研究领域：机械传动、非
标自动化与智能农机装备



荣誉：
p 安徽明光市科技局副局长（挂职）、2024年首批安徽省“科技副总”、农工党河
南省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安阳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山西省运城市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智库专家、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家库（智库）专家、湖南省湘乡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创业服务专家、滁州南谯区 “科技谯匠”。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自然基金（面上）项目1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
划课题1项
p 主持安徽省高校重点科研项目1项、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项、安阳市国
际科技合作（一带一路）重大专项1项；
p 主持先进半导体光电器件与系统集成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中科院纳米器件与应用
重点实验室/广西有色金属及特色材料加工重点实验室/功能无机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杂化材料结构与功能调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分子基材料省级实验室开放课题
共计6项；主持其他横向项目6余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二类教研项目2项、三类教研项目2项；获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金
奖3项、银奖4项、铜奖1项，优秀创新创业导师称号1次。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15篇，其中SCI收录6篇；申请和授权专利20余项（其中国际发明专
利1项）；授权计算机软件版权 31 项，国际会议 Invited talk 3 次，参编专著1部（
119.6万字）；
p 获2024年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创新奖）二等奖1项（排名第1）；获安徽省
科技厅先进个人1次、金博奖三等奖1项（排名第1） ；
p 咨询报告被农工党河南省委会采纳2次（排名第1）。

查文珂  博士

研究领域：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材料与器件及其交
叉领域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1项；

p 主持主持企业委托技术开发项目1项(到账经费40万) ；

p 主持主持主持企业委托技术开发项目1项(到账经费15万) ；

p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1项。

教学成果：

p 主持三类教研项目2项；

p 获校级教学奖励3项；

p 获三类教学效果 3 项。

科研成果：

p 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其中SCI/EI收录10余篇；

p 申请和授权专利20余项（国际专利3项）；

p 授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9项；

p 科技成果转化2项。

陶浩浩  博士 讲师

研究领域：复杂机械系统
精度提升与精度优化设计



荣誉：

p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耕作机械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科技特派员，安徽省

农业工程学会委员会委员，安徽科技学院研究生导师。

项目：

p 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项目1项，企业横向项目3项；

p 参与国家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安徽省

重点研发等省部级项目10余项，

p 安徽省科技成果鉴定1项

p 第一作者发表SCI/EI论文6篇，授权发明专利3项。

p 获国内外各类比赛奖项10余项

    

王晴晴  博士 讲师

研究领域：农机数字化设
计、智能传感、无人驾驶



搭建了良好的科研创新平台1)

（二）基本条件

1、支撑条件（平台）

      学校自启动高水平涉农专业科研平台建设以来，紧跟
学科发展前沿、瞄准农业产业市场需求、面向区域发展、
整合相关资源、凝练研究方向，先后建立多个各级各类科
研创新平台。学院现有安徽省乡村振兴协同技术服务中心2
个、安徽省粮食仓储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1个、粮食仓储工
艺及装备共性关键技术安徽省联合共建学科重点实验室1个
，农业农村部绿色智能农机装备重点实验室（与中联农业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共建）1个，滁州市智能农机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1个。



平台名称 负责人 单   位 时间

省级工程训练中心 陈杰平 安徽科技学院 2007年

省级特色专业 陈丰 安徽科技学院 2009年

省级开放实训中心 陈杰平 安徽科技学院 2010年

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专业-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
张春雨 安徽科技学院 2011年

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专业-车辆工程 陈杰平 安徽科技学院 2012年

省级品牌专业 乔印虎 安徽科技学院 2018年

省级虚拟仿真中心 陈杰平 安徽科技学院 2014年

省级校外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张春雨 合作共建 2014年

省级卓越工程师专业 张华 安徽科技学院 2017年

省级大规模开放课程-理论力学 李同杰 安徽科技学院 2017年

省级精品课程--机械原理 姚智华 安徽科技学院 2017年

省级一流专业 李同杰 安徽科技学院 2019年

省级大规模开放课程-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张春燕 安徽科技学院 2019年

省
级
及
以
上
实
践
创
新
平
台



2）与企业联合共建了研究
生实习实训培养基地35个

学校高度重视与行业、企业建
立多种形式的实习实训基地，
为研究生提供更多行业企业实
践机会。到目前为止，与35
家企业签订了产学研联合培养
研究生实习实践基地。省级联
合培养基地5个。

（二）基本条件
序号 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1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蚌埠市神舟机械有限公司

2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校级、

省级） 安徽云龙粮机有限公司

3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省级） 安徽唯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省级） 安徽众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蚌埠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6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7
机械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校级、

省级） 安徽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8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凌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
中心

10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三联学院
11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工程大学

12 安徽省首批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省级）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13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明光三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4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易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蚌埠市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6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省春谷3D打印智能装备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18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19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北京神舟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20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安徽航瑞航空动力装备有限公司



2、依托联合培养基地的研究生培养

通过在联合培养基地的实习实践，
学生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行业的生
产状况和实际需求，发现行业发展存在
的关键问题，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
，进行有针对性的模拟训练、科技攻关
和技术研究，既解决了生产难题，又完
成了学位论文。目前学院研究生全部进
入基地学习、实践研究。

（二）基本条件



安徽科技学院2025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专业 招生领域 所在学院 招生人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农业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机械工程学院 30 乔院长 0550-6734840

机械 机械工程学院 60 乔院长 0550-6734840

备注：具体专业招生规模以国家下达计划为准。



机械工程学院2025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代
码 学院名称 领域代码 领域

名称 科目代码 考试科目 考试范围 参考书目

005
机械工
程学院 095136

农业
工程
与
信息
技术

101 思想政治理论 全国统考科目
 

204 英语二 全国统考科目
 

341
农业知识综合

三

1.机械设计基础部分（平面连杆机构、
凸轮机构、轮系、带传动、齿轮传动、
轴系、滚动轴承、机械连接）
2.程序设计基础部分（数据类型、运算
符与表达式、输入与输出、程序的控制
结构、函数、数组、指针、结构体与共
用体、文件

机械设计基础（第4
版），王大康，机械
工业出版社

C语言大学实用教程
（第四版)，苏小红，
电子工业出版社

812 电工电子技术

1.电路分析基础（基尔霍夫定律、电路
的分析方法、电路的暂态分析、简单正
弦交流电路的分析）
2.模拟电子技术（基本放大电路、集成
运放的基本运算电路、桥式整流电路）
3.数字电子技术（逻辑函数的化简与变
换、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双稳态触发
器、寄存器、计数器）

《电工学简明教程》
（第三版），秦曾煌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备注：综合三主要是机械设计基础，最后有题目是c语言和机械设计题选做题。就是相当于c语言和机械设
计基础在一张卷子上，选做题可以选机械设计的，也可以选c语言的。但是前面的题目都是机械设计题目。
具体条件以官网发布的通知为准。



机械工程学院2025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代
码 学院名称 领域代

码
领域名
称 科目代码 考试科目 考试范围 参考书目

005
机械工
程学院 085500 机械

101 思想政治理论   

204 英语二   

302 数学二
  

801 机械设计

机器及零件设计的
基本原则；设计计
算、材料选择、摩
擦磨损与润滑等基
本知识；各种连接
方式的组成原理与
应用；各种传动方
式的基本理论与应
用；轴系零件结构、
原理与设计方法。

机械设计 ( 第 1 0
版）,濮良贵,高等
教育出版社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历年复试分数线

总分 政治、英语成绩 业务课成绩

2024年 251 33 50

2023年 251 33 50

2022年 252 33 50

2021年 252 33 50

2020年 253 33 50

2019年 255 34 51

总分 政治、英语成绩 业务课成绩
2024年 273 37 56

2023年 273 38 57

机械硕士历年复试分数线



• 1、国家奖学金

• 每年依据省主管部门下达指标进行评审推荐，硕士研究生每生20000元。

• 2、国家助学金

• 全日制研究生每学年均可获得6000元/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研究生除外）。

• 3、学业奖学金

• 三年基本学习年限内分三次评定，每学年评审一次，设四个等级，覆盖面100%。

一等奖学金10000元/人，覆盖面为10%；二等奖学金8000元/人，覆盖面为20%；

三等奖学金6000元/人，覆盖面为30%，四等奖学金4000元/人，覆盖面为40%。

（三）奖助体系



• 4、“三助一辅”岗位津贴

• 学校根据需要设立助教、助管、助研、辅导员助理等岗位，并根据助教、助管、助研

和辅导员助理岗位性质的不同给予300-900元/月的岗位津贴。

• 5、企业冠名奖学金

• 部分领域设置企业冠名奖学金，根据学生表现情况，给予2000-10000元/年的奖励。

• 6、高水平论文TOP5奖学金

• 学校设立“高水平论文TOP5奖励计划”，奖励研究生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每年评选5

篇，每篇奖金10000元。

（三）奖助体系



李院长：0550-6734666

乔院长：13514905723

彭老师：13817941827，QQ：542286579



http://www.ahstu.edu.cn/yjs/info/1076/4521.htm

安徽科技学院研究生招生简章
（官网）



2025

Thank you！

欢迎大家报考安徽科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