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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学院“新材料环保利用技术”工程师小队聚焦电镀行业的高污染高
能耗现状，奔赴省内外企业一线调研，撰写了“中国热处理行业‘十五五’发
展规划”建议并被采纳，助力了行业发展。在学院教师孙金全的带领下，小队

参与开发了替代电镀的微合金表面处理新技术，为 20 余家国内外企业进行
了产品处理和测试，成果获得了多项创新竞赛奖励。

小队成员通过服务企业，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队员先
后获得全国热处理大赛、全国失效分析大赛、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等
奖励 30 余项。队员在济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聊城大学等高校进行经验
分享交流，相关活动得到青岛电视台、山东教育发布等媒体的宣传报道。在
新材料环保利用领域发表了 30 余篇高水平论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
项，积累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材料学院 “新材料环保利用技术”工程师小队

该小队由山东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组建，指导教
师为李为腾、孙尚渠、刘洪亮。小队主要面向岛城地铁隧
道、海底隧道等地下工程，驻扎现场搞科研，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小队围绕地铁暗挖车站支护设计施工面临行业

痛点问题，开展了长达 18 个月的高强度科研攻关，受到地
铁集团书面表扬，参与的“大跨隧道高预应力主动支护理
论与关键技术”科研成果得到了钱七虎院士、何满潮院士、
李术才院士等行业权威专家的认可，成功应用于青岛地铁
6 号线相关工程，破解了工程建设安全与效率冲突问题，
目前该技术已经推广至青岛地铁三期工程。

小队在现场攻坚克难的同时，将党组织建在项目上、
工地上，团队成员所在的陈子荫创新型研究生党支部已获
批山东科技大学第二批样板党支部创建支部。团队指导教
师坚持“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有效传承和发展了陈子

荫先生等建立的育人思想和育人体系，为培养“真题真做”
的“新时代新质研究生”做出了有效探索。

土建学院 “山晖青隧”工程师小队

自动化学院教师张坤带领 30 余名硕博研究生成立了“信息智能感知与
交互”工程师小队。小队以“智能感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为核心理念，深度
融合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初步形成了以煤矿智能化
装备研发和柔性感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团队。

该小队先后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山东
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子课题等纵向课题 10 项，企业委托横向课题 20
余项。团队参与研发了首个煤矿巷道无人值守连续喷浆作业机器人，大幅提
升作业安全性和效率。团队在相关领域发表了 30 余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自动化学院 “信息智能感知与交互”工程师小队

随着智慧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遥感技术已广泛应
用于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等领域，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测绘
学院教师李振海带领 17 名硕博研究生，成立了“农情遥
感”工程师小队，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助力农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

该小队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实践育人模式，
结合无人机、卫星遥感和地面传感技术，在全国多个

省市开展冬小麦、玉米、花生、烟草等作物的表型观
测，完成了 200 余次的野外实习，积累了超过
500G+ 的多源数据，开展了多项农业遥感试验、
省域粮食调查及遥感科普宣传等活动。深化了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成功研发了小麦苗
情遥感诊断模型，将科研成果精准转化为农业
生产的实际应用，联合 5 家科研单位，参与了
省部级项目 7 项，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
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展现了科技赋能
农业的巨大潜力。

团队成员先后获得山东省“挑战杯”铜奖
等 7 项竞赛奖项，并有 1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
小队还获批成立了“山东邹平智慧农业科技

小院”，被央视新闻、山东教育电视台等媒体
宣传报道。

测绘学院 “农情遥感”工程师小队

随着全球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工业控制系统
智能安全技术已成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核心领域。
智能装备学院教师赵慧奇带领 8名硕士研究生组建“工控
智能安全”工程师小队，致力于构建融合工业信息安全技

术创新、智能安全装备研发、产业应用推广、复合型人才培
养四位一体的产教融合实践平台。团队已初步建立起以工
业信息安全、智能安全算法优化、入侵检测、数据隐私保护
为主攻方向，深度结合电力能源、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需
求的工业智能安全解决方案研发体系。通过与国网电科
院、华能集团、科来网络等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打造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方案。

该小队先后参与了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创新工
程课题、国家自然基金、山东自然基金等项目在内的 10 余

项科研项目和攻关任务，团队成员在工业互联网安全领域
发表了 30 余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
支撑工业互联网安全应急处置几十次，团队具有深厚的理
论研究基础和较强的工程实践问题解决能力。

智能装备学院 “工控智能安全”工程师小队

“混凝土支护”工程师小队由 13 名来自安全、机械、
控制等学科的硕博研究生组成，致力于喷浆支护领域的
粉尘防治与自动化装备研究，旨在加强人才综合能力培
养，同时改善工人作业环境，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施工作
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该小队依托学校及重点实验室，深度参与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青年创新团队项
目及企业委托课题等 10 余项重大项目。团队成员深入
多家装备及煤炭企业，包括山东研博泰克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俊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神华集团上湾煤
矿、陕煤集团曹家滩煤矿等企业，参与研发及优化了推
链式喷浆机、巷道底板摊铺机器人、黄土喷射台车、无脉
冲喷浆机器人、墙面抹灰机器人等装备及其施工工艺，
解决了喷浆作业中的高粉尘、低效率等问题，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团队成员在喷浆支护、混凝土输
送等领域发表了 20 余篇高水平论文，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 10 余项，积累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安全学院 “混凝土支护”工程师小队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双碳”目标驱动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爆发式增
长。为应对传统动力系统能效瓶颈和智能化升级需求，交通学院整合优势学
科资源，组建“智能新能源动力系统开发”工程师小队。该小队由赵子亮老师
指导，核心成员包括 2 名博士研究生和 15 名硕士研究生。小队聚焦新能源
动力系统性能优化与智能控制研究，致力于突破行业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新
能源动力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小队先后参与了山东省重点创新工程、吉林省重大科技专项、企业委托
项目等 10 余项科研攻关任务。依托校企深度合作，小队与多家企业及科研
机构在新能源动力系统、氢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优化与控制等领域开展联
合研发，全面开展从仿真、控制到实验验证等全流程工作。

小队在新能源动力系统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国际专利 2 项，并获得研究生国家级科技
竞赛三等奖 2 项。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团队成员不仅提升了科研能力，还
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为未来在新能源行业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交通学院 “智能新能源动力系统开发”工程师小队

近年来，学校发挥工科优势，组建 94 支研究生工程
师小队，探索“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让工科学生“组
团”去生产一线解决问题，真正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

一是定制“车间课堂”，让学生在“现场”边学边用。
实施“车间课堂”研究生教育教学模式，把企业的“产线”

搬进“课堂”，鼓励工程师小队走出校门，到生产一线“自
讨苦吃”，培养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研究生。

二是构建“项目导向”，让纸上的科研成果落到实

处。探索企业“出题”、学生“解题”育人模式，依托校企合
作单位、产业学院等，组建一批大学生科创基地、转化基
地，开展了创新项目互选、创新金点子推介、揭榜挂帅等
特色活动，让工程师小队的科创、论文等成果落实到生
产项目中。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研究生工程师小队培养模
式已全面在学校实施，90%以上工程类研究生加入工程
师小队，诸多科研成果“落地生根”，研究生在生产一线

“读研”成了新风尚。该经验做法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中央媒体广
泛报道、推广。

如今，工程师小队每年都有很多创新成果从校园走
向市场。其中，“极地勘测技术与装备团队”工程小队参

与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无人船，搭乘“雪龙 2”号船奔赴南
极参与中国第 41 次南极考察任务；“城市金属矿山低碳
循环利用”工程师小队常年投入破解锂电池回收难题的

研发，完成的“一体化锂电池回收处理技术”创新项目，
与 16 家企业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并获第十四届“挑战
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信息智能感知与交
互”工程师小队的“多模态信息感知与共融关键技术及
应用”项目在青岛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等单位广泛应用……
为展示工程师小队风采，本报现选登部分工程师小

队事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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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金属矿山低碳循环利用”工程师小队包含博士研究生 1人、硕士研
究生 6人，在朱向楠、周文涛等老师的指导下，专注于研究退役锂电池二次资
源的综合利用。小队在第十四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荣获国
家级金奖。此外，在第十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建行杯”山东省大学

生创新大赛中，小队也相继勇夺省级金奖、银奖，并于 2024 年 11 月完成“揭
榜挂帅”项目。小队成员累计参与发表 30 余篇高水平论文，总影响因子高达
200+。小队针对传统锂电池回收过程“高价值资源低价回收”“设备维护及工
艺复杂”和“时间成本及能耗巨大”等关键问题，为相关企业提供退役锂电池
清洁分选方案。

小队目前已将电极材料无氧粉碎、超声波耦合正负极材料高效清洁分选
和电极材料有价金属组分的环保浸出技术落地，并得到山东绿能环宇低碳科
技有限公司、北辰先进循环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的青睐。未来，小队将坚持“城
市金属矿山资源循环”的发展战略，为推动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能源学院 “城市金属矿山低碳循环利用”工程师小队

在国家“双碳”战略与能源安全的双重背景下，“‘深脉天工’煤矿井下辅
助机器人”工程师小队在张强、田莹、刘峻铭 3位老师的指导下，秉持“科研向
实、技术向用”理念，聚焦“矿井装备智能化升级”和“煤矿井下辅助机器人研

发”两大核心方向，深耕矿山智能装备领域，以智能装备赋能煤炭行业减人提
效、安全升级。

该小队参与研发的多源信息融合智能感知系统，融合截割振动、声音、电
流等多源传感数据，构建了高精度截割介质属性在线感知体系，基于探地雷
达探测技术，实现了沿底掘进过程中留底煤厚度的厘米级动态监测，成功解
决了复杂地质条件下煤岩界面精准识别与自适应截割控制等行业难题，为我
国煤矿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核心成员累计深入矿井一线开展实
地调研达 20 余次，驻守生产现场连续开展技术攻关 90 余天。在长时间的实
践过程中，团队形成了“聚焦生产一线‘真问题’，做好技术升级‘真研究’，推
动生产问题‘真解决’”的“三真”团队精神，在未来，小队将继续扎根一线，双

手沾灰、两脚粘泥，研发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矿井下辅助机器人，为
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提供“山科方案”，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书写科技
赋能的新篇章。

机电学院 “‘深脉天工’煤矿井下辅助机器人”工程师小队

注：本版配图为工程师小队在实验室做科研及在生产一线做服务

地科学院“大地之光”工程师小队成员共 10 人，指
导教师为常象春、张伟杰。团队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合作，

开展黄河三角洲河口、湿地生态地质调查，查明重点区
水—土—植被等生态地质条件现状，提出滨海湿地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决策建议。成员近五年发表高水平论文
10 余篇，参加国内外学术论坛多次。

此外，团队依托导师项目，开展黄河三角洲三维地
表形变监测与动力学机理研究，考虑构造运动、自然沉
积物固结压实作用以及人类经济活动等多重因素的共
同作用，厘清了黄河三角洲深层地下水演变与地面沉降
的耦合关系，查明了深层地下水储量变化，有效减缓了

因地下水超采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为地下水资源科学
管理、开发与保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地科学院 “大地之光”工程师小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