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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自然年（1 月 1 日-12月 31 日）编写。 

二、授权学科（类别）名称、代码和级别按《贵州大学

2020-2025 周期性合格评估参评学位授权点列表》填写。 

三、各授权点请参考《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列出的主要内

容逐项进行编写，重点体现年度建设总体情况。 

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

处理后编写。 

五、本报告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字体， 建议不超过 3000 字，

纸张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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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研究方向和培养方向 

能源动力专业现有 2 个研究方向与培养方向：电气工程、动

力工程。其中， 

电气工程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电力系统稳定、运行与控制；

电力市场；电力系统规划与可靠性；配电网自动化等。 

动力工程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热能利用与节能工程；火电

厂生产过程；热工自动化；生物质高值化利用；电氢耦合绿色数

据中节能低碳技术；燃煤烟气 CO2 高效低能耗捕集技术等。 

1.2 招生情况 

2020 年能源动力学科学位招生 89 人，其中电气工程 66 人，

动力工程 23 人。 

1.3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方面，截止 2020 年底，电气工程学科专任教师人

数 26 人（含新引进博士 1 人，在读博士 1 人），博士学位数量

21 人，占比 80%，海外经历人数 12 人，占比 46%。拥有贵州省

智能配电网及新能源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1 个、

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1 人、教育部电气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1 人，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工数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1 人，贵州省普通高

等学校科技拔尖人才 1 人，贵州省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基建专业委

员会委员 1 人，贵州大学学术带头人 1 人，学术骨干 1 人，特聘

教授 B 岗 1 人，特聘教授 C 岗 2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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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方面，张靖，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贵州省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贵州省智能配电网及新能源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科技创新人才团

队领衔人，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贵州省青

年科技奖、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等，2004 年任教以来，为本

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讲授专业课程，与电网公司等长期合作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横向项目

20 余项，如：贵阳供电局 2019 年贵阳电网 2020~2022 年中长期

安稳策略校核研究技术、2019 年度都匀局前专项项目、2019 年

度都匀局前专项项目等。2008 年和 2018 年分别在澳大利亚昆士

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开展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科研工作。获

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技改贡献奖、贵

州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等，发表 SCI/EI 论文 40 余篇。拟承担

电气工程方向博士、硕士指导工作。  

1.4 培养条件 

贵州大学是本区域内拥有能源动力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

单位。该学科是贵州省首批重点学科、首批特色重点学科，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首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教育部卓越工

程师计划专业，全国综合专业改革建设点，贵州省首批一流专业

建设点。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与能源与电力企业等共建

了近 9 个实训基地（本年度新增 1 个），如：国家精密微特电机

技术研究中心、贵州省电力设计研究院省级研究生工作站等。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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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部数字能源工程研究中心（培育）1 个，贵州省电力系统

智能化技术重点实验室 1 个，贵州省电力系统规划设计全过程科

研实践研究生工作站 1 个。实验室总面积 4307m2,仪器设备总值

4359 万元。贵州大学和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共建智能配电网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1 个，投资近 4000 万，涉及±10kV 直流

配电中心、低压微电网、±375V 直流微电网、电动汽车充电站

等，为国内首个五端柔性互联配电网，研制了首套混合式 MMC 换

流器，DAB 直流变压器等装备，处于国内前沿，成果应用于南方

电网节能降损实验室及柔性互联配电网工程；自主研发电气通用

实时仿真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2.1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党建方面，2020 年度，(1) 抓好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班子建设工作，支委班子选优配强。(2) 抓好党支部发展党员工

作。完成 3 名预备党员的转正考察。(3)抓好党员意识形态工作。

支部党员获得 9 项各类荣誉，真正起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 

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学院 2 名党委委员专门负责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发挥思政课程“主渠道”和课程思政“主

战场”两个作用。学科学生以“博士村长”组织形式投入到贵州

省脱贫攻坚实践，多名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乡镇等基层单位工作发

挥重要作用，例如，毕业生徐涛同学徐涛于 2020 年荣获省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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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优秀村第一书记荣誉称号，他的事迹以“徐涛：初心不改！

一个“电力”书记扶贫进行时”在“众望新闻”媒体上进行报道。 

2.2 制度建设  

学位授予条件方面，学院依照《贵州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发

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2019 修订版）》，初步拟定了《贵州

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2.3 师资队伍建设  

人才引进方面。新引进博士 1 人。 

教师思想政治方面。学科党支部成为贵州大学首批党建工程

“样板党支部”。1 人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第五届全国高校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工科组三等奖，1 人获“贵州大学教学能手”，

1 人获“贵州省青年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1 人获“华为杯”

第十七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先进个人，多名党员被评为校

院“优秀共产党”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导师队伍建设方面。2020 年度，通过硕士生资格导师年审

制度，新增校内硕士生导师 2 人。同年，面向贵州省电气工程学

科优势企业和科研院所，遴选、聘请了校外硕士研究生导师 5 人，

涉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电网规划研究中

心，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微特电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林泉

电机），贵州理工学院等，进一步充实了教师队伍。此外，重点

面向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筹划申报贵州省产业导师。 

2.4 培养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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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贵州大学与贵州电网公司举办了校企合作推进

会，交流了落点于贵州大学的两个南方电网公司重点科技项目的

实施情况。贵州大学、贵州电网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华南理工

大学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建电力指纹智能互联实验室的合作备忘

录”，贵州电网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与贵州大学签署了“关于共同

开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调度研究的合作备忘录”。通过了贵州省电

力系统智能化技术重点实验室评估，评估结果为“良”。完成了

本学科的第五轮学科评估相关资料整理和上报工作。 

2.5 科学研究工作 

2.5.1 学术论文 

发表论文 63 篇，其中 SCI/EI 检索 18 篇，中文核心 21 篇，

SCD 检索 24 篇。其中，高水平论文 7 篇（其中 2 篇 SCI-1 区，5

篇 SCI-2 区）。 

2.5.2 专利/专著 

获授权专利 21 件，其中发明专利 17 件，实用新型专利 4 件。

2020 年 11 月，已与科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签订 3 部学

术专著出版合同，正在出版中。 

2.5.3 科研项目和到账经费数 

新增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21 万元。获批教育部第二批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1 项（产业变革机遇下的电气类专业内涵升

级及实施路径）。新增主持横向科研项目 17项，到账经费共 220.38

万元。注：新增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 项（第一承担单位非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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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故未计入前述统计）。 

2.5.4 科研获奖 

获 2020 年度电力科技创新奖，成果名称：基于直流配电中

心的柔性互联关键技术及工程示范，奖励等级：一等奖。 

2.6 招生与培养 

2020 年本学科学位招生 91 人。 

2020 年开展了贵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科学术活

动，邀请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调度

控制中心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开展了 15 次学术报告，

共计 2000 余人次参与本轮学术交流活动。 

2020 年度，学科研究生发表了 SCI/EI 论文 18 篇，其中二

区以上 7 篇。申请专利 21 件（发明专利 17 件，实用新型 4 件），

参加各类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 7 人次取得一、二等奖。学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人数 2 人，获各类奖学金人数占比 50%以上。省级

优秀毕业生：1 人、省级三好学生：0 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0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3 人、组织先进个人：1 人、优秀共青团

员:6 人、优秀工作者：6 人、优秀志愿者：9 人等荣誉 26 人数。 

2020 年度，学科研究生授予学位 40 人，就业率 100%，其中

签约国有企业占比 95.65%，签约高等教育单位占比 2.17%，升学

率为 2.17%。就业分布比例（西部 45%，中部 30%，东部 22%）。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目前本学科专任教师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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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西部地区能源动力学科硕士点基本条件要求，但缺乏领军型

人才。 同时，博士点申报过程中，博士生导师人数偏低。 

2、培养条件建设需进一步扩展。虽然在教育部数字能源工

程研究中心方面有一个培育点，但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还有待

进一步培育和建设。联合本地企业共建研究生工作站，支撑行业

发展，同时为研究生培养提供更好条件。 

3、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水平有待提高。近年来，本学科获

得一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数量还有待提高。获得一些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但等级和排名还有待提升。 

4、硕士学位论文 100%盲审办法有待完善。学位论文有待进

一步依照研究生院要求，丰富省外具有博士点高校的专家队伍，

规范盲审过程，适度提高评阅经费。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

划，包括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等。 

1、人才引进：新进博士学位教师 3 名，其中特岗教授 1 名。 

2、人才培育：2~3 人。 

3、导师队伍建设：拟在 2021 年度，依照贵州大学博士生导

师资格年审制度要求，通过能源动力学科硕士点下的自设方向电

气工程遴选新增 1-2 位博士生导师。依照贵州省产业导师遴选制

度要求，结合贵州电网公司资深专家情况，新增贵州省产业导师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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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条件建设：力争申报国家级平台 1 个，申报省级平

台 1~2 个，力争建设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1 个。 

5、科研获奖：省科技进步奖，1 项。 

6、学位论文省外专家盲审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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