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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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程一级学科现有 3 个研究方向与培养方向（对应 3 个

二级学科）：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

理论与新技术。其中，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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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主要包括：柔性输配电；电能变换与

电机拖动；新能源发电与控制；信息物理仿真等。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主要包括：综合能源；能源互联网；智

能感知；电器智能制造；生物医学中的电工新技术等。 

1.2 招生情况 

2023 年电气工程学科学术学位招生 31 人，其中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 22 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7 人，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2 人。 

1.3 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方面，截止 2023 年底，电气工程学科专任教师人

数 31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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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百层次人才 1 人、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2 人、教育部电气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1 人，贵州省金师 3 人。贵

州大学学术带头人 1 人，学术骨干 2 人，特聘教授 A 岗 1 人，B

岗 2 人，C 岗 2 人，D 岗 1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分别归属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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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电力电子装

备与系统，以及 2024 年获批的电子信息领域专业博士点下控制

工程研究方向）。 

学科带头人方面，张靖，博士，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

州省高等学校新型电力系统及其数字化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贵州省电力系统智能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贵州省双碳与新

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研究院行政副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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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层次创

新型人才（百层次），贵州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 项，省部级项目 8 项，横向项目 40 余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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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贵

州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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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余篇。 

1.4 培养条件 

贵州大学拥有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省

双碳与新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研究院等，电气工程学院拥有贵州省

高等学校新型电力系统及其数字化技术重点实验室等。近年来，

电气工程学科开展了双碳背景下的能源高效利用与发电安全监

测平台等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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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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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贵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围绕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学院持续推

进“党建进宿舍”项目，通过开展“尊崇宪法，法润青春”主题

活动、“坚定不移跟党走，争做时代好青年”示范性党支部特色

活动以及“奋进在研途，筑梦新征程”领航先锋工程系列活动，

强化研究生党员的思想引领，提升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同时，

学院组织了 2023 年度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大会，深入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此外，学院还

开展了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通过“晾晒成绩展成果，

交流互鉴促提升”主题党日活动、党支部书记述职大会以及专题

培训和实践活动，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通过这些活动，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良好，为学院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思想政治保障。 

2.2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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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条件方面，学院依照《贵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评审及结果使用的规定》（贵大研﹝2021﹞10 号），经学院

学位分委员会修订发布了《贵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关于硕士学位

论文出现“存在异议”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 

2.3 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思想政治方面。电力系通过分散学习方式组织全体教师

收看学习了第 29 期“贵州教育大讲堂”特别节目《自信自强之美

——2023 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等近 10 场贵州省教育大讲堂

主题教育报告。 

导师队伍建设方面。2023 年度，通过硕士生资格导师年审

制度，新增校内硕士生导师 1 人。同年，获批贵州省产业导师 2

人。同时，面向贵州省电气工程学科优势企业和科研院所，进一

步申报贵州省产业导师 2 人，以进一步提升本学科教师队伍水

平。 

2.4 培养条件建设  

2023 年 2 月，承担了 2023 年电科院基于低碳园区多层次闭

环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关键设备研究与示范（课题 1、课题 4））。 

2023 年 4 月，开展了“专业建设购电力电子与调速系统设

计创新平台项目”。 

2023 年 9 月，承担了贵州电科院 2023 年面向高比例分布式

光伏消纳的交直流混合中低压配电网协调控制关键技术与装置

研发（任务 3：面向高比例分布式光消纳的交直流混合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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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学院与贵州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贵

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基于溯源数据流与智

能技术在贵州中长期电力市场结算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并获得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23 年度电力科技创新奖二等奖。 

2.5 科学研究工作 

2.5.1 学术论文 

发表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5 篇，其中 SCI 检索 32 篇，北大

核心 3 篇。 

2.5.2 专利/专著 

获授权专利 18 件。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 部学术专著。 

2.5.3 科研项目和到账经费数 

新增国家级科研项目 3 项，到账经费 71.04 万元；新增省级

项目 9 项，到账经费 1033.9 万元；新增主持横向科研项目 12 项，

到账经费共 649.52 万元。注：新增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3 项（第

一承担单位非贵州大学，故未计入前述统计）。 

2.5.4 科研获奖 

3 人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成果名称：大规模新能源

安全高效接入与并网优化运行关键技术与应用，奖励等级：二等

奖。 

2 人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科技创新二等奖，成果名称：

基于溯源数据流与智能技术在贵州中长期电力市场结算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奖励等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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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招生与培养 

2023 年本学科学术学位招生 31 人。 

2023 年度，学科研究生参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

办的“华为杯”第二十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3 项；参与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工数学专委会主

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杯”全国大学生电工数学建模

竞赛，获得了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参与共青

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主办的第十八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二等奖 1 项；参与中国未

来研究会主办的“华数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一等奖 1

项。参与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兆易创新杯”第十八届中国研究

生电子设计竞赛获得国家级奖项 1 项。 

2023 年度，学科研究生发表了 SCI/EI 论文 30 篇，其中二区

以上 12 篇。参加各类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 54 人次取得一、二

等奖。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人数 2 人，省级优秀毕业生：1 人、

省级三好学生：1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2 人、校级三好学生：1

人。 

2023 年度，学科研究生授予学位 25 人，其中签约国有企业

占比 80%，签约高等教育单位占比 8%，其他事业单位占比 12%，

升学率为 8%。就业分布比例（西部 72%，中部 16%，东部 12%）。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教师人数还是偏少，需进一步结合学校特岗教授业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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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大引进人才力度。 

2、科技成果水平有起色，但省部级一等奖还有所欠缺。本

年度，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电力科技创新二等奖 1 项，有较好突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水

平科研成果积累和培育。 

3、博士点申报中对于博士生导师的要求还需培育和建设。

目前博士招生名额目前仅为 1 人，积极争取新增电子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博士点下的二级自设学科电力电子装备与系统学术型

博士，以及相关专业博士生招生名额，以满足博士生导师 3~6 人，

并至少完成过 1 名博士培养的基本要求，为申报电气工程和能源

动力博士点提供支撑。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人才引进：新进博士学位教师 1~2 名，其中特岗教授 1~2

名。 

2、人才培育：力争入选省级人才计划 1 人。 

3、博士点申报：围绕博士生导师 3~6 人并至少完成过 1 名

博士培养的基本要求，积极争取新增博士生招生名额 1-2 个。 

4、培养条件建设：力争获得省级平台 1 个。 

5、科研和教学获奖：力争省级科研和教学奖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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