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写 说 明

一、编写本报告是自我评估的重要环节之一，贯穿自我评估全过程。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报告。

三、本报告于 2022-2025年每年 3月前完成，报送研究生院和学科建

设办公室，统一脱密后在门户网站发布。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尽可能图文并茂。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

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各项内容统计时间以自评阶段每年 12月底为截止时间。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

人员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

果奖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

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

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本提纲为建议提纲，仅供参考，各项内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 教育部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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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级部门文件要求编写，各学位点可根据自身

建设情况进行修改，鼓励编写体现学科特色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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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概述

本学位点所依托的内蒙古工业大学力学学科前身为 1954年成立的“力学学科委员

会”，1977年开始招收“力学”专业本科师资班。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

获固体力学博士培养资格，2005年获批力学硕士一级学位点，2010年获批力学博士一

级学位点。1994年固体力学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学科，2013年力学被批准为自治区

级优势特色学科。目前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力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8年

国务院学位办博士点合格评估抽查合格。

学位点以培养人才为中心，追踪学科前沿，建设高水平创新团队，紧密结合内蒙

古少数民族地区重点行业建设，形成集科研和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研究生培养单位。

2. 学科方向与优势特色

目前，内蒙古工业大学力学学位点形成多个学科研究方向，包括：微细观实验力

学技术、复合材料力学行为、非线性动力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程应用以及力学在土

木工程中的应用等。目前力学一级学科学位点研究领域横跨土木工程、机械、材料、

化工等工程领域，追踪学科前沿理论，又注重力学与工程技术的渗透与交叉。形成的

主要学科方向与特色有：

(1) 在“固体力学”学科方向，形成了以“微纳米实验力学技术及应用”和“复合材料

细观力学”为代表的研究特色。发展了纳米云纹法，并对纳米级微裂纹、纳米级界面的

力学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使用高分辨透射电镜、几何相位分析和数值云纹结合的方

法，对金、铝、硅等一些典型材料中的位错及晶界结构、硅锗异质结构的纳观变形场

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展了多次扫描电子束云纹与纤维推出结合法，

并将其应用于多种复合材料的界面力学研究。

(2) 在“基础力学与力学交叉”学科方向，在研究一些有特色的算法的同时，主要针

对工程中的应用课题开展研究。参与了北方重工集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3.6万吨大型

压力机的研发，多次参与新型号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95-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95-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95-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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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动力学与控制”学科方向，主要研究动力学系统的振动与可靠性分析方法，

如：针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统计分析与结构可靠性计算，火箭发动机燃气道流场分析，

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的建模和求解方法，基于再生核的函数逼近算法等问题。

(4) 在“工程力学”学科方向，针对内蒙古地区的特殊区域气候环境特点，开展适应

性土木工程材料及结构研究，将成果应用在土木及交通运输领域。积极参与行业发展，

为遍布内蒙古的发电厂提供管道应力、管道支护等方面的技术服务等。

总之，本学科的研究特色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在微纳米力学领域瞄准力学和材料

学科的重大科学问题展开研究，二是内蒙古地区重大工程中的力学问题研究，并在国

防工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国内外影响

处在祖国北部边疆、艰苦的偏远地区，我校力学学科已成为国内力学学科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的学术小高地，培养出一大批在自治区乃至国内有影响力的学者和科技

领军人才。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具有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 1个，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内蒙古杰出人才奖 2人，担

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人，中国力学学会理事 2人。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

1. 培养目标

【博士】：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科技

竞争前沿、面向当前和未来人才重大需求，立足内蒙古，面向全国，培养具备良好的

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科学素养和科研学术道德，掌握力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和发展趋势，具有研究创新

思维、团队协作精神、适应发展能力，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在力学及相关行业从事科

研教学、技术革新和工程应用等工作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硕士】：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科技

竞争前沿、面向当前和未来人才重大需求，立足内蒙古，面向全国，力学学科培养的

研究生应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科学素养和科研学术道德，通过在本学科相



- 3 -

关领域的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硕士研究生还应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力学专

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了解学科的前沿研究和发展动态，具有研究创新思维、团队协作

精神和适应发展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用一门外国语熟练阅读专业资料及撰

写科研论文，具有从事力学学科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和独立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

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培养方向

【博士】：包括动力学与控制、固体力学、工程力学和基础力学与力学交叉四个学

科方向，具体如下：

(1) 动力学与控制：主要研究物体运动过程中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振动与控制以

及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及其应用。本学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系统动力学和

振动领域，具体包括固体火箭发动机相关零部件振动计算和实验；飞行器推力与弹道

关系研究；航天器推力向量控制等课题方向。

(2) 固体力学：固体力学主要研究可变形固体在外界因素(如载荷、温度、湿度等)

作用下，其内部各个质点所产生的位移、运动、应力、应变以及破坏等的规律，是连

续介质力学的一个分支。具体方向有：微纳米力学，纳米材料力学行为，新型复合材

料制备及多尺度特性。

(3) 工程力学：工程力学涉及众多的力学学科分支与广泛的工程技术领域，是一门

理论性较强、与工程技术联系极为密切的技术基础学科，工程力学的定理、定律和结

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中，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具体方向有：

复合材料力学，岩土力学，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流场问题等。

(4) 基础力学与力学交叉：研究经典力学的一般原理及离散系统力学现象的学科，

包括静力学、运动学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一切离散系统的动力学，还研究某些与现

代工程技术有关的新兴学科。具体方向有：力学中的数学问题，结构分析中的智能计

算方法，考虑不确定性的结构分析与优化算法等。

【硕士】：包括动力学与控制、固体力学、工程力学三个学科方向，具体如下：

(1) 动力学与控制

动力学与控制主要研究包括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振动、分析力学、多体系统动

力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交叉与应用，特别关注非线性、非光滑性、随机性、不确定性

等问题。本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有：非线性动力学，复合材料板壳振动，航空航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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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动力学和控制问题。

(2) 固体力学

固体力学主要研究固体及结构的变形及破坏理论、计算固体力学、实验固体力学、

新型材料力学，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及应用，特别关注微纳米力学、跨尺度关联与

多尺度力学、多场耦合力学等。本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有：微纳米力学，纳米材料力

学行为，新型复合材料力学行为，先进材料设计与力学性能分析，以及智能材料力学

行为。

(3)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主要结合我国中西部地区实际工程领域中力学问题开展研究，它的研究

范围很广，主要有工程结构力学、矿山工程力学、环境力学、材料工艺与力学、海洋

工程与船舶动力学、电磁力学、振动、冲击与噪声等。本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有：复

合材料力学，岩土力学，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流场问题，电厂设备的力学性能分析

等。

（三）人才培养情况

1. 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1) 报考情况

本年度博士、硕士研究生报考和录取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2021年度力学博硕士研究生报考情况

类别 报考 录取 录取比例 备注

博士研究生 29人 15人 52% 其中有 1人为硕博连读

硕士研究生 30人 18人 60%

其中一志愿考生 2人，其余均为调剂考生。

调剂生源结构以力学专业为主(70%)，其

余相近专业为航空航天工程、机械制造和

过程装备与控制等。

(2) 授予和就业情况

2021年博士研究生授予学位 11人，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 11人。

该年度的 11名博士毕业生在获得学位后全部留在西部地区高校任教；毕业的硕士

研究生中有 4人考取了区外院校的博士研究生，7人合同就业。具体情况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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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位授予与就业情况统计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

生总

数

授予学

位数

就业情况
就业人数及

就业率协议和合同就

业（含博士后）

自主

创业

灵活

就业

升学

境内 境外

2021
硕士 11 11 7 0 0 4 0 11(100%)

博士 11 11 11 0 0 - - 6(100%)

2. 课程与教学

本年度，按照学校研究生院的统一安排，博、硕士学位点重新制定了 2021版研究

生培养方案，并在 2021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开始实施。学位点开设的课程覆盖了学位

点的 4个主干学科方向。博士和硕士培养所具体开设的课程如表 3-4所示：

表 3 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时 学分
主 讲 教 师

姓名 职称

现代数学分析方法 学位基础课 32 2 闫在在/乌力吉 教授

连续介质力学基础 学位专业课 32 2 周承恩 副教授

计算固体力学 专业选修课 16 1 韦广梅 副教授

实验力学 专业选修课 16 1 姜爱峰 讲师

高等数值分析 专业选修课 16 1 王玉兰 教授

泛函分析 专业选修课 16 1 乌力吉 教授

张量分析 专业选修课 16 1 张永芝 副教授

表 4 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时 学分
主 讲 教 师

姓名 职称

矩阵理论 学位基础课 32 2 庞晶 教授

数值分析 学位基础课 32 2 王玉兰 教授

数学物理方程 学位基础课 32 2 崔继峰 副教授

弹性力学 学位基础课 48 3 郭俊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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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力学 学位基础课 56 3.5 姜爱峰 讲师

有限单元法 学位专业课 56 3.5 韦广梅 副教授

固体力学基础 学位专业课 48 3 周承恩 副教授

振动力学 学位专业课 48 3 吕书锋 教授

高等流体力学 学位专业课 32 2 张永芝 副教授

塑性力学 专业选修课 32 2 王晔 副教授

复合材料力学 专业选修课 32 2 姜爱峰 讲师

非线性振动 专业选修课 32 2 吕书锋 教授

智能计算方法 专业选修课 48 3 马瑞平 讲师

工程材料力学行为 专业选修课 48 3 刘铁军 教授

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专业选修课 32 2 马文赛 讲师

3. 研究生学术交流

2021年度共有博、硕士研究生19人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宣读论文15

篇，无论文参会4人次，具体参会情况如表5所示。

表 5 2021年度学位点研究生学术交流情况

序

号
口头报告题目 会议名称、举办时间与地点 报告时间 报告人

报告

类型

1
《复合老化后沥青的低温特

性研究》

世界交通运输工程技术论坛、

2021.6.15-18、西安
2021.06.18 张淑艳

分会场

报告

2 共轴直升机姿态鲁邦控制

第六届海峡两岸动力学、振动

与控制学术会议，

2021.07.17-21，呼和浩特

2022.7.19 罗乐如
分会场

报告

3
选区激光熔化 TC4合金纳米

压痕尺寸效应

第十六届全国实验力学大会暨

重大装备实验与测试技术论坛

2021.04.23-26 浙江嘉兴

2021.04.26 田宪会
分会场

报告

4
选区激光熔化Ti-6Al-4V合金

表面残余应力研究

第十六届全国实验力学大会暨

重大装备实验与测试技术论坛

2021.04.23-26 浙江嘉兴

2021.04.24 杨宗岭
海报展

示

5 无
第十六届全国实验力学大会暨

重大装备实验与测试技术论坛
2021.04.24 王莹楠

无论文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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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3-26 浙江嘉兴

6

Anti-Plane Shear of an
Elliptical Nano-Inclusions in
Piezoelectric Composites with
Imperfect Interfaces

第 15届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

器件应用研讨会，2021.4.16-19，
郑州

2021.04.17 陈宇
分会场

报告

7
大直径棒材二级加压连续驱

动摩擦焊接的模拟研究

第十八届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

会学术会议，2021.7.20-22，日

照

2021.7.21 谢宇鹏
分会场

报告

8

Bending deformation of
one-dimensional hexagonal
piezoelectric quasicrystal
layered plates with imperfect
interface

第 15届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

器件应用研讨会，2021.4.16-19，
郑州

2021.04.17 王浩田
分会场

报告

9
具有非理想界面的一维六方

压电准晶层状板的静态弯曲

变形

第十八届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

会学术会议，2021.7.20-22，日

照

2021.07.21 王浩田
分会场

报告

10 无

第四届东北地区力学学科博士

生学术论坛，2021.7.27-29，呼

和浩特

2021.07.27 赵科
无论文

参会

11 一维六方准晶梁的自由振动

第六届海峡两岸动力学、振动

与控制学术会议，

2021.07.17-21，呼和浩特

2021.07.19 孙托娅
分会场

报告

12
具有弹性介质的准晶纳米多

层板的非局部振动和屈曲研

究

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全国力学

博士生学术论坛，

2021.10.15-17，杭州

2021.10.17 孙托娅
分会场

报告

13
喷丸处理对 GH4169合金力

学性能和损伤演变的影响

第十八届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

会学术会议，2021.7.20-22，日

照

2021.7.21 朱旭军
海报展

示

14
喷丸时间对 7075铝合金的力

学性能和粗糙度变化规律影

响

第十八届北方七省市区力学学

会学术会议，2021.7.20-22，日

照

2021.7.21 田福政
海报展

示

15
功能梯度碳纳米管增强复合

材料层合悬臂板的鲁棒振动

控制

第18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15
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

定性学术会议，2021.5.7-9，广

州

2021.5.9 李宏洁
分会场

报告

16
ZEP-520电子束抗蚀剂微纳

观力学性能研究

第十六届全国实验力学大会暨

重大装备实验与测试技术论坛

2021.04.23-26 浙江嘉兴

2021.04.26 潘俊臣
分会场

报告

17 无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可靠性工

程分会 2021学术年会，

2021.4.24-25. 北京

2021.4.25 孙立君
无论文

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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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基于凸轮机构的负刚度装置

设计及隔振特性分析

第18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15
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

定性学术会议，2021.5.7-9，广

州

2021.5.9 邢士博
分会场

报告

19 无

第18届全国非线性振动暨第15
届全国非线性动力学和运动稳

定性学术会议，2021.5.7-9，广

州

2021.5.9 薛宁
无论文

参会

4. 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5篇

表 6 研究生代表性论文

序

号

研究生

姓名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页码，时间；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时

间

成果简介 研究生

参与情

况

1 李培兴

The size effect in adhesive
contact on a gradient
nanostructured coating

Nanotechnology,
2021,32(23)

考虑尺度效应，研

究了圆柱压头与

梯度纳米结构涂

层之间的黏附接

触。

第一作

者

2 孙托娅

Nonlocal vibration and
buckling of
two-dimensional layered
quasicrystal nanoplates
embedded in an elastic
medium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2021,
42(8):1077-1094

根据非局部理论，

得到带有弹性介

质的准晶纳米板

的频率和临界载

荷。

第一作

者

3 王燕星

Improving the Erosion
Resistance Performance of
Pisha Sandstone
Weathered Soil Using
MICP Technology

Crystals, 2021,11(9).

提出了针对富含

细粒土岩土基质

实施MICP技术的

试验方案并对处

治后效果进行了

力学性能评价。

第一作

者

4 张艳妮

A fast estimation of the
frequency property of the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oscillator

Journal of Low
Frequency Noise
Vibration and Active
Control，2021.

利用快速测验方

法来研究微机电

系统中振子的频

率特性。

第一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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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潘俊臣

Nan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ZEP-520 electron
beam resist film

Materials Today
Communications, 2021,
27：102442.

提出了一种局部

区域函数法，该方

法可以方便、准确

地获得薄膜的硬

度。

第一作

者

（四）师资队伍情况

2021年学位点新增博士生导师 5人，其中校外兼职博导 2人，分别是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强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浙江大学陈伟球教授。新

增硕士导师 5 人，退休 1人。新引进青年教师 2人，均为国内知名高校博士毕业。本

年度力学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48人，其中教授 28人，副教授 13人。截至目前，学位

点导师队伍中，有博士生导师 28人（含非本硕士点招生博导），硕士生导师 18人，此

外，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 5人，学位点导师队伍结构如表 7所示。详细情况如表 7 所

示。

2021年学位点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10余次，与国内高校浙江大学、上海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等国内高校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

表 7 学位点导师队伍结构

职
称
结
构

教授人数及比例 副教授人数及比例
讲师等其他人员及比

例
人数合计

28人 13人 7人
48人

54% 23% 23%

学
历
结
构

博士学位人数及比例 硕士学位人数及比例 本科学历人数及比例
其他学历人数

及比例

42人 5人 1人 0人

87.5% 10.4% 2% 0%

年
龄
结
构

45岁以下人数及比例 46-55岁人数及比例 56-60岁人数及比例
60岁以上人数

及比例

25人 17人 4人 2人

52.1% 35.4% 8.3% 4.2%

生
师
比
例

博士生导师数 在读博士生人数 学生人数：导师人数

28 69 2.46：1

硕士生导师数 在读硕士生人数 学生人数：导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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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1 2.43：1

表 8 2021年学位点新增教师信息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最高学位 毕业院校/专业 备注

1 吕书锋 1983.03 教授 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新增博导

2 郎风超 1978.12 教授 博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新增博导

3 张秀芬 1981.05 教授 博士 浙江大学

/机械设计及理论

新增博导

4 武强

(院士)
1959.10 教授 博士 中国地质大学

/水文地质

新增博导、

校外兼职

5 陈伟球 1969.06 教授 博士 浙江大学

/固体力学

新增博导、

校外兼职

6 斯日古楞 1981.06 副教授 博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新增硕导

7 马文赛 1989.04 讲师 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

/工程力学

新增硕导

8 孙占坤 1990.02 讲师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新增硕导

9 陈余 1985.01 讲师 博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新增硕导

10 张伟光 1983.09 讲师 博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

/固体力学

新增硕导

11 宋卫宾 1985.02 讲师 博士 北京交通大学

/工程力学

新入职

12 蔡智宇 1985.07 讲师 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新入职

（五）科学研究情况

本年度学位点教师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项，如表 9所示。2021年度，

力学学位点教师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如表 10所示。

表 9 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列表

序

号
项目来源

项 目

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 目

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起止

时间

合

同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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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混合不确定性下基于证据理论的

复杂结构高效可靠性分析方法研

究

1196
2021

李海滨
2019
08

2020
01-20
2312

43

2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硅钙渣混凝土温升调控机理研究

5176
8052

闫长旺
2017
08

2018
01-20
2112

39

3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面 上

项目

稀土准晶增强镁基纳米复合材料

力学行为研究

1207
2166

郭俊宏
2020
08

2021
01-20
2412

62

4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十次对称二维纳米准晶层状板的

力学行为研究

1186
2021

郭俊宏
2018
08

2019
01-20
2212

54

5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三维正交机织复合材料风机叶片

纳米改性机理分析及弯曲疲劳性

能研究

5176
5051

高晓平
2017
08

2018
01-20
2112

36

6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热-力-电化学耦合作用下不锈钢

基 ZrO2薄膜的耐腐蚀机理研究

1206
2020

冀国俊
2021
08

2021
01-20
2412

37

7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内蒙古中西部大温差强紫外环境

下钢结构涂层受风沙侵蚀损伤机

理研究

1186
2022

郝贠洪
2018
06

2019
01-20
2212

45

8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一些寿命分布和寿命试验截尾方

案的扩展研究

1186
1049

闫在在
2018
08

2019
01-20
2212

36

9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考虑小尺度效应的梯度纳米

结构材料薄膜粘附接触力学

行为研究

1206
2019

刘铁军
2020
09

2021
01-20
2412

37

10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FESEM制备高频正交光栅新方法

及在复合材料跨尺度力学性能测

试的应用

1176
2013

郎风超
2017.
08

2018
01-20
2112

45

11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青 年

项目

激光选区熔化Ti-6Al-4V合金残余

应力的多尺度实验研究

1200
2174

杨诗婷
2020
08

2021
01-20
2312

24

12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轴向运动悬臂阶梯结构的时变非

线性动力学理论、实验及控制研究

1186
2020

吕书锋
2018
08

2019
01-20
2212

45

表 10 2021年新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列表

序

号
项目来源

项 目

类型
项目（课题）名称

项 目

编号
负责人

立项

时间

起止

时间

合

同

经

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web/proposal/index
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web/proposal/index
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web/proposal/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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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面 上

项目

纤维缠绕增强复合材料截顶类钟

形壳非线性动力学与实验

1217
2182

吕书锋
2021
08

2022
01-20
2512

61

2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青 年

项目

机械-电-电磁耦合激励下多极主

动电磁轴承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

研究

1210
2207

马文赛
2021
08

2022
01-20
2512

24

3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冻融环境下纳米 TiO2混凝土光催

化性能及力学性能演化机理研究

1216
2025

赵燕茹

2021
08

2022
01-20
2512

38

4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多尺度髂静脉狭窄预测模型的建

立及评价方法研究

1216
2026

冯海全

2021
08

2022
01-20
2512

37

5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

地 区

项目

区域环境下温拌再生沥青混合料

混溶再生机理及细观开裂行为研

究

5216
8063

崔亚楠

2021
08

2022
01-20
2512

35

3. 科研平台、大型仪器设备

本学位点所在的力学学科为自治区级优势特色学科，固体力学为自治区重点学科。

2021年，学位点新获批先进材料和结构力学性能测试与分析自治区高等学校重点实验

室（培育），新获批校级科学研究平台 2个。目前学位点依托的重点实验室达到 8个，

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 1个，具体如表 11所示。实验室面积和部分大型仪器设备情况

如表 12-13所示。

表 11 科研支撑平台

(1) 重点学科与重点培育学科

名称 级别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固体力学重点学科 自治区级 教育厅 1994

力学-优势特色学科 自治区级 教育厅 2013

(2) 重点实验室、教学示范中心

名称 级别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机械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级 教育部 2013

先进材料和结构力学性能测试与分析自治区

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培育）
自治区级 教育厅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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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数据统计分析理论与神经网络

建模重点实验室
自治区级 科技厅 2017

土木工程结构与力学重点实验室 自治区级 科技厅 2013

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自治区级 教育厅 2006

内蒙古工业大学力学仿真与力学性能评估研

究中心
校级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8

内蒙古工业大学动力学与控制研究所 校级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1

内蒙古工业大学先进材料与结构力学性能测

试与分析实验室
校级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1

(3) 科技创新团队

名称 级别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工程结构和材料力学创新团队 自治区级 科技厅 2013

表 12 科研支撑条件与设备总值

实验室名称
实验室面

积（M2）

实验室人员配备

（人）

仪器设备台套数

（万元以上）

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力学实验室 2134 4 112 1285.23

学校测试中心 380 4 4 1614.00

总 计 2514 8 114 2899.23

表 13 主要大型科研仪器

序

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价（万元）生产厂家（国别） 购置日期

1
全信息声发射信号分析

仪、便携式远程报警声

发射监测仪

DS516C/DS92W 1 55 北京软岛公司 2021年 9月

2 电动材料显微镜 DM6M 1 45 德国徕卡公司 2021年 9月

3 全温度多用途材料测试

系统
15KN-Land
Mark370 1 238.000 MTS 有限公司

（美国）
2020-11-1

4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Talos 200X 1 870.000 美国 FEI 2017-11-1

5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SU8220 1 406.000 日立高新 2016-1-20

6 牛津能谱仪 X-act 1 38.000 英国牛津仪器科

技
2017-1-15

7 场发射投射电子显微镜 quanta 650 1 300.000 美国 FEI 20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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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TS疲劳试验机
LAND
MARK/TRPON 1 262.875 美国MTS 2015-9-10

9 高级动态热机械分析仪
EPLEXOR&REG
; 500 N 1 129.300

GABO
QUALIMETER
TESTANLAGEN

2013-12-9

10 纳米压痕仪
NANO
INDENTATION
G200

1 106.850 美国安捷伦 2013-9-10

11 电液伺服动静万能机 PWS-100A 1 72.000 济南试金集团有

限公司
2003-10-18

12 全自动应力传感器动态

测试系统
Set-YL 1 55.160 Set-YL 2015-12-18

13 半自动高端数显显微硬

度仪
AHVD-1000XY 1 21.012 上海钜晶精密仪

器制造有限公司
2015-12-18

14 LED数码光弹仪 TST-280 1 33.322 卓立特光电仪器

（苏州）有限公司
2015-12-18

15 台式数字示波器 MSOX6004A 1 19.855 深圳佳捷伦电子

仪器有限公司
2015-12-18

16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

机
WAW-1000 1 32.500 济南天辰试验机

制造有限公司
2014-3-4

17 微机控制电子拉力机 WDWT-300 1 14.200 济南天辰试验机

制造有限公司
2014-3-4

18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CSS-WAW500DL 1 29.000 长春试验机研究

所
2003-6-27

19 图像分析系统 KYKY-EM3900 1 25.453 北京中科科仪计

算技术
2003-11-4

20 金属材料表面纳米化试

验机
SNC-1 1 14.500 成都新晶格科技

有限公司
2011-4-2

21 微型电子万能试验机 CMT8502 1 13.180 深圳市新三思 2004-12-31

22 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

机
WDW-10 1 13.000 济南试验集团有

限公司
2003-10-18

4. 代表性成果、专利转化或应用等情况

2021年度，学位点教师获奖情况如表 14所示，共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40余篇，

中文核心论文近 20篇。部分代表性论文如表 15所示。

表 14 代表性获奖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以文化人,平台支撑,
模式创新,地方工科

院校实践能力培养

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姚德、李海滨、吕晓琪、

韩永全、孙鹏文、庞晶、

白杰、金燕飞

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

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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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代表性论文

序

号
成果名称

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

发表刊物/会议名称，时

间、页码

收录

情况

1
Cross-scale study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frost resistance durability
of aeolian sand concrete

白建文/赵
燕茹

Ksce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2021：1-17

SCI

2
Adaptive backstepping attitude control
for liquid-filled spacecraft without
angular velocity measurement

宋晓娟/吕
书锋

Journa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2021,34(3):04021021

SCI

3

Dynamic stability of axially moving
graphene reinforced laminated
composite plate under constant and
varied velocities

吕书锋/张
伟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21, 167:108176

SCI

4
Micro-deformation study of stainless
steel impacted by ceramic particle using
electron moire method

郎风超/邢
永明

Experimental Mechanics,
2021,61(6):1007-1015

SCI

5

An optical fiber sensing network
supporting weak optical signal detection
and a neural network method fo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刘科元/李
海滨

Journal of
Nanoelectr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2021,16(2):188-195

SCI

6
Spherical adhesion contact problem for
FGM coating-substrate system

杨帆/刘铁

军

Journal of Adhe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35(12): 1237-1262

SCI

7

Bending analysis of functionally graded
one-dimensional hexagonal
piezoelectric quasicrystal multilayered
simply supported nanoplates based on
nonlocal strain gradient theory

张丽/郭俊

宏；邢永明

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 2021, 34(2):
237-251

SCI

8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hickness-dependent hardness of sio2
thin films using nanoindentation

张伟光/李
继军

Coatings, 2021,11(1) SCI

9

Wind tunnel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tudy on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n h-type vertical axis wind turbine in
the spanwise direction

张艳锋/李
庆安；郭志

平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 2021,
30(3):758-771

SCI

10
Lump solutions for the dimensionally
reduced variable coefficient b-type
kadomtsev-petviashvili equation

张艳妮/庞
晶

Thermal Science, 2021,
25(2): 1397-1400

SCI

11

Surface effects on a mode-III reinforced
nano-elliptical hole embedded in
one-dimensional hexagonal
piezoelectric quasicrystals

赵志娜/郭
俊宏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2021,42(5):625-6
40

SCI



- 16 -

12
模拟风沙环境下混凝土防护涂层抗冲

蚀性能的研究

刘艳晨/郝
贠洪

表面技术,
2021,50(08):273-281+294
.

EI

13
基于纳米划痕的电子束光刻胶微观力

学性能研究

潘俊臣/郎
风超

表面技术,
2021,50(03):219-224+260
.

EI

14
聚丙烯纤维增强水泥复合材料抗冲蚀

性能及冲蚀机制

郝贠洪/刘
艳晨

复合材料学报,
2021,38(03):891-901.

EI

15
区域特殊环境对钢结构涂层基本力学

性能影响
郝贠洪

建筑材料学报,
2021,24(04):794-799.

EI

16
基于X-ray CT技术研究混凝土内部损

伤的研究进展

李娜/赵燕

茹

材料导报,
2021,35(21):21169-21177
.

中文

核心

17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移动机器人定位

研究

尹皓/李海

滨

机床与液压,
2021,49(09):6-10.

中文

核心

18
激光选区熔化ti-6al-4v合金纳米压痕

尺寸效应分析

田宪会/杨
诗婷

有色金属工程,
2021,11(04):19-25.

中文

核心

19
高温后混凝土初始压实阶段应力-应
变关系

王磊/赵燕

茹

硅酸盐通报,
2021,40(11):3627-3633+3
653.

中文

核心

（六）服务贡献

2021年度，学位点教师主持区内横向课题多项，与北重集团、内蒙古电力集团、

航天六院等企事业单位开展密切合作，继续为自治区行业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表16 代表性横向课题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起止时间

科研经费

（万元）

负责人姓名及专

业技术职务

1 复合材料性能测试技术服务 2021.11-2022.11 14 郎风超(教授)

2
推进剂动态测试实验

(PH2021000641)
2021.2-2021.10 11 李卓(教授)

3
高模扩压器流场仿真分析

(PH2021000640)
2021.9-2021.12 10 李卓(教授)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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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学位点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意识形

态工作巡察。立足专业特点，紧密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开展学生思想动态调查、学生

思想状况分析、特殊群体摸底掌握，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措

施有：

1. 力学学位点依托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力学与物理学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每周四集

中例行学习，每周四集中例行学习，其余时间自主学习，并不定期开展党日活动，切

实增强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方向。支部集中专题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好

民族团结之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支部意识

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抓好学习宣传教育，严格阵地管理，实行“一事一报”制度，增强

掌控能力。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常态化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巡察。立足专业

特点，紧密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学位点开展学生思想动态调查、学生思想状况分析、

特殊群体摸底掌握，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2.学院建立科研主管、科研秘书、学位点负责人及专职辅导员的三级管理体系，配

兼职辅导员 2名。设置“接诉即办”专岗，专人负责解决研究生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类

问题，以上诸多有效措施获得广大研究生一致认可，满意度调查较高。

3.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筑牢意识形态阵地，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学生意识形态管理工作机制。认真贯彻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民族问

题的重要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组织生活会、主题班会、课题组研讨

会、专家讲课及“学习强国”APP等，全面提升学位点学生的四个自信。

（二）研究生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1. 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目标，树立全员育人、全员思政的理念，打造兼具

学术素养与政治素养的思政队伍。将立德树人思想融入到教师的教学全过程，将“三全

育人”贯穿到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切实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并形成行之有效的机制。

2.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有：学位公共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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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学时；公共选修课《自然辩证法概论》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各16学

时。

3.以科学兴趣驱动学习、重视对学生“双基”的教育，推进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有机

融合。通过开设《弹性力学》、《计算固体力学》等基础课程，结合习总书记提出的“四

个面向”，展现力学在国家重大需求中的关键作用，激发学生的使命担当。同时，融合

日常生活加深学生对力学原理广泛性、趣味性的理解，驱动科学兴趣学习。开展力学

课程的思政教学，引入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等科学家的励志人生，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三）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

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是整个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今本学位点

研究生校园文化的现状，立足于研究生全面发展，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全面推进

研究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培养新时代综合人才。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做简要报告：

1. 研究生学风制度举措

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和导师学术行为规范实施办法》、《内蒙古工

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加强学位论文过程管

理的指导意见》、《内蒙古工业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等文件，进一

步明确和加强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内容与要求，健全培养体系，完善监督制度。

本学位点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对德育工作的思想引领作用，加强指导，通过学

院研究生分会和研究生支部指导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展开，把握活动的政治方向和教

育主题，例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活动。另外，学位点把研究生学术

道德教育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进行宣传；通过论文报告会、主题班会等定期开展

研究生学术道德主题教育活动。这些措施对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氛围，促进

学术诚信，倡导科学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年度本学位点导师和研究生无任何师德师风及学术不端问题。

2. 研究生社会服务情况

本学位点组织师生志愿者团队依托理学院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实践科普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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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深入新城区青山小学、呼哈路小学、内蒙古科技馆等开展科普宣传和教育帮扶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也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

能力。

3.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按照《内蒙古工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预警五级网络建设管理办法》要求，学院

心理辅导站站长、副站长、辅导站成员、各班班主任组和导师的积极参与，通力合作，

完成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信息动态化管理等系列工作。此外，“新

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以及“3・25 心理健康宣传周活动”已成为学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常规性工作，较好地关注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另外，通过开展歌唱比赛、

知识竞赛、趣味运动会、棋牌比赛等健康向上、愉悦身心的活动，吸引大部分研究生

参加，丰富研究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活动应立足于研究生身心全面发展，提升研究生

的综合素质，全面推进研究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对研究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

（四）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理学院的研究生规模较大，配有专、兼职人员 2名管理和服务研究生，建立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管理与培养管理的有效联动机制。使研究生的教育、培养、

管理在内容、形式和不同层面上立体覆盖。构建以学生为本，将“教育、管理、服务、

发展”融为一体的发展型工作模式，以保证研究生管理工作做到科学、有序、高效。

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遵循法制原则将权益保障制度精细化，进而得到有效实施，

完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并使研究生的各项权益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也使得研究

生的学习生涯能够更为顺利的进行。坚持民主性原则，让研究生对研究生权益保障制

度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充分调动研究生的主体能动性，

并鼓励他们自愿参与到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化建设中，进而保障他们自由全面的发展。

加强研究生对权益保障制度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有助于制度的顺利实

施。

学习生活满意度是一种对生活学习的感受或态度，反应了学生在学期间希望达到

的满意程度。根据调查情况，大部分学生对课程的安排满意并积极主动去学习，大部

分学生对奖学金的评定上分不同等级是满意的，学生对导师的品行、科研能力以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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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指导方式和态度绝大部分学生的满意度较高。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

1.科学完善课程体系

学位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编写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和《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课

程设置规定》、《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

究生课程安排与调整暂行规定》等条例，进一步完善学位点主干方向的课程体系。赋

予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案、培养过程设计和毕业考核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充分调动

导师积极开设选修课程，增加课程体系的多样性，丰富本学科研究生的学习维度。

2.大力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本年度积极开展教改研究，针对公共课，如弹性力学等，建立教学团队，研究教

学内容和教学规律，积极组织教学改革活动；专业课和选修课采用教学与研讨的方式，

加强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近几年根据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情况，结合本学位点

培养质量要求，精心组织专业基础课教学，使学生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根据

课程性质大力推进课程教学方式的改进，提高教学质量。为了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思维

和创新意识，优化专业课教学内容，将相关科研课题前沿研究动态引入到课堂教学中；

为了培养学生探究式学习能力，采取讨论式、任务式、演示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

式，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二）导师选拔培训与师德师风建设方面

根据《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校外兼

职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和《内蒙古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评定与管

理办法》来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并针对本力学学位点作一定的调整。对

达到招生条件的老师，尽快吸纳，而对达不到要求的导师，停止招收研究生，做到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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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遴选中有进有退，有上有下，评聘分离。在遴选条件中，坚持学术标准，坚持对科

研水平及其成果的要求。实施导师数量控制，不盲目扩张导师队伍。

导师将学术道德和思想道德贯穿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以身作则，不盲目追求

论文数量，抵制学术不端。对学生研究的成果严格把关，避免学术造假。研一期间以

基础教学为主，导师应定期过问学习及生活情况。在研二到研三课题工作期间，对学

生的研究进度进行跟踪，定期指导，并有义务解决学生生活上的困难，必要时向研究

生学院反映。关心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结合就业指导办公室，给予学生就业或进一步

深造的指导。

贯彻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着力推

动师德建设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学位点严格落

实学院制定的师德师风建设方案，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等师德师风主题教育

活动。通过党员带头“学、说、做、改”等活动形式，进一步加强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健全教师理论

学习制度，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学习。

持续做好日常宣传教育，坚持思想铸魂、价值导向和党建引领。学位点对学习内

容、形式、考核等做出明确要求；明确、细化师德修养和教学纪律规范；通过组织新

教师或新导师入职宣誓、专题报告、师德座谈会等活动，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不

断完善包括新导师岗前培训、辅导员培训、各类专题培训等在内的师德教育培训体系，

开设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专题

课程。将日常教育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点，通过课堂育德、典型树德、规则立德，

将教师的师德涵养与教育教学工作、立德树人实践结合，在育人实践中锤炼高尚道德

情操。

不断完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把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评优奖

励的首要要求，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严把教师聘用政治关、道德关和业务关，将

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作为首要考察内容，确保聘用的每一位导师政治合格、业务

精良。将师德师风要求融入导师管理各环节。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做在日常、严在日

常，在导师的聘任、考核评价、日常监督与违规惩处等方面，严格师德师风要求，突

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 22 -

（三）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方面

为规范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管理，进一步调动研究生自觉参加学术活动的积极性，

追踪科学前沿，拓宽知识面，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展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促进

学科的交叉与渗透，活跃学术气氛，学位点根据《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

动基本要求》，将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和专业实践列入了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

此外，学位点采取的其它举措：一是在新修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

中，明确了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质”和“量”。二是在各级奖助学金评定体系中明

确规定了涉及加分内容，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所做的大会报告、参会论文等，

以资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三是鼓励承办或协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学院和学位点

为会议的举办提供支持。四是定期邀请院士、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外聘导师来校进

行讲学、讲座，以此来增加学位点与外校的科研交流与合作，开拓我校在读研究生的

学术视野。五是落实《内蒙古工业大学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管理办法》，制

定了《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资助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实施细则》，为研究生参

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提供资金资助。学位点在招生资格认定和考核时，要求每位硕士生

导师在账经费不低于 3 万元，博士生导师在账经费不低于 30 万元；同时按照硕士生

1500/年/生、博士生 4500/年/生的标准发放研究生业务费，以保障研究生开展科研训练。

（四）研究生奖助方面

贯彻落实学校《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

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办法》、《内

蒙古工业大学张晨鼎教授奖励基金管理条例》、《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业成

绩考核指标体系》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学院和

学位点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办法并且定期修订《内蒙古工业大学理学院研究生奖学

金评审办法》，突出奖助金评审办法的导向作用。奖助体系详细构成如表 16所示。

表 17 研究生奖助体系构成

奖 助

体 系

构 成

设置目的 奖助标准
覆 盖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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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奖 学

金

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促进研

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

博士研究生标准为每生每年 3 万

元；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

年 2 万元。

3.7%

自 治

区 奖

学金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提高

研究生待遇水平。

博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每生

每年 1 万元

3.9%

学 业

奖 学

金

发展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促进研

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鼓励更多的研究生在学业、

科研、社会公益等方面取得优异成

绩。

一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10000 元/

生·年，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20%；二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8000

元/生·年，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

的 30%；三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6000

元/生，奖励比例为参评人数的

50%。

100%

国 家

助 学

金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

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在全面实行

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情况下更好

地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博

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2000 元，硕士

研究生每生每年 8000 元。

100%

研 究

生 专

项 奖

学金

旨在促进学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

展，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博士、硕

士研究生。

张晨鼎奖学金一等 2000，二等

1500。
择优

助 研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进一

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中的积极性，提高研究生综合

素质。

助研岗位津贴的经费来源为导师

或课题组的科研经费；助研岗位津

贴的指导标准：博士研究生 300 元

/月·生，硕士研究生不低于 100 元

/月·生；助研津贴可按月支付或

按年度支付给研究生。

择优

助 管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进一

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中的积极性，提高研究生综合

素质。

1.研究生助管岗位津贴由学校统

一发放，执行当年学校标准。2.研

究生助管岗位津贴每学期按 5个月

发放。每月由研究生工作部将津贴

报表送达计财处，由计财处分发至

受聘研究生个人账户。

择优

助 教

岗位

提高我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进一

步发挥研究生在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中的积极性，提高研究生综合

素质。

按学校当年制定的标准执行 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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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保证方面

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

生学位申请及授予基本要求》、《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内蒙古

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

施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复制比检测实施办法》等文件，对研究生论文的质量评定等工作进行了严格的

规范。

学位点制定了配套的实施细则，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一是通过扩大招生宣传提

高一志愿录取率，通过探索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落实《力学学科硕博连读申请考核

实施细则》保障生源质量。二是通过规范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及学位论文的写

作格式标准；通过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强化了培养全程监控、建立

了分流淘汰机制等措施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培养全过程监控。三是通过创新质量监

控和督导机制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培养全过程监控。线下常态化进行师生意见征求，

线上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与学生网上评教，形成网格化质量监控机制；开展常规与专

项检查、线上与线下检查、全面和个别抽查有机结合，建立定期听课巡视制度，形成

全方位教育教学督导机制。将监控督导信息快速准确地反馈到教师个人、学科、学院

或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期限，定期跟进复查。四是实施博士提交答辩申请前的预答辩

机制，组织专家对拟申请答辩的博士研究生进行初审，严把论文质量关；实行抽取部

分硕士论文盲审、全部博士论文盲审和导师首次指导学生论文盲审制度，结合优秀博

硕士毕业论文奖励制度保障毕业论文质量。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及创新做法

1. 人才培养方面

(1) 近两年，学位点尝试与国内名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制度。目前已有

2名博士研究生和 2名硕士研究生与校外单位联合培养。

(2) 研讨是否有条件施行“校内保研直升制度”，暨成绩优异的力学相关专业本科生，

如果立志攻读本校力学专业硕士学位或硕博连读，实行免试直升制度，这样可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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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招生的数量和质量。

2. 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方面

(1) 创新质量监控和督导机制。线下常态化进行师生意见征求，线上定期开展满意

度调查与学生网上评教，校院两级分管领导、学部委员、督导组老师、研究生辅导员

定期听课巡视，形成网格化质量监控机制；开展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线上检查与线

下检查、全面检查和个别抽查有机结合，形成全方位教育教学督导机制。并将监控督

导信息快速准确地反馈到教师个人、学科学院或相关部门，明确整改期限，定期跟进

复查；定期召开督导专家信息反馈会和分管院长监控信息通报会，定期编印《研究生

教学督导简报》，多种方式及时通报研究生教学监控督导信息。

(2) 科学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我校力学学位点有一定比例的生源毕业于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等相近学科，力学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因此学位点参考全国力学研究生教指

委发布的“力学一级学科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逐步完善学位点主干方向的课程资源。

近年来，学位点先后通过成立研究生教学团队、申报研究生教改项目和核心课程等方

式改善学位点课程资源，同时调动导师积极开设研究生专业课程，增加博、硕研究生

课程的系统性和多样性；对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新线上线下互动的启发式、

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的混合式教学新模式，着力提高新形势、新阶段、新特征下

力学课程教学质量，多维度有机配合达到研究生个性化培养的目的。

(3) 实施导师资格定期考核制度。严格按照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力学硕士学位授权

点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细则”认定博、硕士生导师资格；限制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名额数

量，保障研究培养质量；结合近三年的科研成果、学术贡献和研究生培养情况，实行

不合格导师退出机制。

(4) 注重研究生培养质量。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制定了力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成果创新性要求文件，明确了力学博、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时需满足的条件，从

论文、专利、参加学术会议、承担研究生创新项目等多角度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

五、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数量没有突破。

2. 学位点的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一流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等指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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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突破。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申报培训、为导师提供良好的科

研环境等措施，切实提高国家基金面上项目获批率。

2. 继续鼓励学位点教师通过积极申报研究生教改项目、核心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

课程项目等方式改善学位点课程资源，利用 3-5年的时间形成 1-2门课程的优秀教学团

队，打造核心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为冲击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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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生校园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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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学位点导师和研究生无任何师德师风及学术不端问题。
	3.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

	（四）研究生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学习生活满意度是一种对生活学习的感受或态度，反应了学生在学期间希望达到的满意程度。根据调查情况，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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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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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将学术道德和思想道德贯穿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以身作则，不盲目追求论文数量，抵制学术不端。对学生
	不断完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把师德表现作为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评优奖励的首要要求，实行师德“一票否

	（三）学术训练与学术交流方面
	（四）研究生奖助方面
	贯彻落实学校《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自治区奖学金评审办法》
	表17  研究生奖助体系构成

	（五）质量保证方面
	学位点执行《内蒙古工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内蒙古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学位申请及授予基本要求》、
	学位点制定了配套的实施细则，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一是通过扩大招生宣传提高一志愿录取率，通过探索硕博一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及创新做法
	2. 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方面
	(1) 创新质量监控和督导机制。线下常态化进行师生意见征求，线上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与学生网上评教，校
	(2) 科学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我校力学学位点有一定比例的生源毕业于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相近学科，力学
	(3) 实施导师资格定期考核制度。严格按照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力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导师招生资格认定细则”
	(4) 注重研究生培养质量。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制定了力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成果创新性要求文件，

	五、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国家基金面上项目数量没有突破。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申报培训、为导师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等措施，切实提高国家
	2. 继续鼓励学位点教师通过积极申报研究生教改项目、核心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等方式改善学位点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