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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专业简介 

一、概况 

本学科秉持学校“校市相融、校企合作”的办学特色，立足服务地方区

域经济发展需求，在开展相关控制研究基础上，重点开展控制理论和关键

控制技术的应用研究，使本学科成为国内具有一定特色和影响、整体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部分研究方向达到或接近国内领先水平的广西特色优势重

点学科，获得博士授权点，并能培养出高质量的、高层次控制类应用型技

术人才。 

本学科为我校博士授权点建设支撑学科，其中“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二级学科为广西重点学科，并获广西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学科将

广西经济发展中信息化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需求相结合，在智能控

制算法和智能检测技术及其应用、机器视觉系统及图像处理技术、自动化

装置的设计研发和技术改造等方面开展工作，取得较好成果，对地方经济

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智力作用，并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目前，

本学科形成如下 4个稳定的学科方向。 

（一）在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承担智能控制算法及应用、新能源汽车

控制技术，机器人控制等研究领域项目 20余项（国家基金 5 项）。在新型

智能控制理论及技术应用于多缸电液系统、无人机飞控系统、汽车主动底

盘系统、多智能体编队、机械臂容错，以及新能源汽车 DC-DC变换器与电

机驱动系统控制等方面，均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较好成果。 

（二）在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承担项目 30 余项，主要研究领域为

智能检测技术、企业自动化装置及信息化。长期开展广西及柳州机电、汽

车、轨道交通等行业自动化生产装备和测控装置的研发工作，如对轨道机

车轮毂润滑监控系统等进行研制，对拖拉机便携式检测设备、无人机桥梁

病害智能检测系统等进行研发，均取得较好成果，获广西科学技术奖三等

奖 1 项，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2 
 

（三）系统工程：系统地建立随机分布参数系统的迭代学习控制理论框

架，为某些具有随机分布特点的工业过程或系统提供有效的学习控制策略；

对工程中的马尔可夫过程建模，探索决策过程中的控制方法；对复杂网络

进行动力学建模与分析，研究复杂网络传播源定位的理论方法；时滞系统

分析与控制，智慧医疗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

项，获得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 

（四）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主要包括机器视觉系统，图像处理技术，

圆形目标检测技术研究领域。在工业视频监控、农业机器人、人类运动、

车载视频等视觉系统所涉及的轮廓检测、模式识别，图像盲去模糊、分形

小波自适应图像去噪，去马赛克的鲁棒自适应稀疏表示方法，利用复杂函

数型数据和高维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并应用于相关系统预测，复杂场景圆形

项目检测方法等方面均开展了较深入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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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控制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控

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具备独立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

和较强的工程应用能力、品学兼优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体现“注重理论与

应用、兼顾能力和发展”的特点。要求毕业生具有：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

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实事求是、

严谨务实、团结协作的科学作风。 

（二）具备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

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具备独立从事控制科学研究或控制工程

技术开发及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能够在教学、科研、产品研

发和管理等部门工作。掌握一门外国语，应能运用该门外国语熟练地阅读

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并能使用该门外国语准确地书面表达研究论文的内容。 

（三）身体健康，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具有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优良品质和必要的劳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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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 

（一）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二）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三）系统工程 

（四）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四、培养方式 

（一）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 

（二）采用与企业合作、科教协同、产学结合培养创新人才模式；充分

发挥导师组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采用讲授、讨论、专题报告和实验等多种形

式，提倡研究性教学方式，重视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四）通过开展文化、学术、体育和社会公益活动等，增进研究生身心

健康，提高人文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 

五、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补修课三类。公共学位课 3 门，6 学分；

基础学位课 3 门，6学分；专业学位课 2 门，4 学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8 学

分；补修课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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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009A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36 2 

010A001 英语 48 3 

000A001 学术道德与科技论文写作 16 1 

基 

础 

课 

002B001 矩阵理论 32 2 

002B002 随机过程 32 2 

002B003 线性系统理论 32 2 

专 

业 

课 

002C001 最优控制 32 2 

002C002 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 32 2 

002C003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32 2 

002C004 现代信号处理 32 2 

002C005 现代检测与过程控制技术 32 2 

002C006 系统工程导论 32 2 

非 

学 

位 

课 

002D001 DSP原理及应用 32 2 

002D002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002D003 电子系统制作 32 2 

002D004 离散控制系统 32 2 

002D005 学科前沿专题 32 2 

002D006 非线性系统理论 32 2 

002D007 仪表智能化技术 32 2 

002D008 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系统 16 1 

002D009 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002D010 模式识别 32 2 

002D011 图论及其应用 32 2 

002D012 机器人控制技术 32 2 

002D013 汽车电子与车载网络 32 2 

002D014 现代电源控制技术 32 2 

002D015 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32 2 

002D016 Ansys软件仿真 16 1 

002D017 学习控制 32 2 

002D018 视觉神经信息学 32 2 

002D019 创新创业基础 16 1 

006D002 自然辨证法概论 18 1 

000E001 研究生人文素质理论 16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