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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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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机与电器学科  

电机学科创建于1920年，是我国首批博士点，浙江省重点扶植学科。本学科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6项，其中电机双水内冷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已正式出版专著与教材30部；发表论文450篇，其中在IEEE及其它国际学术刊物或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有150篇；已正式出版专著与教材30部。1994年以来，荣获国家

及省（部）级奖励共8项；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论文共20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近20部。近年来，已鉴定的科研成果35项，已授权的专利20项。 

本学科点现有教授11名（其中博士导师9名）、副教授11名，高级工程师3名，讲师、工程师、实验师9名。其中年青人（40岁以下）在中、高级职务中占了近一半，有

1/3曾去美、英、德、法、俄等国家进修学习或工作。本学科共培养电机及控制专业技术人才3000余名，1994年以来每年培养本科生50-80名/年，硕士生10-20人/年，博士

生20余人，博士后近10人。目前，本专业有学生近300人，研究生50多名。 

目前，本学科在电机控制与机电一体化技术、航天电气与微特电机技术、计算机辅助电机的设计、制造、检测、管理技术、直线电机及其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居国内

领先水平，部分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研究方向  

电机控制与节能及机电一体化；微特电机及其噪声控制；大电机设计及电机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电气控制与人工智能应用；电气装备检测与故障诊断。 

 

主干课程 

电气装备的计算机辅助分析；近代电磁场理论；电气装备的暂态分析；交流电机调速理论；电气伺服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变流器的设计与应用；电气装备与系统；电机

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 

 

指导教师 

教授：赵荣祥（博导），黄进（博导），诸自强（博导），郭吉丰（博导），潘再平，  

叶云岳（博导），祝长生（博导），沈建新(博导），方攸同（博导），吴建华， 

陈阳生（博导） 

副教授：陈敏祥，李兴根，马钧华，史涔溦，章  玮，卢琴芬， 

        杨家强，孙  丹，年  珩，金孟加，邱建琪 

研究员：卢慧芬 

高级工程师：张爱国 唐益民 

 

2、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 

浙江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创建于1952年，是首批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单位，设有博士后流动站。1988年被评为本学科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其归属的电气工程

一级学科1996年被授予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本学科再一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本学科设立电力系统自动化和电力经济及信息化两个研究所，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名，本学科有教授9名，博士导师7名，副教授8

名。 

本学科点的"交、直流电力系统建模、分析和控制的理论及方法的研究"获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由于在我国第一条（舟山）直流输电工程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

曾获国务院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成果一等奖、国家计委、科委等单位的集体荣誉证书和机电部特等奖的表彰。本学科发表的论文被SCI、EI 和ISTP收录的有105篇。本学科共

培养本科生约3000名，硕士研究生200余名，博士研究生30名。 

本学科在交、直流电力系统建模、分析和控制的理论及方法的研究、直流输电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研究以及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研究等领

域具有特色和优势。 

主要研究方向 

电力系统运行和控制理论；电力系统智能控制；电力经济和电力市场；直流输电与交流灵活输电；微机继电保护；电力系统计算机监控；配电网自动化；电力系统电力

电子技术，电力系统规划。 

 

主干课程 



电力系统稳定性分析； 现代控制理论；电力系统的运行与控制； 计算机继电保护原理；直流输电原理；人工智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电力系统规划；柔性输电交

流系统；电力系统电磁XX数字仿真；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指导教师 

教授：韩祯祥（院士，博导），徐  政（博导），文福拴（博导），黄民翔，江道灼(博导）， 

何奔腾（博导），甘德强（博导），周浩（博导），郭创新（博导），江全元（博导） 

副教授：方鸽飞，王建全，徐习东，赵  舫，吴  浩，郭瑞鹏，杨  莉，王慧芳，辛焕海，汪 震 

高级工程师：王康元 

 

3、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科  

电力电子技术学科是我国首批设立的重点学科，设有首批博士学位（1981年）和硕士学位（1981年）授予点和电工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建有电力电子技术国家专

业实验室和电力电子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被列为国家"211"工程浙江大学重点建设学科群及浙江省重点学科。98年来，本学科共荣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共17项。

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论文共400余篇，其中SCI和EI收录70篇，ISTP收录14篇。出版著作教材4部。本学科负责组织了94年第一届电力电子及运动控制国际会

议，97年11月在浙大主持承办了第二届电力电子及运动控制国际会议，协办了2000年第三届电力电子及运动控制国际会议。 

本学科现有41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人，正高职11人(博士生导师8人)，副高职6人；40岁以下高职6人，具有博士学位16人，

硕士学位13人。有多位教授在IEEE、IEE、EPE、全国石化工业电气委员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力电子学会、中国电源学会、浙江省电机动力学会、浙江省电源学会等国

内外著名学术团体任职。近三年来，本学科共培养本科生620名，硕士生243名，博士生112名，博士后1名，外国留学生2名。 

本学科点十几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同行中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特别在大功率中、高频谐振变换器、高频开关电源拓扑和软开关技术、谐波治理及电磁兼容

方面的研究水平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本学科点在国际同行中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本学科与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许多国际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已建立了初步的，多渠

道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 

 

主要研究方向 

    功率变换技术及应用；电力电子系统技术；电力电子器件、组件、模块及其应用相关技术。 

 

主干课程 

    现代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技术；电力电子数字控制与离散信号处理技术；现代电力电子器件；电力电子系统电磁兼容设计基础；电力电子电路和系统的计算机仿真；现

代功率无源元件应用技术；特种电源专论等。 

 

指导教师 

教授： 汪槱生(院士,博导)，盛 况（博导），钱照明(博导)，徐德鸿(博导)，何湘宁(博导)，吕征宇(博导)， 

       马伟民(博导)，彭方正(博导)，陈国柱(博导),陈辉明，马 皓（博导） 

副教授：邓 焰，石健将，张军明，胡长生，王正仕，陈 敏（大），杜 丽，姚文熙，李武华，吴新科，陈恒林 

高级工程师：汤建新，俞勇祥 

 

4、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于1981年在国内首批建立理论电工硕士点，1996年起获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博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今年来获国家、部、省级科技成果共6项，发

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34篇为SCI、EI所检索，编著教材14部，获专利6项。学科实体建于电气工程学院所属电工电子新技术研究所与电工电子基础教学中心，下设一个

电工电子新技术研究所。 

     本学科现有教授3人，副教授8人，高级工程师2人，讲师、工程师9人；具有博士学位的3人，硕士学位的12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占70%以上。94年以来，本学

科培养博士研究生3名，硕士研究生30名。 

 

主要研究方向 

电磁装置中综合物理场效应与电磁参数研究的计算机仿真技术；电动车技术的应用研究；电磁兼容技术；电气控制技术；强磁场和磁悬浮技术的应用研究；电磁测量技

术；生物电磁场仿真研究。 

 

主干课程  

网络理论；电磁场原理；电工电子学；电路原理；信号与系统；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电磁场数值分析；电气测量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等。   

 

指导教师 

教  授: 杨仕友（博导），姚缨缨（博导），陈隆道（博导） 

副教授:  范承志，孙  盾，童  梅，陈忠根，贾爱民，林 平，祁才君，阮秉涛，沈 红，张德华 

 姜国均，藩丽萍，王玉芬，应群民，张伯尧，李玉玲，孙 晖，毕建权 

高级工程师：樊伟敏，汤巍松，楼珍丽，傅晓程 



 

5、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学科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在原来工业自动化、控制理论及应用硕士点和电力传动及其自动化博士点的基础上调整组建而成，是国

家重点学科之一。 

该学科历史悠久，教学科研设施完备，学术队伍力量雄厚，现有教授1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0人）、副教授9人。其中45岁以下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2人。具有高

水平的从本科到博士的宽口径、复合型高级人才培养体系。 

多年来，该学科在智能系统及综合集成自动化、复杂非线性系统的建模和控制、不确定性系统的智能决策和控制、智能控制及连续生产过程自动化、楼宇自动化、电

力传动及其自动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产业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体系。近五年来，获省部级以上奖 8项，其中国家级奖 1项；获省部

级以上教学（材）成果奖3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SCI、EI收录30多篇。出版著作教材8部。承担科研项目200项，科研经费达1400多万元。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防预研项目、国家产业化创新基金、浙江省重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31项。 

"十五"期间，该学科将开展有关学科领域关键理论问题的应用技术的研究，主要有：基于知识的规划系统、分布式智能系统以及CAD/CAM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

究；非线性、混杂系统的鲁棒/自适应控制的研究；模糊控制、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控制理论以及复杂连续生产过程的建模、控制与管控一体化系统的研究；图像远程传

输、智能监控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究，包括综合布线、水、气、电集中抄表系统、消防、暖通系统；多电机协同工作的电力传动系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数控机床、轧

钢、印刷、装配车间物流等系统的位置、速度及其张力的协同控制。注重培养和建立一支过得硬的学术研究团队，使学科的整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迈向国际一流。 

 

主要研究方向 

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非线性系统理论；智能控制和智能系统；先进控制技术和工程；工程系统的控制管理一体化。 

 

主干课程 

计算机实时控制；系统辨识；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最优控制线性多变量系统；自适应控制；微处理器应用系统设计；分布式计算机控制及工业网络基础；现代交流调

速控制系统；系统工程与运筹学；机器人控制。 

 

指导老师 

教 授：朱善安（博导），颜钢锋（博导），韦  巍（博导），叶旭东（博导），刘妹琴（博导），许  力（博导）， 

       汪雄海（博导），颜文俊（博导），张森林，林志赟，齐冬莲 

副教授： 孙志峰，姚  维，历小润，何  衍，包哲静，项 基，樊 臻，彭勇刚，林  峰，孟 濬 

高级工程师：高  健 

 

6、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学科 

浙江大学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学科目前从属于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从1996年起由电工一级学科覆盖为硕士点和博士点。本学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

着高电压与绝缘技术方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本学科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4名，目前在读硕士研究生5名；承担国家、省（部）级纵向科研与横向主要科研项目共13项；荣获

国家、省（部）级奖励3项；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国际会议的论文20余篇；出版教材5部。 

本学科点现有副教授2名。 

本学科点曾承担并完成了HVDC系统过电压若干问题的研究、直流输电接地极技术研究、高海拔的电晕特性、利用Pockel效应测量电场、杭州市配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

论证、GIS变电所的防雷保护研究、电机绝缘用环氧粉云母带电性能测试等科研项目的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 

电力系统过电压与绝缘配合、电力系统电磁暂态数字仿真技术、直流输电中的高电压技术、信息系统的防雷保护、电介质理论及其应用、电气功能材料和绝缘测试技

术。 

 

主干课程 

高电压工程 

 

指导教师  

教  授：周浩 

副教授：王玉芬 

 

7、  电路与系统学科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产业的基础，本学科紧紧围绕集成电路设计这一重点展开，学科的发展宗旨是研发先进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及其设计工具，并为我国正在起飞

的集成电路产业培养急需的高级工程型研究人才。具体研发课题以七校联合国际SOC研究中心、浙江大学SOC交叉研究中心的工作任务为主进行。 

 

主要研究方向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与系统芯片(SOC)的设计;系统芯片(SOC)设计方法学研究和相应EDA工具的研究与实现。 

 



主干课程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导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自动化、模拟与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计算机体系结构及其VLSI实现、IC设计的CAD流程等。 

 

指导教师 

教授：  严晓浪（博导），何乐年（博导），谭年熊（博导），吴晓波（博导），沈海斌 

副教授：竺红卫，史峥，王维维，罗小华，张培勇，丁 勇，虞小鹏，赵梦恋 

 

8、    系统分析与集成学科 

系统分析与集成学科点是新浙江大学成立以来建立的首批新兴交叉学科之一，本学科点于2000年在原有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基础上建立。它也是全国8个硕士点之一。 

该学科在高起点、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中，积聚和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年富力强、学术水平较高、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队伍。现有教授11名（博士生指导

教师10名）、副教授9人，其中45岁以下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2人。 

多年来，该学科在非线性系统的分析和控制、不确定性系统的智能决策和控制、复杂大系统的建模和仿真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应用基础研究和示范性应用

研究为主体、产业化研究相呼应的产学研一条龙研究体系。近五年来，获省部级以上奖 8余项，其中国家级奖 1项；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材）成果奖3项，其中国家级1项。

发表学术论文226篇、其中SCI 收录12篇、EI收录26篇。出版著作教材8部。承担科研项目222项，科研经费达1460万元。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攻关项目、国防预

研项目、浙江省重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31项。 

"十五"期间，该学科将开展系统科学领域关键问题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建立一支特色明显、素质优秀、结构合理、团结拼搏、经验丰富的年轻学术骨干队伍，使学科的

整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迈向国际一流。 

主要研究方向 

非线性系统分析 ；智能系统理论；复杂大系统理论及应用。 

 

主干课程 

智能控制和智能系统、非线性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及应用、 模式识别和决策支持系统、分布式系统和网络技术。    

 

 

 

指导老师 

教 授：朱善安（博导），颜钢锋（博导），韦 巍（博导），叶旭东（博导），刘妹琴（博导），许 力（博导）， 

       汪雄海（博导），颜文俊（博导），张森林，林志赟，齐冬莲 

副教授： 孙志峰，姚 维，历小润，何  衍，包哲静，项 基，樊 臻，彭勇刚，林 峰，孟 濬 

高级工程师：高 健 

更新于2009/03/09  

访问次数：1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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