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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建设基础 

（一）产业背景与人才需求 

1．产业背景 

机电技术是现代工业领域不可缺少的主要技术之一。近年来在国家产业政策

的支持下，企业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装备更新，设备维修和管理已经成为

企业安全、经济、稳定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企业需要掌握机、电、液和控

制技术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对机电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检测、维修和管理。《山

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中国制

造 2025’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向智能

制造、协同制造、绿色制造和增材制造方向发展。”2017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广。积极培

育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工业设计，推广个性化定制、装配式建筑等新业态新模

式”。2018 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深入落实《<中国制造 2025>山

东省行动纲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努力打造质量效

益好、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高、安全环保节能的山东现代工业。”2018 年 2月

13日，省政府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根据规划内容，

预计到 202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57%以上，万人机器

人数量达到 200台以上，全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国内领先。智能制造是

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是加快全省工业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要举措之一。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淄博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中

提出：2018 年，淄博市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

程为统领，以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为突破口，突出以“四新”促“四化”，扎实

做好“高、新、轻、绿”四篇文章，着力构筑“753”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淄博

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步伐。大力推进制造业与大数据、互联网、人

工智能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设 10 家智慧工厂和 100 个智能车间，积极争创“中

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 

在上述趋势下，未来几年我国智能制造行业将保持 11%左右的年均复合增

速，到 2023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2.81 万亿元，行业增长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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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需求分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

提到：2020 年技能劳动者需求将分别比 2015 年增加近 3290 万人，其中高技能

人才需求将增加约 990 万人。到 2020 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 1.4 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 3900 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8%左右。智能制造

所需的专业知识分散在高职不同的专业中，培养适应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的复合型

人才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产业转型升级还对不同工作岗位人才岗位能力

要求有所变化。根据《中国制造 2025》规划给出的相关政策，规划中明确了技

术改造的时间表，2017 年迎来了大范围的设备改造，制造类规模生产企业有一

半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既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熟练的动手操

作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能力。 

（二）学院建设背景 

按照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

校办学定位，调整学校的专业布局，实行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对专业实行 A、B、

C三类管理，重点扶持紧密对接区域支柱产业发展需求、有良好办学效益的 A类

专业，并将其培育成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品牌专业；逐步撤、并、转部分社会

需求低、招生就业效益差的 C类专业，瞄准智能制造和节能环保新技术，做强机

电、化工类专业。加大相近专业的资源整合力度，科学、合理规划专业群。围绕

淄博市重点发展产业，科学规划专业群，重点建设创意设计、电子商务、通信技

术和智能制造 4个专业群。大力培植与行业产业结合紧密、竞争力强的专业，逐

步形成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具有较强内生力和拓展力的专业体系。

“十三五”期间，招生专业保持在 30 个以内。其中，新设置专业重点瞄准社会

人才需求和区域特色产业，全校每年新设专业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2个。 

（三）建设基础  

1．专业群建设基础 

学院 1996年建设机电技术及应用专业，2009年建设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

2010 年建设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现有在校生 780 余人。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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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能制造专业群在校企合作、教学条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了

明显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做强机电类专业，

重点建设智能制造专业群，为专业群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和条件基础。 

专业群现有专任教师 46人，兼职教师 23人。专任教师中，在读博士 2人，

占比 4.3%；硕士 39 人，占比 84.8%；高级职称 7人，占比 15.2%；讲师 32人，

占比 69.6%；技师以上 17 人，占比 37%；双师素质教师 33 人，占比 71.7%。近

几年专业教师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 篇，其他教科研论文 80 余篇，主编

参编著作教材 10余部，主持省级以上课题 7项。 

经过多年建设，专业群成果丰硕，建成山东省精品课程 1门，获得省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 2项，山东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先进案例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 项。学生获得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省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赛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0 余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3项，大学生科技社团和大学生测绘建模社团被评为山东

省大学生优秀社团。 

2．牵头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关系 

智能制造专业群目前包括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械设计

与制造和工业机器人技术 4个专业，均为装备制造大类，隶属于学院机电工程系，

现有在校生 780余人。 

核心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和重点专业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为学院特色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同时为校企合作共建专业，教学条件建设突出，机械设计与

制造专业是在前期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各专业经过多

年的发展，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学资源整合、实训条件条

件、师资团队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了一

大批的优秀人才。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为 2018年新增专业，2019 年开始招生。 

（四）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发展不均衡 

专业群内各专业师资队伍中，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的数量不足，

水平不均衡，职称结构还不完全适应专业群发展的需求，专业教师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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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2．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尚不完善 

初步创建了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工作与学习融

通、理论与实践融通、教学标准与岗位标准融通、职业技能训练与职业素质养成

融通的“两结合、四融通”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一体化教学模式和模块化

课程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 

3．实训教学条件尚不体系化 

智能制造专业群各专业具备基本的实践教学条件，但距离培养智能制造人才

的需要有差距，缺乏具备培养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开展项目研究、社会服务功能

的实训基地。实训室数量不均衡，满足专业群需求的实训教学条件还不够体系化。 

（五）采取的主要措施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开展“家校心桥”、学习模范教师、举办主题演讲、教师技能竞赛等活动，

从教师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技能等方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通过参加国家和省级培训，企业调研、企业实践、参与企业技术改造

和挂职锻炼等形式，加强教师的培训。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选派专任教师到中

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新景表业有限公司、西

铁城（中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淄博纽氏达特行星减速机有限公司等企业学习

新技术、新工艺，教师每年要到相应企业生产一线专业实践或挂职锻炼 1个月以

上。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为新进教师制定培养计划，选择具有教学经验丰富和

实践技能突出的双师素质教师或企业专家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提高

教师的职业教育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通过加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以提升双师素质建设为重点，引进校外技术专家为补充，建设一支专业素质高、

实践能力强的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2．优化“两结合、四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和“四化”课程体系 

实施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工作与学习融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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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融通、教学标准与岗位标准融通、职业技能训练与职业素质养成融通的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

司、中达电子（江苏）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和校内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

引入企业实际生产项目和任务，实现职业素养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与企业岗位需求结合。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制定实践教学项目，完善实践教学体

系，建立实训教学指导平台，引入企业技改项目，实现实践教学与企业技术改造、

项目升级相结合。 

以智能制造企业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加强专业群课程体系整合优化，

校企合作开发与国际标准对接的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将智能制造新技术、

新工艺引入课程，围绕智能制造典型环节，优化工学结合“四化”课程体系，即：

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实施一体化、课程评价开放化。 

3．完善实训教学条件 

推进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围绕智能制造专业群的核心能力的培养，遵循“开

放性、先进性、多样性”的原则，在现有实训场所的基础上，投资 1100 万元新

建智能制造实训基地、3D 打印创客中心、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机电一体化实训

室、电气 CAD实训室以及单片机应用综合实训室等 6个实训场所，建成与人才培

养模式、课程体系相匹配的产品生产型、技术应用与研发型实训基地，将基地建

成省内一流对行业有较高影响力的校企一体化实训基地。 

二、专业群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本专业群“立足淄博，面向市场”，深入调研、科学论证人才培养模式和教

学模式，完善“两结合、四融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四化”课程体

系。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教练型”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科研条件，建立创

客中心，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丰富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增加信息化和数字

化教学资源应用，推动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引入国际化职教标准，深化国际合作

与交流。建立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质量保障体系，形成“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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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目标 

1．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专业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为重点，按照学院《专

业带头人、骨干教师选拔培养管理办法》，培养 4 名校内专业带头人，外聘 4

名有丰富工作经历、行业威信高、熟悉职业教育的行业专家担任外聘专业带头人，

内培 18 名专业骨干教师；丰富兼职教师资源库，新聘请兼职教师 18名；优化双

师结构，提高双师型教师素质，使双师素质教师比例逐年提高，建设期满达到

90%以上,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培育博士 2人；使硕士及

以上学位教师比例最终达到 92%以上；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达到

85%；高级职称比例达到 30%；兼职教师担任专业课学时不少于 40%；鼓励教师参

与学术团体和行业组织，不断提升专业带头人的行业影响力和专业资源统筹能

力，持续推进智能制造专业群教学团队创新发展。 

2．人才培养目标 

调整优化智能制造专业群结构，根据经济发展要求结合订单企业具体需求，

完善“两结合、四融通”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设计学校和企业、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结合方式，按照行动导向原则科学构建“四化”课程体系，实施

教学做一体化，进行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3．改善实训条件 

根据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基本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扩展具

备培养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开展项目研究、社会服务功能的实训基地。对接企业

真实的综合性实训项目，完善专业群内各专业实训室功能，建设数量均衡、体系

完善的实训教学条件，形成适应于各专业基础专业能力培养的公共实训环境。 

4．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在已有的各类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平台上，进一步拓展培训项目，开展多类

型、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积极参与职业技能鉴定模块的项目

开发、培训、教材编写。与企业开展培训项目，形成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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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基地。培育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团队不少于 2个；培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智能制造科技成果；提升学生技术能力，实现国赛、省赛成绩新突破。在

现有条件上，建立校企合作联盟，投资建立集教学、科研、实训、社会服务、职

业技能鉴定于一体的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 

充分利用校内教学条件，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配合市场开展急需人才

培训；与企业合作，通过与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对接，使人员双向嵌入，实现教学、

项目开发、技术创新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三、建设步骤 

专业群建设分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中期检查、评估验收、成果推广 5个步

骤。 

（一）准备阶段（2018.12-2019.12） 

建立由学校骨干教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品牌专业群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目标任务，确定人员组成，下设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和专业群建设

工作小组。深入相关企业和院校进行广泛调研，为制定建设方案提供有效资源。

编制《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立项任务书》和专业群建设方案，并组织专家进行论

证。 

（二）实施阶段（2019.1-2019.12） 

根据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进行建设任务分解，组织参与项目建设的人员学

习《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立项任务书》、《品牌专业群建设方案》，分步骤、分

阶段开展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实训体系等建设。，实施月调度、

半年检查、年度检查，通过项目验收前组织专家预验收等途径，对项目计划进行

监控和考核，实现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的动态管理，保证项目建设的质量与效益。 

（三）中期检查（2019.12） 

积极撰写中期检查报告，积极配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对智能制造品牌专业

群建设情况进行中期检查，并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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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验收（2020.12） 

对建设情况进行总结，按照教育厅、省财政厅的要求，准备评估验收材料，

迎接检查验收工作，根据专家验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 

（五）成果推广（2020.12-） 

总结项目建设中的成果与经验，广泛宣传并向校内其他专业群和其他学校推

广应用。 

四、专业群建设内容 

（一）成立校企合作董事会，助力校企合作 

搭建开放的校企合作发展平台，与歌尔集团共同深入研究和实施现代学徒制

协同育人机制，与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中德栋梁智能制造学

院”，成立校企合作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制定理事

会章程，明确人员组成、工作任务、组织机构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沟通和

工作机制。 

（二）以“1+1”校企合璧专业带头人制度为引子，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1．培养专业带头人 

推行“1+1”校企双组合专业带头人制度，从各专业现有师资队伍中，各选

拔 1 名师德高尚、专业理论扎实、操作技能过硬的骨干教师作为专业带头人进行

重点培养，同时聘请 4 名高水平知名行业企业专家作为兼职专业带头人。对选拔

的专业带头人，每年组织参加相关专业的省培、国培项目，外出进修学习先进职

业教育理论、课程体系构建；定期组织到校外实训基地进行专业实践。专业带头

人全面负责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开发建设，指导骨干教师开展教学和科研，承担

教改课题。对兼职带头人，跟踪全省智能制造行业的发展动态，参与行业技术交

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发挥专业带头人传帮带作用，组织修订专业教学标准，

解决专业群发展中遇到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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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骨干教师 

从现有师资队伍中，遴选 20 名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教学科研能

力、教学效果好、业务水平高、具有双师素质的优秀中青年教师，通过实训室建

设、实训室功能开发、实训项目开发、信息化能力提升、课程开发、教学资源建

设等措施进行重点培养。轮流选派教师外出进修，学习先进职教理论与技术，提

高专业教学能力，建设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校企合作教材，与企业深入开展产学

研活动，共同开展横向课题的研究。 

3．提升双师素质 

专业教师每年到企业生产一线专业实践 1 个月以上，与企业共同开展技术革

新，解决技术问题，学习掌握设备的操作，学习企业文化，掌握企业的新工艺、

新流程，熟悉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了解企业岗位的新要求、新变化。将

企业实践和指导学生实习结合起来。双师素质教师比例逐年提升，建设期满达到

90%，专业教师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培训、研发等工作中，形成常态化。 

4．培养兼职教师 

根据学院《兼职教师聘任标准》，从企业聘请技术高超，有丰富实践经验，

承担重点项目建设，热心职业教育的知名专家和能工巧匠，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

建立兼职教师培训制度。对兼职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定期组织座谈会、经验交流

会等，开展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结对帮扶活动，促进专兼职教师互相交流、互相

学习，提升教师整体水平。实施兼职教师动态调整机制。制定兼职教师考核评估

办法，采用随堂听课、教学材料检查等方式，从教学效果、教学质量、学生反馈

等方面进行评估考核。优化兼职教师职业发展机制。为兼职教师提供办公条件，

共享学院教学科研资源，鼓励参与教改和科研课题申报，按照学院《教师专业技

术职务评聘办法》组织兼职教师进行职称评审，通过建立完善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促进兼职教师职业发展，提升兼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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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专业结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新型课程体系 

1．调整优化智能制造专业群结构 

紧密对接现代科技发展趋势和企业对人才的技术和能力的新需求。本着“高

起点定位、高水平发展”的原则，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深入调研、科学论

证，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实施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

等教学新模式，为专业群建设带来新活力，成为专业群发展新引擎。 

2．优化“两结合、四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和“四化”课程体系 

在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紧紧围绕行业产业人才迫切需求，优

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工

作与学习融通、理论与实践融通、教学标准与岗位标准融通、职业技能训练与职

业素质养成融通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歌

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中达电子（江苏）科技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和校内智能制

造公共实训基地，引入企业实际生产项目和任务，实现职业素养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与企业岗位需求结合。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制定实践教学项目，

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实训教学指导平台，引入企业技改项目，实现实践教学

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升级相结合。 

 

 

 

 

 

 

 

 

以智能制造企业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导向，加强专业群课程体系整合优化，

校企合作开发与国际标准对接的智能制造专业群课程体系，将智能制造新技术、

新工艺引入课程，围绕智能制造典型环节，优化工学结合“四化”课程体系，即：

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实施一体化、课程评价开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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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岗位能力标准作为模块标准，构建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专业核心课程模

块、综合实践模块和职业能力模块。根据学习领域的要求，综合重构课程内容。

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结合课程结构模块化和课程内

容综合化，开发一体化课程，从而构建“四化“课程体系。由专业教师和企业技

术人员共同组成课程开发团队，基于职业资格标准，同时密切关注和充分吸收企

业技术与生产标准，遵照学生的认知规律与职业成长规律，围绕行动领域典型工

作任务完成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设计教学情境，重组、序化教学内容，开发

课程标准。 

（四）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群内四个专业的公共能力培养需求，构建专业群公共平台课程，根据各

专业核心能力需求，形成“平台+模块”的专业群“四化”课程体系。引进先进

企业的标准，结合国家有关岗位标准，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专业标准，完成各个

专业的专业教学标准和所有课程的课程标准制定。结合岗位生产任务，设计项目

化的教学任务和教学情境，开发优质教学资源，校企合作共建《电工技术》、《电

子技术》、《数控加工工艺》、《电气与 PLC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实操与

应用》、《计算机监控技术》、《智能制造系统》7门专业课程；校企合作开发

《机械图样识读与绘制》、《机械图样识读与绘制习题集》、《MCGS 嵌入版组

态软件应用教程》、《机械基础》4部专业教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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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4门，院级院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8门。 

（五）建设集产、学、研、创功能于一体的实践教学条件 

1．公共实训条件建设 

按照专业群中的各专业及专业方向，结合面向企业中的岗位技能要求，归纳

各专业人才培养相同或相近能力情况，构建共同实训体系，在这个实训体系中各

专业的学生能够共用共享，完成相关实践教学。扩建新建实训室 6个，具体包括：

智能制造实训基地、3D打印创客中心、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机电一体化实训室、

电气 CAD 实训室以及单片机应用综合实训室。 

（1）智能制造实训基地 

2018 年与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以德国工业 4.0为参考，

紧扣智能制造技术的维护保养、系统集成以及技术改造方案设计岗位需求的智能

制造实训基地。打造成集公共实训中心、智能制造中心、创业孵化基地于一体的

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具备教育教学、科技研发、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定岗生产、

素质陶冶、创业孵化、公共实训、智能制造等功能。可培训具有较强智能机电设

备、工业机器人操作专业实践能力和适应现代生产、现代物流管理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 

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自动化立体仓

库与堆垛机单

元 

1-1 工业挂壁式码垛机：1套； 

码垛机 X/Y 轴采用同步带直线模组，X 

轴行程约 2400mm，Y 轴行程约 800mm，

采用伺服电机控制；Z 轴采用双轴气缸

与直线导轨配合，货叉形式，行程为约 

150mm。 

1-2 立体化仓库 1 套：喷塑冷轧异型

1 21．00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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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仓位尺寸300mm×200mm×150mm（±

5mm）仓位数量 7列 4层 28个仓位；负

载每个货架不小于 10kg；总尺寸：

2200mm×1500mm×300mm 

1-3 仓格传感器及位置控制传感器系

统 1套 

1-4 单元 PLC控制系统：1套，品牌档

次不低于西门子、三菱、施耐德； 

1-5 单元电气控制柜：1套 

1-6 触屏操控终端 1 套尺寸不小于 15

英寸 

2 加工输送单元 

2-1 11000*2500*850mm；由直线机、转

向机、顶升机、横移机、旋转机等组成；

铝合金型材支撑框架；同步带轮传动结

构；电磁制动电机驱动；变频器控制。 

采用铝型材框架，平皮带传动，线体配

有线体托盘、挡停机构、定位机构、顶

升横移机构等主要机构；线体尺寸为

11000*2500*850mm，铝型材采用合金状

态 6063T5 工业铝型材；托盘尺寸为 

250*250*30mm，尼龙材质； 

2-2 四个内循环线，分别用于各工序内

部循环； 

2-3 单元控制柜：1套 

2-4 单元 PLC控制系统：1套，品牌档

次不低于西门子、三菱、施耐德； 

2-5 触屏操控终端 1 套尺寸不小于 10

英寸 

1 52.00 52.00 

3 工业视觉检测 3-1 工业视觉检测系统 1套：工业相机 1 28.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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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RFID识别

单元 

300 万像素高分辨率（2048*2448）；彩

色相机；USB 接口； 工业镜头 300 万

像素高分辨率；低畸变；C 口；25mm 定

焦；光圈可调 ，含工业光源与光源控

制器 

3-2  西门子 RFID识别系统 2套： 

电子标签：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8，

EEPROM 存储器不低于 112 字节，工作

温度范围-25 ºC 至+85 ºC 

读写器：带集成天线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7 

工作温度范围-25ºC 至+70ºC 

最大范围 200mm 

可对符合上述参数的电子标签进行参

数化。 

4 
桁架机械手转

运单元 

4-1 桁架机械手机械手 1 套：行程 

X/Y/Z轴不小于 4.0/0.5/1.0 米，末端

抓取最大工件重量 10kg 每轴移动速度

80~120m/min，重复定位精度不低于±

0.1mm，传动方式为齿轮齿条，驱动方

式为交流伺服电机驱动。 

4-2 机械手末端工具 1 套。 

1 28.00 28.00 

5 
工业机器人上

下料单元 

5-1 六自由度串联机器人本体 1套：国

际品牌：品牌档次不低于品牌档次不低

于 ABB、发那科，库卡、安川。串联关

节型，自由度 6， 

负载能力不低于 16Kg， 

全伺服电机驱动， 

重复定位精度不低于±0.04mm， 

1 48.0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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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示教再现/编程，防护等级不

低于 IP54(防尘、防滴) 

5-2 机器人控制柜与示教盒 1套 

5-3 机器人末端手爪工具 1套 

5-4 伺服一维行走轴 1 套： 

直角坐标式； 

负载不低于 250kg； 

重复定位精度不低于±0.05mm 

6 
数控机床加工

单元 

6-1 数控车床 2台：床身上最大回转直

径不小于Φ 500 mm，最大切削直径Φ

370mm，最大车削长度 500mm，主轴孔

径不小于 62mm，主轴转速不低于

60-2250R/min，X轴行程不低于 210 mm，

Z轴行程不低于 550mm，快移速度（X/Z

轴）不低于 12/16M/min，刀架刀位数

不少于 8个，刀具安装尺寸 25*25mm，

X/Z 轴 重 复 定 位 精 度 不 低 于

0.009/0.011 mm，加工精度不低于

IT6-IT7，控制系统西门子或发那科. 

6-2 数控铣床 1 台：工作台尺寸 1000

×500 mm,允许最大荷重 450kg,T 形槽

尺寸 18×5 mm×个,加工范围 工作台

最大行程- X轴 800mm,滑座最大行程-Y

轴 500mm,主轴最大行程-Z 轴 500mm,

重复定位精度 X 轴 0.015 mm,Y 轴 

0.012 mm,Z轴 0.012 mm，机床尺寸（长

×宽·×高） 2700×2450×2650 mm,

机床重量 6500 kg,电气总容量 18 KVA 

6-3 数控车三爪夹盘改造：改为气动或

1 119．00 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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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自动化夹盘； 

6-4 数控车安全防护门改造：实现机器

人自动上下料。 

6-5 数控车电气系统改造：实现总控对

车床自动化控制。 

6-6 数控铣夹具改造：更改为气动自动

化夹具。 

6-7 数控铣安全防护门改造：实现机器

人自动上下料。 

6-8 数控铣电气系统改造：总控对加工

中心自动化控制 

6-9 机床 DNC联网，配置相应 IP地址，

并与整体系统网络化连接，实现数字化

加工和管理作业，采用工业控制设备/

客户端系统结构；机床通信管理等。 

6-10 单元触屏操控终端：1 套，尺寸

不小于 15英寸； 

6-11 机床 PLC 程序代码改写，使机床

增加的传感器和自动门及夹具与机床

整合起来，能够对机床进行二次开发。 

7 
机器人包装单

元 

7-1 轻型协作智能机器人 1台，国际品

牌，负载能力不低于 5Kg;臂展不小于

0.88m;控制轴 6 轴;重复定位精度不低

于 ±0.02mm；集成信号源在上臂不少

于 10路信号；集成气源最高 8 bar； 

环境温度 5-45℃；安装条件地面安装、

悬吊安装；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 

各轴最大动作范围 

1 3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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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轴不小于±175°，J2 轴不小于±

175°，J3 轴不小于±175°，J4 轴不

小于±175°，J5轴不小于±175°°，

J6轴不小于±175°°， 

最大动作速度 

J1 轴不低于 150°/s，J2 轴不低于

150°/s，J3轴不低于 150°/s，J4轴

不低于 180°/s，J5轴不低于 180°/s，

J6轴不低于 180°/s 

机械臂重量不大于 24KG,供电电源 

DC48V 

末端手爪 1套。 

包装盒体供料装置一套、包装工作台一

套。 

8 激光打标单元 

8-1 光纤激光打标机 1 台：平均输出功

率 20W，功率调节范围 10-100%，重复

频率 20-80KHz，输出光束质量＜2M²，

标刻线深≤ 1.2mm，最小聚焦光斑

0.005mm，最小字符高度 0.2mm，重复

精度±0.001mm，最大直线打标速度：

7000mm/s，标准雕刻范围不小于 110mm

×110m，激光模块寿命不低于 100000

小时。 

1 12.00 12．00 

9 

多机器人协同

涂胶装配作业

单元 

9-1 工业机器人 2套：2套国际主流品

牌：品牌档次不低于品牌档次不低于

ABB、发那科，库卡、安川，动作类型：

多关节型；负载能力不低于 3Kg；控制

轴 6 轴；重复定位精度都不低于±

0.01mm,体重不超过 25KG;  

1 78.00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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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作范围 

 轴 1旋转：+165°～-165° 轴2手臂：

+110°～-110° 轴 3 手臂：+70°～

-90° 轴 4 手腕：+160°～-160° 轴

5 弯曲：+120°～-120° 轴 6 翻转：

+400°～-400°;  

B. 最大速度: 轴 1旋转：250°/s  轴

2 手臂：250°/s   轴 3 手臂：250°

/s   轴 4手腕：320°/s  轴 5弯曲：

320°/s  轴 6翻转：420°/s 

9-2 机器人末端多手爪工具 3套： 

9-3 机器人控制柜与示教盒 2套： 

9-4 机器人底座 2套： 

9-5 机器人末端快换系统 3套：额定负

载 不 低 于 16Kg ； 锁 紧 力 不 低 于

80psi(5.5bar) 1100N；静力矩（X/Y）

不低于 24.9Nm；静力矩（Z）不低于 

33.9Nm； 

9-6 装配工作台 1套 

9-7 主控芯片供料装置一套、按钮开关

供料装置一套。 

10 
AGV运载机器

人单元 

10-1 AGV运载机器人 1 套：国内品牌，

速度 0-30m/min；承载能力不低于

50Kg；导航方式为磁导航；行走精度不

低于± 5.5mm；停车精度不低于±

3.5mm；最小转弯半径不大于 1200mm；

爬坡能力不小于 1/100；连续工作时间

不小于 2h；充电方式为外置充电器；

操作方式触摸屏，中文菜单；蓄电池：

1 18．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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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免维护蓄电池；具有故障报警，急

停按钮等安全装置，具有障碍停车传感

器；具有无线通讯功能 

10-2 车载输送线装置 2 套：输送运行

速度不小于 5.5m/min；电机为直流减

速电机;承载能力不小于 20kg。 

10-3 磁导航及无线控制系统 2套 

10-4 磁导航 AGV 与总控集成软件接口

一套，能够通过接口准确控制 AGV的运

行。 

11 
总控信息管理

单元 

包含 1台服务器、1台系统总控工业计

算机、系统总控柜、CAD/CAM 软件 1等

1 套、MES 生产管理软件 1 套、系统总

控软件 1套、系统视频监控与网络硬件

及工程 1套（含激光投影仪及 150寸电

子幕布多媒体教学系统）、3 套设计监

控计算机、2套监控显示大屏液晶电视、

系统布线集成工程等组成。总控通过工

业以太网等总线进行各单元集成作业。

系统通过工业总线和以太网络联网，各

分单元同主控系统做数据交换，起到监

控并协调管理各分站单元按流程作业

功 能 ； 服 务 器 参 数 要 求 ：

CPU:E5-2603V4、6核、1.7G、6线程，

内存 DDR4-2400,16G，硬盘 300G,支持

SAS/SATA，嵌入式网络控制器：4口千

兆网卡、支持 I/O虚拟化功能，磁盘阵

列卡：M5210 Raid0,1,12Gbps 带宽，8

个 PCI-E插槽工业计算机参数要求：1）

1 97．00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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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19 英寸标准上架；内存 2G，硬盘

500G，CPU：i5-2400，DVD-ROM，主板

可扩展 PCI 插槽；总控软件模块：1.

在整个系统中调度和协调各个从站单

元系统进行作业；2.数据库查询模块：

系统内部有数据库管理系统，对订单以

及产品的查询和管理；3.系统调试模

块：可以监控分析现场通讯数据；4.

仓库管理模块：对现场仓库单元进行管

理；5.报警监控模块：对系统各个单元

的报警信息 

12 
生产线配套附

件 

12-1 总体气路系统 1套 

12-2 户外手电筒工件样式不少于 2

种，手电筒筒身、筒盖毛坯料，铝合金

或铜材质，数量不少于 50 个；主控线

路板、LED、开关等不少于 100套 

12-3 托盘与定位装置 30件 

12-4 安调工具 2套 

12-5 安全防护栏 1套 

12-6 地面走线槽 1套 

12-7 系统实训指导书，说明书 2 套，

配套教学资源资料 1套 

12-8 系统离线编程仿真软件 30个点，

参数要求：提供不少于 200种各品牌机

器人模型。支持多种格式的三维 CAD模

型，可导入扩展名为 step、igs、stl

等格式，可实现工业机器人多种编程模

式选择，如手持工具或手持工件，对三

维模型可通过三维球功能对模型进行

1 26.0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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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旋转操作，轨迹生成可基于 CAD

数据，简化轨迹生成过程，可利用实体

模型、曲面或曲线直接生成运动轨迹，

包含多种轨迹调整优化工具包，如碰撞

检查、工业机器人可达性、姿态奇异点、

轴超限、节拍估算、轨迹自动调整优化

等功能，提供 python API 功能支持，

集成所有离线编程软件的离线编程功

能，允许开展大量机器人机构的自动化

应用。 

可进行仿真和应用于程序机器人取放

物体和应用于复杂的多机器人同步运

动等。支持多机器人同步运动仿真。具

有机器人外部轴运动，能够实现 7、8

轴的离线编程功能。 

具有整个工厂自动化生产线仿真功能，

至少包含流水线、3种类型以上机器人、

码垛机等。具有离线编程功能，能够直

接生成多种机器人的代码。 

13 视觉监控系统 

13-1一体化摄像机，7寸球形云台、壁

装支架、4路压缩视频卡、专用电脑及

视频压缩软件组成，完成整条生产线的

视频监控。 

1 6.00 6.00 

14 学习区建设  1 20.00 20.00 

合计 588.00 

（2）3D 打印创客中心 

2018 年建设了 3D打印创客中心，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教师科学研究、

服务行业企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涵盖工业设计、逆向设计、三维建模、三维检测、

3D 打印技术等。为淄博及周边企业在文化创意、工业、医疗、陶瓷等领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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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服务，同时利用线上平台服务资源，提供技术培训、产品设计与制造

服务、项目合作等社会服务功能。 

3D打印创客中心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工业级 SLA 联泰/Lite300 1 38.60 38.60 

2 PLA耗材 银禧/Silver 100 0.90 0.90 

3 激光内雕机 圣石/HGSP-3KC 1 25.00 25.00 

4 三维相机 圣石/HSGP-3000 1 3.95 3.95 

5 智能桌面机 makesome 20 1.00 20.00 

6 
桌面式三维扫描

仪 
EinScan-S 12 1.00 10.00 

7 PC机 联想 20 0.65 13.00 

8 作品展柜 定制 3 0.50 1.50 

9 桌椅 定制 20 0.06 1.20 

10 耗材 FDM专用耗材 100 0.012 1.20 

11 配套装修   9.85 9.85 

合计 127.20 

（3）工业机器人实训室 

该实训室已于 2018年建成，实训室建设 HBHX-RCPS-C10型工业机器人综合

实训装置 1套，结合丰富的周边自动化机构，可以实现机器人码垛、搬运、激光

雕刻、打磨等常用工业应用教学。该设备具有工业机器人的示教、离线编程调试

等功能。同时可根据教学内容，通过单个或多个模块实现机器人自动化工作演示

等功能。主要承担《工业机器人技术》、《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实训》课程理实

一体化教学及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师培训。 

工业机器人实训室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工业机器人实训 HBHX-RCPS-C10 1 61.50 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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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2 
场地装修，文化建

设 

 
1 0.50 0.50 

合计 62.00 

（4）机电一体化实训室 

该实训室已于 2018 年建成，实训室建设 8 套光机电一体化实训系统，1 套

模块化现代物流制造系统，2套工业机器人实训系统，具备 PLC 控制、变频调速

控制、机械手控制、位置检测与控制、物料输送及分拣控制等功能。通过传感器

信号采集，PLC编程，对电磁阀、直流电机、交流电机等进行复杂的开关量控制、

位置控制及时序逻辑控制，实现物料提升、故障报警、气动机械手搬运、皮带机

输送、物料分拣等功能。 

机电一体化实训室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光机电一体化实训

系统 
DLFA-555C 8 6.80 54.80 

2 

模块化现代物流制

造系统 
DLMPS-800A 1 24.90 24.90 

3 
工业机器人实训系

统 

DLDS-1508 2 52.00 104.00 

合计 183.70 

（5）电气 CAD 实训室 

建设期内，建立电气 CAD实训室，使学生掌握利用 CAD软件绘制电路图、元

器件零件图等，培养学生的电子产品设计的基本职业能力，采取情境教学培养学

生对项目任务的设计分析能力、对设计软件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计算机技术的综合

应用能力。 

电气 CAD实训室资金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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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PC机 联想 50 0.60 30.00 

2 桌椅 定制 50 0.06 3.00 

3 电气 CAD软件 EPLAN Electric 1 17.00 17.00 

合计 50.00 

（6）单片机应用综合实训室 

建设期内，采购 29台单片机开发综合实训装置，建设单片机应用综合实训

室，实训装置由控制屏、实验挂箱、实验桌组成，通过本实验台可完成单片机的

接口扩展、数据采集、数据显示、键盘控制、定时器、打印机接口等实训。 

单片机应用综合实训室资金预算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 金额 

1 

单片机开发应用

综合实训装置 

1、输入电源：AC220V

±10%  50Hz 

2、工作环境：温度

-10℃～+40℃  相对

湿度＜85%（25℃） 

3、装置容量：200VA 

4、重量：100Kg 

5、外形尺寸（cm）：130

×70×90 

29 3.10 89.90 

2 
配套工具橱，实训

桌，文化建设 
 1 10.10 10.10 

合计 100.00 

2．实训室内涵建设 

（1）制度及文化建设 

制定并完善实训室管理制度，制定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建设特色专业文化，

形成良好的文化育人环境。 

（2）实训项目开发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5tVhUHujgq-OkRT6lvMyJQIH392L7HRQFQ-4Z99VCnMRfnb4Vx8nmWK9CuKHt-F8E1s9at8TYNYpctJrAVDacJiMbcERvXlcucYrHSrRsK&wd=&eqid=fd46471500023dbb000000045bd15c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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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智能制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结合“两结合、四融通”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特点，开发学做一体化实训项目，构建实境化育人环境，实施项目导

向、任务驱动式教学。 

（3）产学研创平台构建 

为满足教学、培训、技能鉴定、科研及社会服务需求，不断丰富实训室功能，

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培训、技能竞赛及技能鉴定活动，提升师生的职业技能。开

展协同创新活动，解决教学、生产及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专业、产业发展提供

智慧支撑。通过产品开发、私人定制、小样试织等活动，开展为企业的技术服务。 

3．校企合作，建立校外顶岗实习基地 

扩大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在现有实习企业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校企合作

渠道，与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歌尔集团、海信集团、金能科技等企业建

立校外实训基地，拓展实训基地功能，有侧重的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力度，到 2020

年深度合作企业达到 4个，一般性合作企业达到 80个，为学生专业实习、技能

训练、就业创业、技术研发、工艺制定提供可靠保证。校外实习基地实施“厂中

校”实习实训模式，将课堂建到生产一线，校企联合创建实境化、开放式、多功

能的实践教学场所，为校内实训创建真实的岗位训练、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校

外顶岗实习基地能够提供 600个以上学生顶岗实习岗位，确保学生有足够的顶岗

实习时间，保证半年以上顶岗实习学生占应届毕业生比例达 100%。 

（六）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充分发挥本专业群教学资源的辐射功能，积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以专业

建设为平台，扩大本专业群的社会服务功能，承担社会职业技能培训任务、专业

项目的合作开发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和地区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充分利用本专业群的师资力量和实训条件，为企业开展项目培训，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技术优势，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配合劳动力市场

开展急需人才培训；与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拓展培训项目范围；积极联合企

业进行技术攻关和项目开发，解决企业的生产技术难题，推进新工艺、新技术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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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群建设预算和保障体系建设 

（一）专业群建设预算 

建设项目总投入 321 万元，其中实训基地建设投入 126 万元，师资队伍建设

投入 147 万元，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建设投入 48 万元。智能制造专业群分年度

资金投入预算。  

智能制造专业群分年度资金投入预算表 

单位： 万元 

建设内容 

投入合计 

第 1年 第 2年 小计 

实训条

件建设 

3D 打印创客中心 10 0 10 

电气 CAD实训室 0 50 50 

校外实训基地建设 20 20 40 

实训基地内涵建设 13 13 26 

小  计 43 83 126 

师资队

伍建设 

专业带头人培养和聘请 13 13 26 

骨干教师培养 13 12 25 

双师素质提升 3 3 6 

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5 5 10 

教师专业实践 3 3 6 

国际合作与交流 40 34 74 

小  计 77 70 147 

人才培

养模式

与课程

建设 

体制机制创新 5 0 5 

人才培养模式建设 2 3 5 

课程体系优化 6 3 9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6 6 12 

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2 4 6 

教育部规划教材 1 2 3 

教学研究与改革 4 4 8 

小  计 26 22 48 

合  计 146 175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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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体系建设 

1．组织与人员保障 

按照《山东轻工职业学院“高等职业学校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

法》要求，成立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领导小组、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和工作小

组，认真学习研究《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高等职业院校第二批品牌专业群建设

项目的通知》（鲁教职字〔2016〕42 号）、《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山东省职业院校

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各机构的职责为： 

（1）品牌专业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项目建设的顶层设计、人员调配、预算审批、资金筹措、资源整合，组

织设备招标、采购、验收和审计，建设进度及成效的监控，项目的绩效评估与考

核，组织保障制度的制订和建设经验的推广。 

组  长：孙志斌（院长） 

副组长： 

张玉惕（副院长） 

董存良（淄博市机械行业协会副会长） 

蒋作栋（中德栋梁教育科技集团总顾问） 

成 员： 

梁菊红（副院长） 

余中兴（纪委书记） 

公  昆（工会主席） 

袁  雷（组织统战部部长） 

张为乐（机电工程系主任） 

刘仰华（发展规划与质量管理处处长） 

杨新月（教务处处长） 

（2）品牌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 

为项目建设提供决策咨询，负责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分析、论证、指导，对

各阶段性任务进行目标纠偏，对项目质量监测和评估，对关键事项进行诊断，并

提出改进建议。 

组长：张玉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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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 

张为乐（机电工程系主任） 

刘仰华（发展规划与质量管理处处长） 

杨新月（教务处处长） 

成  员： 

董泽建（教务处副处长） 

叶  彬（教务处副处长） 

朱  玲（山东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袁  雷（组织统战部部长） 

吕志江（后勤处处长） 

（3）品牌专业群建设工作小组 

负责项目建设方案设计、任务书设计，按任务书中的子项目进行科学分工并

组织实施，将建设项目纳入系绩效目标。根据项目进程收集、提炼建设成果并及

时填报到山东省职业教育云服务平台“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群管理系

统”，按学院档案管理规定实行单独的档案管理。设计典型案例，推广建设经验。 

组  长：张为乐（机电工程系主任） 

副组长：郭  超（机电工程系副主任） 

成  员： 

烟承梅（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教研室主任，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负责人） 

宋希涛（自动化教研室主任，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负责人） 

严纪兰（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负责人） 

石  钰（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负责人） 

邱明鑫（机电工程系办公室主任） 

孙亚灿（机电工程系教师） 

王金玲（机电工程系教师） 

迟广宇（机电工程系教师） 

2．经费保障 

在省财政拨款 200万元的基础上，地方财政和学校共同投入 231万元，企业

投入 38 万元，为项目建设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制定《品牌专业群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通过相关政策及实际需要调整资金的合理使用，并保证专款专用。 



 

 32 

3．政策保障 

学院制定《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品牌专业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山东轻工职

业学院建设项目设备管理办法》，形成品牌专业群建设领导小组例会制度，及时

研究解决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项目负责人目标责任管理制度，按照目

标责任管理，全面负责项目的实施工作；项目实施的信息采集、信息上报、信息

反馈制度，保证项目建设信息畅通；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检查通报、评比验收制度，

保证项目建设工作程序规范有序；项目定期考核制度，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4．质量控制 

项目组对建设任务实行绩效考核，对建设项目实施过程化诊断与改进工作，

保证项目建设的质量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