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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省级以上学科平台 3个，曾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10 余项，形成了 5 个优势

特色研究方向。

（1）人工智能。重点研究机器学习、个性化推荐、社交网络等内容。建立了

面向时空维信息处理的机器学习模型，提出了数据稀疏情况下的个性化推荐算法

和增量式社区发现算法，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曾获省部级科技奖3项。

（2）智慧矿山信息技术。以 CAD、GIS、计算机图形学、可视化等智慧矿山

信息技术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研制了世界上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 CAD/GIS

双功能平台和成套软件产品，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奖 6项。

（3）大数据分析与决策。研究大数据存储方案和数据标准、海量数据分析、

挖掘与可视化等关键技术，建立了基于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理论的大数据聚集、

智能分析和学习方法、模型及技术，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曾获省部级科技奖

3项。

（4）高性能计算。开展异构超算平台下的大规模数值计算和非数值计算的并

行化研究，提出了面向 E 级计算机的跨平台统一编程模型，构建了面向海洋数值

预报的超算性能评估与瓶颈自动定位体系，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曾获省部级

科技奖 2项。

（5）网络空间安全。研究复杂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提出了无线多媒体传

感器网络的低功耗路由协议，构建了面向智慧矿山和智慧城市的安全体系，提出

了面向物联网中异构网络的安全模型和算法，成果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曾获省部

级科技奖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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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学 科

带头人
潘正祥 196103

人工智能

教 授 博士 千人计划

方向一

带头人
曾庆田 197601 教 授 博士 山东省突贡专家

成员 赵卫东 196708 教 授 博士

成员 郑永果 196305 教 授 博士

成员 杨红梅 1969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纪淑娟 1977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赵中英 1983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崔宾阁 197904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魏永山 19770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仇丽青 1978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倪维健 1981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高 莹 198204 讲 师 硕士

成员 刘 彤 198202 讲 师 博士

成员 李 冠 197007 讲 师 硕士

成员 吴庚坤 198703 讲 师 博士

成员 刘晓鹏 198306 讲 师 博士

成员 李 哲 198310 讲 师 博士

方向二

带头人
卢新明 196103

智慧矿山

信息技术

教 授 博士 泰山学者攀登计划

成员 彭延军 197110 教 授 博士 山东省突贡专家

成员 贾瑞生 197207 教 授 博士

成员 杜学东 196312 教 授 博士

成员 李旭健 197104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赵建立 197705 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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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卫文学 196607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崔建明 1969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秀芳 196512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刘连山 196906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宋正国 197709 讲 师 硕士

成员 刘海英 197912 讲 师 硕士

成员 张 峰 198110 讲 师 博士

成员 温 彦 198406 讲 师 博士

成员 张福新 198108 讲 师 博士

成员 崔振宇 197403 讲 师 硕士

方向三

带头人
梁永全 196709

大数据分

析与决策

教 授 博士

成员 许少华 196209 教 授 博士

成员 樊建聪 197708 教 授 博士

成员 孙承爱 196408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赵 华 1980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鲁法明 1981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徐建国 196402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路 燕 197506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何明祥 196907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孟祥文 197005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杨长强 197103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孙永丽 197908 讲 师 硕士

成员 田 刚 198201 讲 师 博士

成员 赵庆峰 197501 讲 师 博士

成员 亓 亮 198605 讲 师 博士

成员 王 婷 198302 讲 师 博士

成员 任领美 198405 讲 师 博士

成员 张重庆 197405 讲 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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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四

带头人
傅 游 196811

高性能

计 算

教 授 博士

成员 刘 伟 196811 教 授 博士

成员 孙忠林 196204 教 授 博士

成员 杜玉越 196002 教 授 博士

成员 张 鹏 197304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张金泉 197209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崔焕庆 1979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倪丽娜 197207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罗汉江 1968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吴振寰 197711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刁秀丽 197809 讲 师 硕士

成员 陈卓艳 197810 讲 师 博士

成员 王 磊 197312 讲 师 博士

成员 陈 欣 197702 讲 师 博士

成员 沙 静 197604 讲 师 博士

成员 于建志 198104 讲 师 博士

方向五

带头人
郑为民 197103

网络空间

安全

教 授 博士

成员 房 胜 197110 教 授 博士

成员 韩 进 196801 教 授 博士

成员 孟晓景 196209 教 授 硕士

成员 花 嵘 1969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孙海滨 197509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廉文娟 1977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李伟明 196305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刘海霞 197211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丁长青 197409 讲 师 博士

成员 李勤实 197902 讲 师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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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黄 玲 197812 讲 师 硕士

成员 洪永发 197611 讲 师 博士

成员 赵晓燕 197812 讲 师 硕士

成员 东野长磊 197810 讲 师 博士

成员 王斌国 197804 讲 师 硕士

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省级以上平台）

平 台 名 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山东省智慧矿山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1506

山东省省级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矿山物联网山东省科技厅 201412

山东省矿山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302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 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 果 名 称 时 间 署名情况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面向数字化采矿的软件关

键技术及应用
201312

山东科技大学（1）

第 1 完成人

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煤矿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联动管理技术与软件平台
201411

山东科技大学（1）

第 1 完成人

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永城矿区矿压物联网监

测及预警技术
201512

山东科技大学（2）

第 1 完成人

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农业物联网智能信息服

务平台与性能优化
201712

山东科技大学（1）

第 1 完成人

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矿井水害微震监

测预警及防治技术
201612 第 2 完成人

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视觉内容保护的理论与

方法
201602 第 2 完成人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煤矿安全光纤综合监测

与智能分析系统
201512 第 3 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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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紧紧围绕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开展科研开发、技术服务与人才培养，在

国家“一带一路”和山东省“两区一圈一带”规划与建设，特别是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 3 年建设，

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潘正祥教授的带领下，将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机学科建

设成国内科技重要研发地和创新创业人才供给地，在学术团队、创新平台、

科技成果产出及转化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得重大发展，达到国内高水平

一流学科水平。到 2020 年，形成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大数据

分析与决策等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建设一支实践教学与科研能力并举的

师资队伍，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和能力。具体目标如下：

形成一个省属高校领先、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学术团队。重点引进或培

养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

才或团队 1 名或 1 个及以上。在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大数据分

析与决策、高性能计算、网络空间安全等研究领域中形成 2个以上由国家

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学术团队，造就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

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杰出人才队伍。

产学研用相结合，创建高水平创新平台。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流学

科为基础，以山东省智慧矿山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矿山物联网工

程技术研究示范中心、青岛市重点实验室物联网与软件技术、山东省高校

重点实验室数字矿山软件技术等科研平台为依托，联合尤洛卡矿业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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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蓝光软件有限公司、青岛山科智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等企业产学研用相结合，进行协同创新，力争创建国家（国地联合）工

程实验室或教育部创新团队或山东省协同创新平台 1 个。

创建有特色的高水平科研成果。针对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决策、高性能计算、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技术，结合国家战

略目标和我省创新驱动需求，密切联合企业，组织开展应用基础与应用研

究，解决我国信息安全中的信息隐藏问题、智慧矿山中的软件技术问题、

物流运输中的智能调度问题、医学大数据中的数据存储与挖掘问题。获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25 项以上；在期刊上

发表 SCI、EI 索引论文 150 篇以上，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以上；取

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30 项以上；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和教学成

果奖 10 项以上，力争国家级科技奖励或教学成果奖 1项以上，且拥有多

项实现转化应用并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培养一批高素质创新人才。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流学科为依托，用

高水平科研成果丰富教学资源，带动专业建设和提高教学水平，建立科研

成果激励与反哺教学的机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建设国内

一流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

建立“产学研用”教学基地 20 个以上，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

完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水平。招收培

养硕士研究生 400 名以上、博士研究生 30 名以上，进站博士后 6～10 名。

山东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3 篇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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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协议建设目标

经过三年建设，在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决策、

高性能计算、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方向，完成

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或课题，产生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的学术成果，完成

多项产学研和产业化研发，学科整体水平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具体

建设协议目标如下：

（1）建设 1 个以上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级或省级科

研平台。

（2）主持国家级项目 25 项以上；在期刊上发表 SCI、EI 索引论文

150 篇以上，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3 篇以上；取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30

项以上；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和教学成果奖 10 项以上，力争国家

级科技奖励或教学成果奖 1项以上。

（3）引进或培养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长江学

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或团队 1 名或 1 个及以上。

（4）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对外开放，科研成果实现 6 项转化应用并

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服务国家

和山东省经济发展需求。

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围绕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决策、高性能计算、

网络空间安全 5个研究方向，形成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先的学术团队，

获得若干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某些研究方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人工智能。重点研究机器学习、个性化推荐、社交网络等内容。

强化面向时空维信息处理的机器学习模型、数据稀疏情况下的个性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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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和增量式社区发现相关的研究内容。在本方向上，获省级科技奖和教

学成果奖 2 项，引进或培养省部级人才 1 人，发表 ESI 高引论文 1 篇以上。

（2）智慧矿山信息技术。研究智慧矿山构架与建设标准、按时按需

精确供风与控风的技术、矿山重大灾害发生机理和分析预测模型，实现矿

山重大灾害超前预警与本质安全信息保障。在本方向上，获省级科技奖和

教学成果奖 3 项，引进或培养省部级人才 1 人，获国际发明专利 2 项以上、

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

（3）大数据分析与决策。研究大数据存储方案和数据标准、海量数

据分析、挖掘与可视化等关键技术，强化基于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理论的

大数据聚集、智能分析和学习方法、模型及技术的研究。在本方向上，获

省级科技奖和教学成果奖 2 项，引进或培养省部级人才 1 人，发表 ESI

高引论文 1 篇以上。

（4）高性能计算。开展异构超算平台下的大规模数值计算和非数值

计算的并行化研究，重点开展海洋数值预报的超算性能评估与瓶颈自动定

位体系的研究。在本方向上，获省级科技奖和教学成果奖 2 项，引进或培

养省部级人才 1 人，发表 ESI 高引论文 1 篇以上。

（5）网络空间安全。研究复杂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面向智慧矿

山和智慧城市的安全体系，开展面向物联网中异构网络的安全模型和算法

的研究。在本方向上，获省级科技奖和教学成果奖 1 项，引进或培养国家

级人才 1 人、省部级人才 1~2 人，发表 ESI 高引论文 3 篇以上。

2-3-2 团队建设成果

（1）引进或培养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长江学

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或团队 1 名或 1 个及以上。

（2）在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决策、高性能

计算、网络空间安全等研究领域中形成 2 个以上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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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团队。

（3）造就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

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杰出人才队伍。

2-3-3 平台建设成果

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流学科为基础，以山东省智慧矿山信息技术重

点实验室、山东省矿山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示范中心、青岛市重点实验室

物联网与软件技术、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数字矿山软件技术等科研平台

为依托，联合尤洛卡矿业安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蓝光软件有限公司、

青岛山科智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学研用相结合，进行协同创新，

力争创建国家（国地联合）工程实验室或教育部创新团队或山东省协同创

新平台 1 个。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针对人工智能、智慧矿山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决策、高性能计算、

网络空间安全等新兴技术，结合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驱动需求，密切

联合企业，组织开展应用基础与应用研究，解决我国信息安全中的信息隐

藏问题、智慧矿山中的软件技术问题、物流运输中的智能调度问题、医学

大数据中的数据存储与挖掘问题。

（1）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25 项以上。

（2）在期刊上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150 篇以上，其中 ESI 高被引

论文 3篇以上。

（3）取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30 项以上。

（4）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和教学成果奖 10 项以上，力争国家

级科技奖励或教学成果奖 1项以上，且拥有多项实现转化应用并取得重大

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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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8

（1）目标任务：建设 1~2 个高水平创新型学术团队。

建设措施：引进高水平人才，凝练原有研究方向，整合相

关资源组建学术团队，加大投入进行软硬件建设。

（2）目标任务：获批国家级项目 8 项以上。

建设措施：建立项目申报激励措施，要求符合条件的教师

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加强与其他高校和

科研机构合作，联合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3）目标任务：发表 SCI 检索论文 50 篇以上；取得国际、

国内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获得省部级奖励 4 项以上。

建设措施：制定科研成果产出激励机制，设立专项资金支

持教师凝练科研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申报专利及科技奖励，

强化科研成果考核机制。

（4）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3~4 个。

建设措施：联合山东蓝光软件有限公司、山科智汇有限公

司等相关企业与研究所，制定“产学研”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设立专门机构、配备相关人员、划拔专项资金保证“产学研”

教学基地的顺利建设与有效运作。

（5）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 名、博士研究生 10

名以上，进站博士后 2~3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硕士、博士学位

论文 1~3 篇。



— 12 —

建设措施：加大研究生培养投入，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研究生教学方法，改善研究生科研条件，完善研究生奖励

及考核制度，激发研究生创新意识与能力。完善博士后管理机

制，发掘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孵化功能。

（6）目标任务：组织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200 人次。

建设措施：针对合作企业技术现状，制定相应的技术培训

计划，派出骨干教师，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2019

（1）目标任务：培养 1~2 名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

建设措施：在强化原有优秀团队建设的基础上，遴选 1～2

个特色鲜明、技术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进行重点

建设，形成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队，将其团队负责人

培养成“泰山学者”等省级优秀人才。

（2）目标任务：获批国家级项目 8 项以上，取得 3~5 项

高水平、标志性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3 项以上。

建设措施：继续加大项目申报激励，加强人才引进力度，

积极申报各级课题。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重点支持科研团队

开展原创性技术研究，培育项标志性成果，积极申报山东省和

国家科技奖励。

（3）目标任务：发表 SCI 检索论文 50 篇以上；取得国际、

国内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

建设措施：实施项目驱动模式，围绕学科发展方向与国内

外研究热点，支持本学科相关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完善科研成

果奖励机制，鼓励已取得科研成果的教师凝练研究成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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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论文和出版专著。

（4）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 名、博士研究生 10

名以上，进站博士后 2~3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 1~3 篇。

建设措施：加大研究生培养的投入，强化研究生培养体系

建设，制定相关措施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水平。改善博士

后工作条件，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支持博士后开展创造性研

究工作。

（5）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3~4 个。组织

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200 人次。

建设措施：在强化与原有合作企业深度合作的基础上，拓

展新的合作企业，创建新的“产学研”教学基地；针对合作企

业技术现状，制定相应的技术培训计划，派出骨干教师，组织

技术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2020

（1）目标任务：重点培养 1~2 名具备院士申报条件的领

军人才；引进或培养千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国

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团队）1 名（个）

以上。

建设措施：以引进人才及团队为依托，重点支持 1~2 个学

术团队建设，形成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团队。加大支持力

度，重点培养 1~2 学术带头人申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在强化

原有优秀团队建设的基础上，遴选 1~2 个特色鲜明、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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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创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进行重点建设，申报省部级或国

家级科研团队。

（2）目标任务：建设 1个以上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

响的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平台。

建设措施：在保持本学科原有研究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

整合与本学科相关的各种资源与人力，开展特色研究，培育 1~2

个特色鲜明、技术先进、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平台，

申报国家级或省级学科平台。

（3）目标任务：取得 3~5 项高水平、标志性研究成果，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3项以上，争取申报成功国家科学技术奖

1~2 项。

建设措施：完善本学科科研管理体系，强化学术团队建设，

优化科研队伍结构与研究方向，重点支持特色鲜明、成果突出

的团队或教师进行开拓性研究，鼓励相关教师凝练学科建设期

内取得的科研成果，积极申请国内、国际发明专利，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申报省部级科研奖励，重点支持 1～2个学术团队

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

（4）目标任务：获批国家级项目 10 项以上。

建设措施：加大对科研团队的扶持力度，支持优秀科研团

队申报国家级重点项目；成立专家组，对一流学科建设立项项

目进行验收与总结，支持相关教师对研究成果进行凝练，发表

高水平研究成果。

（5）目标任务：发表 SCI 检索论文 50 篇以上，其中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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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以上 ESI 高被引论文；取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10,项以上。

建设措施：完善本学科科研管理体系，强化学术团队建设，

优化科研队伍结构与研究方向，重点支持特色鲜明、成果突出

的团队或教师进行开拓性研究，鼓励相关教师凝练学科建设期

内取得的科研成果，积极申请国内、国际发明专利，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

（6）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 名、博士研究生 10

名以上，进站博士后 2~3 名；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3 篇。

建设措施：完善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强化师资建设，完

善研究生奖助体系，严格控制研究生培养质量，使研究生科研

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科研

水平高的研究生优秀拔尖人才。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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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8

平台与条件建设：学科实验室升级改造、科研仪器

设备、图书资料等
200

梯队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创新型学术团队培育、

带头人及青年骨干培养与培训
1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 1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创新能力培养、博士后流动站

建设等
100

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邀请国内

外知名专家讲学等
5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50

合 计 600

2019

平台与条件建设：高性能和云计算仪器设备、图书

资料、信息化设备购置等
200

梯队建设：国内外领军人才引进、创新型学术团队

培育、带头人及青年骨干培养与培训等
1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标志性成果培育等 2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创新能力培养、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
100

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邀请国内

外知名专家讲学等
5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50

合 计 700

2020

平台与条件建设：实验室升级改造、科研仪器设备、

图书资料、数据库等
200

梯队建设：国内外领军人才引进与培养、创新型学

术团队建设、高层次人才梯队建设、带头人及青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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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培养与培训等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国家级、省级奖励

申报、成果推广应用等
2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研究能力培养、科技活动支持

等
100

学术交流：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参加国内外高层

次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讲学等
5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50

合 计 70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立项建设类学科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

和其他渠道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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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

厅 1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8 年 月 日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