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江西省研究生工作站报备表

（设站企业填报）

设 站 单 位 全 称 ：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91360781MA39A1E4XX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 金属结构制造

单 位 地 址 ： 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

单 位 联 系 人 ： 白文军

联 系 电 话 ： 18863951571

电 子 信 箱 ： 18863951571@163.com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 南昌大学

江 西 省 教 育 厅

制表江 西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江 西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设 站

单位名称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中型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良好 2022年研发经费投入（万元） 2997万

专职研发

人员(人) 70 其中

有国家级

学术头衔

的人员数

0
有省级学

术头衔的

人员数

0

市（厅）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市级

赣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2023-10

赣州市模块钢结构多元化

集成设计技术创新中心
市级 赣州市科技局 2023-11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制造业（技术产业）、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市级

赣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2023-10

赣州市模块钢结构多元化

集成设计技术创新中心
市级 赣州市科技局 2023-11



设站单位与高校的合作情况（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纵向和横

向项目或成果限填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获批时间、项目内

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为青岛昊宇重工有限公司全资 100%控股的子公司；

一、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 80m 钢烟囱 TLD 阻尼器减振研究

项目名称：钢烟囱 TLD 阻尼器减振

获批时间：2023 年 3 月

项目内容：建立结构有限元模型，采用梁单元模型，模拟内部钢烟囱外筒和内筒结构，

并采用集中质量矩阵来模拟结构质量分布，从而对考虑与忽略内筒刚度作用的钢囱进行

动力特性分析；根据有限元模型计算结果进行 TLD 阻尼器注液深度设计，来判断影响阻

尼器的风振减振效果的因素；

取得的成果：成果测算受控烟囱的总阻尼比，使得 TLD 阻尼器风振减振效果可等效为

增加烟囱结构阻尼比，从而减小作用在烟囱结构上的顺风向和横风向等效风载荷，起到

减小烟囱结构风振响应的效果；安装 TLD 阻尼器后，钢烟囱在顺风向和横风向风荷载作

用下的结构位移，均满足规范中规定的烟囱顶部位移小于烟囱高度 1/100 的变形要求，

并申报“钢烟囱参数性能测试优化软件”软著专利。

二、与同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南大学进行 80 米钢烟囱减振设计研究

项目名称：80 米钢烟囱减振设计研究

获批时间：2023 年

项目内容：完成 80 米钢烟囱减振设计研究及圆形调谐液体阻尼器（TLD）计算程序开

发；并根据昊宇提高的烟囱筒体，设计与之匹配的质量调谐阻尼器（TMD），为后续的加

工制造做前期准备；

取得的成果：已成功申报“钢烟囱减振装置研发设计软件”软著专利，后续申报“圆

形调谐液体阻尼器减振效果计算软件”；成功测算出影响因素并更改方案；

三、与东南大学进行液体阻尼器设计

项目名称：液体阻尼器设计

获批时间：2022 年

项目内容：液体阻尼器（TLD）设计及 30m 钢烟囱 TLD 设计

取得的成果：完成了 30m 烟囱 TLD 计算和设计，包括整体建模及其动能特性分析，最

终出具报告。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董事长韩召先为高级工程师，累计获取 4项发明专利，分别为：一种多工位一体化

钢结构塑性加工装置、一种自立式钢烟囱设计数据增强方法、一种具有坍塌防护机构的

钢结构支撑装置、一种钢结构连接件角钢生产制造用折弯定型设备；累计参与国家制定

标准 3项，分别为：《金属材料弯曲试验方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用热轧型钢》、

《气焊设备 空气焊炬》；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钢结构项目。小到塔架、管廊、旋转楼梯

等各种结构，大到厂房、化工装置钢构，如：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公司 180万吨/年乙

二醇项目净化装置钢结构、万华聚氨酯产业链一体化乙烯项目、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

目 300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 I钢结构、天津石化南港 15万吨/年丁二烯抽提项目、中安

联合煤业化工有限公司 170万吨/年煤制甲醇及转换烯烃项目、中石化镇海炼化扩建 1500
万吨年炼油 120万吨年乙烯项目、福建漳州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等工程项目；

合作单位南昌大学先进制造学院，源自 1958年江西工学院。学院材料加工工程学科，

1994年获批江西省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和 2000年获批江西省第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江西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学

科拥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4人，江西省井冈学

者 1人，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带头人 2人，江西省赣鄱阳英才 555工程 3人，省级“百

千万人才工程”7人，香江学者 1人。70%以上的教师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9%的教

师具有一年以上出国留学经历，学科拥有江西省焊接与自动化重点实验室、江西省轻质

高强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具有师资力量雄厚、研究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

教学科研队伍。

研究生工作站对接马国红教授团队，拥有一支在机器人智能化技术、先进焊接工艺

与在线检测、复合材料制备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队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3项，参与国家

基金、863及主持省级课题 10多项，开展了基于图像传感器的机器人跟踪控制、目标识

别、缺陷检测、局域网监控，TIG-MIG 双弧高效率焊接、Ultrasonic-MIG 复合焊接、镁

基复合材料及耐腐蚀研究等工作，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研究成果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Vacuum、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机械工程学报等知

名期刊发表了 100多篇专业论文，主编出版《焊接机器人技术与先进焊接方法》，获批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6项。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已成功获评两个市级研究中心，该中心可对研究生放开，提

供研究生所需要的实践场所；技术中心里的研究设施，研究生均可使用并用于研究探索；

后续技术中心为满足省级技术中心的需要会陆续购入研发设备，也可为研究生使用；目

前技术中心平台约为 400平方米，后期研究扩展，可适当扩大研究平台为研究生使用；

此外每年昊宇投入的研发费用 2000-4000万元，若研发平台有研究的需要，可适当拨款

用作研发平台的研究经费，为科学探究做经济支撑；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注意科研创新的公司，对于能够提升公司研发能力的

举措将大力支持，并落实行动，完全可以满足研究生平台的需要；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将于南昌大学建立紧密的研究生培育机制，双方共同为提高

研究生生活保障满意度做最大的努力；研究生入驻平台前报备于江西昊宇后，江西昊宇

将为研究生购买保险，为学生的安全做保障；联合培养期间，学校负责学生的学籍、人

事等关系的处理，入驻站点后我司将提供免费的住宿、三餐饮食等保障性条件；对于入

站期间的差旅费我司将为导师及研究生提供实报实销制；此外对于入驻站点的学生，如

若有成果的转换，公司将已一定的金额给予补偿购买；对于长期入驻站点的学生，按照

《江西省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司将为研究生按月提供生活补贴，解

决学生生活的后顾之忧；在设站单位江西昊宇重工有限公司从事课题研究期间，由设站

单位导师视其工作量及成果，发放助研补贴（对于入驻站点满一个月的研究生提供不少

于 1000元的助研补贴）；对于研究生就业问题，我司愿积极接纳研究生学子，并提供其

匹配的工资岗位；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培养过程采取理论课程教学、实验探究、学位论文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既

能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又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 培养目标：实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优良的操作技能，

能够独立的运用现代加工技术，具备良好的开发能量，对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有较

深的掌握和了解，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具有独立承担本学科相

关的科研与教学能量；至少能够阅读一门外文专业文献并能够外文撰写学术论文，为学

生成为本专业的高级专业人员提供系统的培育规划。

2） 培养方式：采用校企双导师制度，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学生的培养计划和

相应的科研问题；培养过程采取课程学习、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一般学制 3
年；学生也可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弹性学制，在校时间为 2至 4年。

3） 进站研究生必修内容：

（1） 开题报告：进站硕士生面向合作企业需求，结合导师给定的研究内容，要第

三学期结束之前完成硕士阶段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

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或者企业专家组织，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

（2） 学术活动：进站硕士生至少参加十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做一次报告）。

（3） 实践环节：邀请进站硕士生必须参加和完成一定的工程实践，实践内容由企

业导师协助确定，形成实践总结报告一篇，由企业导师审核并折合位实践课程成绩。

（4） 学位论文：进站硕士生必须在省级以上公开学术刊物（含正式出版的增刊）

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或者申请一项发明专利并得到申请号；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文

研究内容选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一定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和创新性。

符合学位论文规范，其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及行业应

用的水平。



设站单位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高校所属院系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高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