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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前沿论坛

面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和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重大需求，在水体污染控制

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下，以京津冀区域水环境治理为目标，主要研究水环境信息感知与管

理监控方法，研发出区域水环境智慧管控系统，包括水环境水质预警、饮用水源地风险评估、流域及

黑臭水体监控、公众投诉举报处理及水环境污染溯源等功能，研究成果已在水环境政府管理部门工

作中得到应用，使用成效明显，实现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的。

嘉宾简介

报告摘要

乔俊飞，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副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

体项目负责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智慧

环保北京实验室主任、智能感知与自主控制教育部工程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计算智能与智能优化控制领域研究工作，在复杂过程智能

特征建模、自组织控制和多目标智能优化方面取得系列成果。研究工作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技创新2030-国家重大项目等资助，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得授权美国、中国发明专利60余项，研究

成果广泛应用于环保领域的生产实践，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专题报告２．6：  区域水环境智能感知与智慧管控

报告嘉宾：  乔俊飞教授，北京工业大学

报告时间：  10月3日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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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0月3日14:00-17:30

地点：  武汉光谷金盾大酒店三楼黄鹤厅

主持人：  李曦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刘智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分论坛三：  工业智能与自动控制分论坛

现场级工业网络控制系统作为工业互联网的底座，是全球工业竞争的制高点，对复杂工业生产

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网络控制系统各单元间作用机理不明、高动态环境下信息测不准、

系统级综合性能调控难等基础性理论与技术难题亟待解决。本报告从大型工业过程监控、重大设施

和装备远程操控等实际需求出发，重点阐述“泛在感知-适变传输-协同控制”综合设计理论与方法。

探讨网络系统的感传控模型体系、互馈互限机理、综合性能调控机制等内容，提出异构网络互联互

通的按需确定性全联接方法，研发工业成套装置与监控系统，并介绍在钢铁制造等领域的应用案

例。

报告摘要

专题报告３．1：  现场级工业网络系统的“感知-传输-控制”综合设计理论与实践

报告嘉宾：  关新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报告时间：  10月3日14：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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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AI4Science)为解决复杂物质科学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

法。借助图谱分析理解、复杂环境进化计算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通过对理论经验、计算科学和人

工智能有机融合，为高效材料探索与开发实验的建模优化和无人化实验的机器人智能执行等环节

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思路。以分子筛催化剂为例，作为石化领域最重要的催化剂之一，其研发流程对

提升相关行业的经济效益至关重要。然而传统研发流程中人力参与度高、研发周期长、数据分析困

难等问题制约了分子筛工艺的探索和研发效率。其中，分子筛合成实验中产物结构的表征信息提

取、从制备条件-结构特征-催化效率的全流程建模分析及工艺优化、以及无人化高效迭代实验所需

的实验文本分析及机器动作自动编程技术是建成分子筛合成无人化实验室中需要克服的核心问

题。为此，本报告将就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分子筛智能研发及制备中的重要环节和主要技术进行分

析，为绿色化工材料的智能制备和无人化材料研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报告摘要

专题报告３．2：  人工智能方法辅助分子筛催化剂无人化合成

报告嘉宾：  杜文莉教授，华东理工大学

报告时间：  10月3日14：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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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关新平，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IEEE Fellow，中

国自动化学会会士。现任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系统

控制与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上

海市自动化学会理事长。JW科技委“水下XXX探测”国防科技专业专家组

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网络控制系统分析与综合的研究工作，担任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创新群体负责人，主持完成科技部重大科学仪器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20余项国家

级重要科研课题。出版专著7部，先后在IEEE Transactions、《中国科学》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80余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获得“IEEE 

TCCPS工业技术卓越奖”及IEEE汇刊、会议最佳论文奖10余项。

嘉宾简介
杜文莉，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

者。现任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担任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

务理事等。长期从事工业过程控制与优化技术研发。近年来承担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上海市以及企业重

大(重点)科技攻关等20余项课题的研发工作，在大型工程应用示范，授

权国家发明专利40余项，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60余项，获得5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排名第一）、12项省部级一等奖等科技奖励；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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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系统本质属于非线性周期系统，而目前的分析与控制基于平均建模理论，忽略了其周

期特征，故而存在系统模型精度不足、控制性能不佳、物理特性测量机理不明确等问题。本报告主要

介绍在非线性周期系统小信号建模方法，考虑频率耦合效应的控制器设计方法，稳定性测量评估方

法以及典型应用案例等方面的初步成果。

嘉宾简介

报告摘要

孙尧，中南大学教授，国家杰青、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湖南省创新

领军人才。主要从事电力电子化电力网络系统、电力电子技术与装备以

及电机驱动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2部，发表SCI论文160余

篇，授权发明专利80余件，获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

专题报告３．3：  考虑频率耦合效应的电力电子系统建模与控制

报告嘉宾：  孙尧教授，中南大学

报告时间：  10月3日15：00-15：30

第十五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前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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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䲟鱼通过腹背部吸盘结构吸附在其他海洋生物表面，跟随其远游，降低了自身运动能耗，

为新型水下机器人系统研制提供了重要启发。本报告以䲟鱼吸附行为作为仿生原型，开发研制了一

种新型吸附式仿生机器鱼系统，重点解决了吸附式仿生系统设计、水下视觉感知与定位、水下自主

吸附规划与控制等关键问题，并进一步尝试了在水下自主对接充电、打捞等场景的应用验证。

嘉宾简介

报告摘要

谭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七届、第八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曾担任国家“十五-863”

计划机器人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国家“十一五-863”计划先进制造领域

专家组成员。

近年来在先进机器人控制、仿生机器人、多机器人协调与控制等方

面开展研究与开发工作，负责和参加国家863项目、973项目、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等 20余项。发表SCI期刊论文 1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50余项。担任多个学术期刊的编

委，担任多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专题报告３．4：  仿生机器鱼水下自主吸附控制

报告嘉宾：  谭民教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报告时间：  10月3日16：00-16：30

第十五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前沿论坛



39

第十五届控制科学与工程前沿论坛

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控制技术协同优化能源供需是破解世界能源问题的关键途径。提出将能源

物理系统映射到虚拟世界来开发元宇宙，两者进一步交互结合，产生元能源系统（Meta-Energy）全

新平台。通过将智能感知、通信、数据处理和控制技术融入元能源，全面加速全球能源系统的数字化

和信息化，实现能源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补互济，有望为促进能源系统发展和升级

换代提供全新控制思路。

嘉宾简介

报告摘要

张承慧，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新能源发电系统优化

控制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带头人。突破新能源并网装备大容量、高

可靠、高效率“卡脖子”关键控制技术，带领团队研制成功光伏发电、新能

源电能质量控制等两类核心并网装备，为我国新能源发展作出贡献。当

选IEEE Fellow，入选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终身成就

榜单。

曾以第1完成人获国家奖励4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还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全国创新争先奖。

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带领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2021年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二轮评审。

专题报告３．5：  元能源：能源-计算-控制深度融合探索与思考

报告嘉宾：  张承慧教授，山东大学

报告时间：  10月3日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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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技术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大量的理论方法和一些成功的工程应用。目前，故

障诊断方法主要分为基于解析模型、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以及基于知识的方法。实际应用中，主要

还是通过基于知识的专家系统或维修手册，依赖人工查询，进行故障诊断和维修。鉴于知识图谱能

够将专家知识转化为结构化数据，从而实现从故障症状到根源及维修手段的自动推理，研究了工业

设备故障知识图谱的构建与推理问题，为故障诊断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故障

知识图谱半自动构建方法，将所构建的知识图谱嵌入多任务学习框架，与辅助决策矩阵联合训练，

挖掘潜在的故障处理方法，缓解数据稀疏和冷启动问题，最终实现故障诊断。针对形成的知识图谱

故障诊断系统，提出了基于模糊综合的系统评价方法，对知识图谱故障诊断系统的各项指标进行评

价。

嘉宾简介

报告摘要

冒泽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

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自动化学会理事。从事故

障诊断和容错控制及其在运载、装备系统中的应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重点项目、科技部重大项目课题等。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4)、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排4)、江苏省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排3)、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发表或录用论文80余篇，

申请及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入选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

教师。

专题报告３．6：  基于知识图谱的工业设备故障诊断技术

报告嘉宾：  冒泽慧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报告时间：  10月3日17:0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