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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立项情况 

0.1 概述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中心由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实

训室、ABB 通用功能实训平台、通用电气（GE）智能平台组成，实训中心分布在

实训楼 6 栋 4 楼、8 栋 5 楼和 9 栋 2 楼，占地约 1650 平方米，拥有 150 个左右

的实训工位，设备总价值 1400 万以上。实训基地面向“双十”产业集群中的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主要为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三个专业服务，集教学、科研、培训、技能鉴定、社

会服务于一身。 

亚琛工业大学机床研究所（WZL）、美的、万和、GE、ABB、华航唯实、华数、

隆深、利迅达、劳伯得等公司参与到公共实训中心的建设中，形成了多元多样的

投入体制。 

0.2 立项情况 

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中心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获得学校立项为校级校内

实践教学基地，经过近 3 年的建设，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获得学校验收通过。 

一、 功能定位 

1.1 产教融合情况 

1.1.1 引校进企，与美的、万和、华数等公司共建校外实训基地 

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亚琛中心）是由顺德职院和德国

亚琛工业大学共建的应用研究中心，集工业 4.0 示范工厂、工业 4.0 展示厅、学

生教育与交流、国际研究项目、工业 4.0 技术咨询与实施、工业 4.0 员工培训等

6 大功能，顺德职院方面则由智能制造学院牵头建设，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

中心是亚琛中心的重要建设基础，两者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实训中心的多位指

导教师同时也是亚琛中心的研究人员。2019 年与美的签订“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示范工厂建设项目合作协议”，示范工厂总投入 1 亿多元，其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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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中心投入 2 千多万元，美的方投入 8 千多万元。2020 年示范工厂建成并获评

“世界灯塔工厂”，该示范工厂也成为学生进行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技术参观、

实习的校外基地。 

中心指导老师在开展社会服务中也建立了产教融合基地，如在 2016年设计、

实施万和集团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项目的过程中建设了广东万和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成为老师、学生的校外实训基地。 

2021 年与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该基

地成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中心的校外 1+X 职业技能鉴定实训基地，接收

2019 级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100 多学生在该基地进行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X

证书的实践培训。 

1.1.2 引企驻校，与 GE、隆深、利迅达等公司共建校内实训基地 

2014 年与美国通用电气（以下简称 GE）联合共建“GE 智能平台-自动化系统

集成实验室”，设备总价值为 4300 多万元，根据 GE 大学计划的政策，学校最终

只支付大概 10%的费用，合计 460 万元。实验室含有制造业相关所有智能软件，

包括制造执行系统软件平台 PA（iMES）、SCADA 数据采集软件 Proficy iFix、Proficy 

Historian、Proficy Plant Application、Proficy schedular 和 Proficy Webspace，以及

PAC3 系列、一轴/三轴运动转置及 MPS 系统，囊括了数字化工厂所需的软硬件资

源。智能平台承担了学生培养、服务地方产业的义务，同时学校有向企业优先推

荐优秀毕业生的义务。 

与地方机器人龙头企业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利迅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公司

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企业在校内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提供设备、教学资源、企

业培训教师等资源，学校则优先为合作企业输送优秀毕业生，校企形成长效合作

机制。 

1.1.3 校企一体，建设校内工业 4.0 示范基地 

亚琛中心在顺德职院校内建设了研究中心大楼，里面正在建设一条工业 4.0

示范产线，还将进驻若干先进智能制造企业。工业机器人技术作为工业 4.0 中的

重要技术，实训中心与应用中心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的作用，亚琛中心作

为实训中心的重要延伸。实训中心新增的两个 1+X 证书考核点（工业机器人操作

与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设置在亚琛中心大楼内。 

实训中心还包括了“广东省数字化工厂工程中心”，与“智能工厂应用技术

公共实训中心”强强联合，践行“平台依托、项目纽带、产科教融合”的产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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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育人模式。 

1.2 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功能定位 

1.2.1 教学功能 

实训中心包括机器人实训平台、单体的 6 关节教学机器人、机器人单工作站、

机器人多工作站生产线、数字化工厂软硬件资源以及相关的科研设备、制造执行

系统软件平台 PA（iMES）、SCADA数据采集软件 Proficy iFix、Proficy Historian、Proficy 

Plant Application、Proficy schedular 和 Proficy Webspace，以及 PAC3 系列、一轴/

三轴运动转置及 MPS 系统，囊括了数字化工厂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同时还拥有

一个机器人仿真实训室，主要的设备见作证材料“工业机器人技术实训中心主要

设备清单”，设备总价值 1400 多万元（其中 GE 智能平台的设备价值只算学校实

际支付部分的价格，同时不包含 GE 智能制造的相关软件价值）。 

实训中心是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工业机器人系统设

计、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考证等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场所，主要课程（见表 1）拥

有课件、教材或自编讲义、实例程序、仿真等实践教学资源，同时还建设了网络

课程。其中的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出版了教材。中心可以

开设 31 种以上的实训项目，每年承担的学生实训大概为 8600 人日。 

 

1.2.2 培训功能 

以 GE 智能平台和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作为依托，获得了广东省数字化工厂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佛山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了更好的为本地企业

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服务，中心还创办了智造•精益道场。 

依托中心和相应的平台，可以为校内外人员开展精益生产与管理咨询服务、

工业工程管理、工业机器人技术等多种培训，近 3 年来开展的培训共有 17 次，

培训人数为 466 人，由于疫情的影响，最近 2 年培训次数减少，具体请如表 1

所列。 

表 1 近 3 年培训清单 
序号 培训项目 时间 参加人数 佐证材料 

1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4.1 35 签到表、照片 

2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4.14 26 签到表、照片 

3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4.21 21 签到表、照片 

4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5.6 35 签到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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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项目 时间 参加人数 佐证材料 
5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5.12 15 照片 

6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5.27 29 签到表、照片 

7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7.1 24 签到表、照片 

8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7.21 22 签到表、照片 

9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9.5.04 10 照片 

10 工业 4.0 研讨会 2019.06.21 50 照片 

11 
智能制造与 MES 的发展与实践

讲座 
2019.7.1 20 照片 

12 
数字化闭环重构传统制造的竞

争力 
2019.07.03 60 照片 

13 
工业工程及精益改善方法实务

培训 
2020.05.14 30 照片 

14 六西格玛绿带认证培训 2020.06-12 30 照片 

15 
低成本智能自动化（LCIA）师资

培训 
2021.01.11-15 25 照片 

16 松下机器人培训 2021.01.22-25 20 签到表、照片 

17 泰科机械制图与机械基础培训 2021.08.17-27 14 签到表、照片 

合计    466  

1.2.3 职业技能鉴定功能 

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这三个专业学生的技能

证书以前是维修电工证，这个证书主要由应用电工实训中心负责实施。 

现代化职业教育已经从供方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的模式，学历证书和职业资

格双证制度逐渐出现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

出要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1+X 证书制度应运而生，学校推进 1+X 证书建设势在必行。

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实训中心从 2020 年开始建设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工业

机器人应用编程 1+X 证书考核点，从 2021 年 9 月开始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

学生开展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1+X 证书鉴定，共计 100 人。 

1.2.4 技术服务功能 

实训中心不仅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也是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

合作的载体、产学研结合的平台。实训中心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功能，包括了咨询

和技术开发等，最近三年，实训中心团队成员主持或参与的部分横向课题如表 2

所列，共 13 项，累积到帐经费 705.227 万，年均 23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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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横向项目一览表（累积到帐经费 705.227 万） 

序号 项目名称 合作单位 
到帐经费 
（万元） 

立项时间 主持人及参与人 

1 工厂制造执行系统

（MES）项目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374.507 2016-2019 杨小东，蔡泽凡

等 

2 
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

用研究中心示范工厂 
建设项目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 
300 2019.03.29 王鸿博，宋玉宏，

蔡泽凡等 

3 B/S 框架全功能接口开

发产学研合作协议 
佛山市顺德区络科软

件有限公司 
1 2018-05-21 余志鹏 

4 全自动毛刷头点胶机

的研制 
佛山市汉智电子有限

公司 
2 2018.05.21 李景照 

5 高效自动立式绕线机

的研发 
佛山市顺德区纵奇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 2018.06.20 余志鹏 

6 快热式电热水器及电

壁挂炉研究开发 
佛山市顺德区基诺德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 2018.10.10 蔡泽凡 

7 
落线机储线容量提升

技术的研究开发产学

研合作合同 

佛山市广意永雄机械

有限公司 
1 2018.11.01 蔡泽凡 

8 
海量 3D打印教育大数据模

型集成及设计加工测试 

布鸣特（佛山）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 2019.05.07 蔡泽凡 

9 河湖水下清淤机器人研发 
广东金松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 2019.06.25 蔡泽凡 

10 超声波传感系统设计 
广州嘉晨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3 2020.05.12 蔡泽凡 

11 

全自动绷网机实时生

产数据上云采集系统

开发及产学研合作协

议 

佛山市顺德区广楹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 2020.10.27 余志鹏 

12 
汽车喷油嘴（GDI 类型

和普通型）模拟仿真测

试系统研发 

广州市韩泰客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 
5 2020.10.20 蔡泽凡 

13 GSK 机器人培训及其

人才评价研究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

限公司 
4.72 2021.01.12 杨小东 

合计 70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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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双十”产业集群对接情况 

实训中心面向“双十”产业集群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产

业集群，主要为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三个专业

服务。 

二、实践教学条件 

2.1 实训场所 

实训中心分布在实训楼 6 栋 4 楼、8 栋 5 楼和 9 栋 2 楼，部分实训室设计布

局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部分实训室的实际局部布局图如图 4、图 5、图 6、

图 7 所示。 

现场按照设备功能分块布局，按照 5S 标准进行管理，布局科学合理，与现

代企业生产服务场景相接近。 

实训场所符合相关建设标准，无安全隐患。实训中心的各个分室根据《科学

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JGJ91-93）、《良好实验室规范实施要求》（GB/T 2227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2008）、《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

规范》（GB 50236-2011）、《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02）

等标准进行建设。在电气工程方面注意强电与弱电分离，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及

功率余量，保证用电安全。现场设备与设备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危险设备

利用围栏进行分离，保证设备与人身安全。实训室有足够的窗户，同时安装足够

的风扇和空调，保证实训室的通风要求。消防通道宽敞，安装消防门，现场配有

消防工具与物品，并设置明确的逃生指引 

实训中心实际使用总面积约 1650 平方米，大于 500 平方米的要求，拥有 150

个左右的实训工位，实训工位数大于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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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屏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机器人自动化模拟生产线
5000*5000mm

移动式黑板

柜
式
空

调

储物柜 储物柜

路由器及机柜

靠背

凳子

6边形实验台
2000×2000mm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7400mm 7400mm

14800mm

7400mm 7400mm

1000m
m

1000m
m

1500m
m

1500m
m

1500m
m

5000m
m

12000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模块化积木式可拆装
串联机器人实验台

1400×720mm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凳子

500mm

6边形实验台
2000×2000mm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靠背

凳子

柜
式
空

调

柜
式
空

调

储物柜

 

图 1 基础与综合实训室 1 布局图 

图 2 基础与综合实训室 2 布局图 

13390mm

投影屏 移动式黑板

储物柜储物柜

机柜：放置网络交换机、NEWCLASS
交换机、功放

3个二三插座，220V（4mm2）靠背

凳子

2600m
m

1300m
m

1300m
m

800mm

讲台

长宽高=1800×800×800mm

13390mm

空调

5KW，
380V

空调

5KW，
380V

空调

5KW，
380V

1300m
m

1300m
m

2000m
m

3000m
m

1550m
m

焊接工作站
长*宽=4000*3000mm

供电：交流380V，40KW，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打磨抛光工作站
长*宽=3000*3000mm

供电：交流380V，40KW，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1500mm 3000mm

1500m
m

1500m
m

1500m
m

3000mm 3000mm

6000m
m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4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2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4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4000m
m

每个学生的实验台供电为：220V，2KW，2个二三

插座（靠中间放置）；1个排插（每个10A，

6对二三插座，两行款式）；
留有四条网线，两条用来上网，另外两条用来连接

NEWCLASS广播教学设备

教师的实验台供电为：220V，2KW，4个二三

插座（左右各两个）；1个排插（每个10A，6
对二三插座，两行款式）；

留有6条网线（5条到机柜，一条到投影仪）；

2条VGA线（1条到机柜，1条到投影仪），两

条音频线（麦克风到机柜功放）。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2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2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未定工作站1
长*宽=000*000mm

供电：交流380V，10KW，

预留两个插口；

交流220V，3个二三插座；

留有四条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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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仿真实训室布局图 

 

 
图 4 基础与综合实训室 1 实物布局图 

13390mm

投影屏 移动式黑板

储物柜储物柜

机柜：放置网络交换机、NEWCLASS
交换机、功放

3个二三插座，220V（4mm2）靠背

凳子

2600m
m

1500m
m

1300m
m

讲台

长宽高=1800×800×800mm

音箱

音箱

2150m
m

13390mm

空调

10KW，
380V

空调

10KW，
380V

空调

10KW，
380V

1300m
m

1500m
m

2000m
m

2000m
m

2000m
m

2000m
m

每个学生的实验台供电为：220V，5KW，2个二三

插座（靠中间放置）；1个排插（每个10A，

6对二三插座，两行款式）；
留有四条网线，两条用来上网，另外两条用来连接

NEWCLASS广播教学设备

教师的实验台供电为：220V，10KW，4个二

三插座（左右各两个）；1个排插（每个

10A，6对二三插座，两行款式）；

留有6条网线（5条到机柜，一条到投影仪）；

2条VGA线（1条到机柜，1条到投影仪），两

条音频线（麦克风到机柜功放）。

18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800mm

18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800mm

18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800mm

18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800mm

18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800mm

18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000mm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电脑台
850×650mm

供电：220V，
5KW

1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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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础与综合实训室实物布局图 

 
图 6 仿真实训室实物布局图 

 

图 7 机器人技术实训室实物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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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训设备情况 

2.2.1 实训设备配置合理，种类齐全，数量合适 

实训中心的设备包括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各种设备，主要的设备如表

3 所列，设备总价值 1400 多万元（其中 GE 智能平台的设备价值只算学校实际支

付部分的价格，同时不包含 GE 智能制造的相关软件价值）。 
设备共分为机器人基础技术、单机器人工作站、机器人生产线（包含多机器

人工作站）、机器人仿真系统、科研等 5 类设备，其中的工业机器人包括库卡、

ABB、发那科和史陶比尔 4 个品牌，包含了机器人四大家族中的三种（安川和发

那科同为日系，所以未购置），种类齐全。其中，机器人工作站、生产线由于占

地面积较大且价格昂贵数量较少，但是采用仿真系统进行辅助教学，即仿真测试

通过后再在实际的物理设备上进行验证运行，保证学习效果。 

2.2.2 设备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实训中心分 3 期进行建设，建设初期注意一定的超前性，在后期根据实际的

需要，持续投入设备建设，及时更新设备，提升设备的技术含量，设备和技术水

平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 
其中的 ABB 通用功能实训平台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重构形成不同的功能，虽然是 2013 年购置，但是现在仍然可以满足教学和培

训需求。 
机器人自动化模拟生产线系统由 4 个独立的机器人工作站组成，其中 3 个工

作站拥有视觉定位功能，机器人包括库卡和史陶比尔 2 个品牌，其中库卡为机器

人四大家族中的一员，而史陶比尔则属于工业机器人中的高端品牌。整个生产线

系统按照工业现场的需求进行设计，在同类院校中处于领先水平。 
在 2 期建设中，重点引入了机器人离线仿真系统，极大的提升了教学的便利

性和有效性。 
在 3 期建设中，则重点引入了焊接工作站、抛光打磨工作站，这 2 个工作站

由专注于工业应用的机器人公司设计，注重其工程性和实用性。 

2.2.3 满足技能训练、职业培训和社会服务的需求 

实训中心的设备包括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等各种设备，同时还包括了

各种工程软件和仿真系统。 
实训中心是工业机器人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的重

要实践教学场所，可以开展 PLC 技术、运动控制、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工业机

器人现场编程、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考证等课程实践教学。

可以实施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等 2 个 X 证书的培训与技

能鉴定的需要。 
12 

 



以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作为依托，获得了广东省数字化工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佛山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了更好的为本地企业的智能制造转型

升级服务，中心还创办了智造•精益道场。依托中心和相应的平台，近 3 年来共

开展的 17 次职业培训，培训人数为 466 人。 
依托中心，团队成员积极开展技术服务，近三年，实训中心团队成员主持或

参与的部分横向课题共 13 项，累积到帐经费 705.227 万，年均 235 万。 

表 3 工业机器人技术实训中心主要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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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生均实训设备总值 

实训中心设备总价值 1400 多万元，中心主要为 3 个专业服务，学生总人数

约为 900 人（按照每个年级 2 个班，每个班 50 人计算，2×3×50×3=900），生

均实训设备总值为 15555 元/生，大于 4000 元/生的标准。 

2.3 经费投入 

2.3.1 经费保障措施 

学校每年都有专项经费支持实训室建设、运维，实训中心可以根据需要申报

经费进一步完善、更新设备。 
每年学校要求各个二级学院做好实践教学经费预算，并按照预算实施。 
智能制造学院利用耗材申报系统（原电信学院开发）进行耗材申报管理，老

师根据教学的需要提前在系统中进行申报。 

2.3.2 每学期生均实训耗材支出大于 120 元/生 

近 3 年学校下达给智能制造学院每年的实训耗材经费如表 4 所列，每个学期

约为 142 元/生，大于要求的 120 元/生。 

表 4 近 3 年每学期生均实训耗材支出 

年度 下达经费（元） 使用经费（元） 人数 学期生均（元/生） 

2018-2019 983256 971610.95 3495 139 

2019-2020 1010367 998784.72 3468 144 

2020-2021 1055502 1021090.68 352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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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资队伍 

3.1 实训指导教师 

实训中心现有指导老师共 32 人，如表 5 所列，其中校内 18 人，企业兼职指

导教师 14 人，行业企业兼职指导教师 13 人。 

实训指导教师中，专任教师均符合“双师型”要求；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或高级工及以上的指导教师 28 人，占比 88%。 

表 5 实训指导教师列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实际承担的任务 

1 蔡泽凡 副教授 
博士研究

生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2 余志鹏 副教授 
硕士研究

生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3 邓霞 讲师 
硕士研究

生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4 王丽杨 教授 
博士研究

生 

控制理论

与控制工

程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5 杨小东 教授 
硕士研究

生 
电子与通

信技术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技术服务、企业

培训 

6 王鸿博 教授 
硕士研究

生 
机械电子

工程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课程建设、企业

培训 

7 牛俊英 副教授 
博士研究

生 
电子信息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课程建设、企业

服务 

8 刘强 
高级技师、

工程师 
本科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 

9 操建华 副教授 本科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10 李丽丽 工程师 
硕士研究

生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11 胡建国 副教授 
博士研究

生 
材料科学

与工程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12 莫舒 讲师 
硕士研究

生 
电子与通

信技术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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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实际承担的任务 

13 乡碧云 
副教授、高

工 
本科 自动化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14 黎永浩 高级技师 本科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管理、职

业技能鉴定 

15 何醒燊 高级技师 本科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管理、职

业技能鉴定 

16 吴锦麟 高级技师 本科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管理、实

训指导 

17 范淇元 讲师 
硕士研究

生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18 李玲 讲师 
硕士研究

生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 
实训室建设、课

程建设 

19 曹永军 
教授级高

工 
博士研究

生 
机械工程 

华南机器人

研究院 
企业服务 

20 郭锡南 
董事长/总
经理正高 

硕士研究

生 
自动化技

术 

广东乐善智

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授课、技术服务 

21 张东 副教授 
博士研究

生 
机械工程 

华南理工大

学 
授课、企业培训 

22 向喻 工程师 
硕士研究

生 
机器人操

作运维 

佛山华数机

器人有限公

司 

授课、职业技能

鉴定 

23 程瑞瑞 高工 本科 
机器人技

术 
隆深机器人

有限公司 
授课、职业技能

鉴定 

24 徐朝强 工程师 专科 
工业机器

人技术 

广东顺德劳

佰得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

司 

实训指导 

25 霍智杰 工程师 专科 
工业机器

人技术 

广东利迅达

机器人系统

股份有限公

司 

实训指导 

26 魏文锋 高工 
硕士研究

生 
自动化 

广州数控设

备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鉴定、

企业服务 

27 何树洋 工程师 本科 机械工程 
广州数控设

备有限公司 
职业技能鉴定、

企业服务 

28 陈业昌 

资深售前

技术主管

16 级/副
高 

本科 网络技术 
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公司 
实训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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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实际承担的任务 

29 黄兵 
副总经理/

副高 
本科 

物联网技

术应用 

广东美的生

活电器制造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30 曾宪燕 工程师 专科 
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 

佛山市科惠

科技有限公

司 
授课、实训指导 

31 何文彬 
高级工程

师 
硕士研究

生 
软件技术 

广东奔朗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服务 

32 黄育良 
副教授高

工 
工程硕士 自动化 

方大智创科

技有限公司 
企业服务 

3.2 管理人员 

实训中心配有专职管理人员 3 名，均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具体如表 6 所示。 
表 6 专职管理人员列表 

姓名 职称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实际承担的任务 

黎永浩 
高级技师、

助理工程

师 
本科 机械设计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实训室管理、职业

技能鉴定 

何醒燊 
高级技师、

助理实验

师 
专科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实训室管理、职业

技能鉴定 

吴锦麟 
高级技师、

助理实验

师 
专科 

电气自动

化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实训室管理、实训

指导 

四、实践教学 

4.1 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 

在中国，高职学生往往在抽象思维方面比较薄弱，但是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

则不差，他们更容易在做中学，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

需求。因此，构建一个以能力为导向，以职业为本位的符合职业教育目标要求的

教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教学体系就是一体化教学体系。通过一体化教学，

可以达到以下几个转变：教学从“知识的传递”向“知识的处理和转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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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从“单一型”向“行为引导型”转变；学生由“被动接受的模仿型”向“主

动实践、手脑并用的创新型”转变；教学组织形式由“固定教室、集体授课”向

“室内外专业教室、实习车间”转变；教学手段由“口授、黑板”向“多媒体、

网络化、现代化教育技术”转变，从而以“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体现职业教育的

实践性、开放性、实用性。 

我们从 2008 年开始探索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现在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做

法，首先是要打破传统课程的学科体系，以能力为导向，以职业为本位对课程进

行重构，形成项目化或者工作过程化的课程体系，然后按照以下三种模式执行。

三种模式都体现了在做中学、学中做的理念，突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

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最后进行评价，形成学习的闭环。从模式 1 到模式 3，

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教师的工作逐渐弱化，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步加强，教

师的工作前移，主要在于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一体化教学模式实际上

对教师的要求更高，需要教师有更好的职业能力和把控能力。 

任务操作示范任务操作示范 复现任务复现任务 新任务实施新任务实施

教师主导 学生自主

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

任务评价任务评价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学生互评

教师点评

疑难点

分析

疑难点

分析

教师为主

学生为辅

Y

N
新知识和操

作指南学习

新知识和操

作指南学习

学生自主
 

图 8 一体化教学模式 1 
 

图 9 一体化教学模式 2 

分析任务分析任务
相关知识和操作指

南学习

相关知识和操作指

南学习 任务实施任务实施

教师主导 学生自主

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

任务评价任务评价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学生互评

教师点评

疑难点分析疑难点分析

教师为主

学生为辅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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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任务分析任务
相关知识和操作指

南学习

相关知识和操作指

南学习 任务实施任务实施

学生自主 学生自主

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

任务评价任务评价顺利完成顺利完成

学生自评、互评

教师点评

疑难点分析疑难点分析

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

Y

N

 
图 10 一体化教学模式 3 

经过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课程建设成效显著，其中有 3 门课程获得学校课

程建设立项，如表 7 所列，其中，《智能制造系统仿真、设计与调试》获得了学

校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设计的课程建设项目，《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工业机

器人现场编程》获得了基于世界技能比赛标准下的课程建设项目。 
表 7 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建设列表 

课程名称 建设标准 负责人 
智能制造系统仿真、设计与调试 工作过程系统化 邓霞 

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 世界技能比赛标准 蔡泽凡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世界技能比赛标准 余志鹏 

4.2 实践资源 

4.2.1 实践教学资源丰富 

实训中心的核心课程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工业机器

人离线编程、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考证等核心课程教学资源丰富，具体如表 8

所列。 

表 8 核心课程资源情况 

课程 网络课程网址 资源形式 

工业机器人系

统设计 

https://zjy2.icve.com.cn/expertCenter/proc

ess/edit.html?courseOpenId=ntoxaparh69g

n8ixfjirma&tokenId=stjiaf6rz7pmkssznzqmy

w 

资源数 124 条（包括多媒体课

件、案例程序、教学视频、评

价表等） 

自编教材：工业机器人系统集

成、自动化生产线组建与调试 

工业机器人现

场编程 

https://zjy2.icve.com.cn/expertCenter/proc

ess/edit.html?courseOpenId=vx79amprinfa

8fl2mysq&tokenId=x2okavyrr4jn2kwwlxcw

w 

资源数 375 条（包括多媒体课

件、案例程序、教学视频等） 

选用教材：工业机器人实操与

应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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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网络课程网址 资源形式 

工业机器人离

线编程 

https://zjy2.icve.com.cn/expertCenter/proc

ess/edit.html?courseOpenId=znu-ansov5dj

-mqrzx2x-q&tokenId=apwham2t4indfmnqj

7x1w 

资源数 163 条（包括多媒体课

件、案例程序、教学视频、仿

真等） 

自编教材：工业机器人仿真实

训指导 

工业机器人应

用编程考证 

https://zjy2.icve.com.cn/expertCenter/proc

ess/edit.html?courseOpenId=oeyaiwtsonjg

vmuigykaq&tokenId=nrpzazetgozivh0eitd8

ew 

资源数 380 条（包括多媒体课

件、案例程序、教学视频等） 

选用教材：工业机器人应用编

程（华数）中级 

 

实训中心 4 大核心课程可以开设的实训项目有 31 项，具体如表 9 所列。 

表 9 实训项目列表 

课程 序号 项目 

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 

1 灯控界面设计 

2 基于 PLC 的警示灯控制 

3 警示灯远程控制 

4 机器人的示教与编程（史陶比尔） 

5 基于示教器的机器人用户界面设计 

6 机器人的远程控制（史陶比尔） 

7 多功能机器人工作站设计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8 机器人视觉定位应用 

9 ABB 机器人的 IO 通信 

10 ABB 机器人的程序数据 

11 ABB 机器人编程 

12 ABB 机器人的硬件连接 

13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14 三维球的操作与环境搭建 

15 机器人搬运与码垛 

16 工业机器人写字 

17 多工艺生产线之自动下料 

18 多工艺生产线之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 

19 加工工艺仿真 

20 视觉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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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序号 项目 

21 装配入库 

22 工业机器人轮毂制造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考证 

23 PLC 组态 

24 Hmi 编程 

25 西门子 PLC 指令 

26 PLC 工艺对象控制 

27 西门子变频器控制 

28 西门子 MODBUS 通讯 

29 相机基础编程 

30 产线机器人程序设计 

31 码垛工作站实现 

 

4.2.2 实训教材按照项目化编写，体现职业标准 

实训中心核心课程选用的教材如表 8 所列，其中的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工

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有自编教材，如图 11、图 12、图 13 所示。 

教材基于工作过程和项目化编写，教材内容和课程网站相呼应，重点难点配

有教学视频或仿真，其中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正在按照活页式教材的形式

重新编写，新的编写风格如图 14 所示。 

               

    图 11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图 12 《自动化生产线组建与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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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工业机器人仿真实训指导》自编教材 

 
图 14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内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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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实训内容有配套的网络教学资源 

实训中心可以开设的部分项目如表 9 所列，对应的课程均建有网络课程如表

8 所列。 

以课程《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对应的实训项目 1“灯控界面设计”为例，

它对应的网络资源如图 15 所示，具体有课件、案例程序、练习和教学视频。 

 

图 15 实训项目“灯控界面设计”配套的网络课程资源 
 

五、运行管理 

5.1 创新投入体制 

5.1.1 探索“厂中校”体制 

2019 年与美的签订“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示范工厂建设项目合作

协议”，示范工厂的建设经费由双方共同支出，总投入 1 亿多元，其中亚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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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2 千多万元，美的方投入 8 千多万元。2020 年示范工厂建成并获评“世界

灯塔工厂”，该示范工厂成为学生进行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技术参观、实习的

校外基地。 

2016 年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为师

生提供 MES、工业机器人技术参观与应用实训，万和方面还会选派资深工程师作

为指导老师，学校方则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及优质毕业生员工。 

2021 年与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该基

地成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中心的校外 1+X 职业技能鉴定实训基地，可以接

受学校学生到该基地进行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 X 证书的实践培训，企业提供技

能鉴定设备及讲师，学校只需要支付较少的培训费用。 

5.1.2 探索“校中厂”体制 

2014 年与美国通用电气（以下简称 GE）联合共建“GE 智能平台-自动化系统

集成实验室”，设备总价值为 4300 多万元，根据 GE 大学计划的政策，学校最终

只支付大概 10%的费用，合计 460 万元。智能平台承担了学生培养、服务地方产

业的义务，同时学校有向企业优先推荐优秀毕业生的义务。 

2017 年获得华航唯实、ABB、新时达工业机器人领域职业教育合作项目——

应用人才培养中心，企业赞助价值 500 万的软硬件资源。 

与地方机器人龙头企业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利迅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公司

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企业在校内建设校内实训基地，提供设备、教学资源、企

业培训教师等资源，学校则优先为合作企业输送优秀毕业生，校企形成长效合作

机制。 

5.1.3 校企一体，建设校内工业 4.0 示范基地 

亚琛中心在顺德职院校内建设了研究中心大楼，里面正在建设一条工业 4.0

示范产线，还将进驻若干先进智能制造企业。工业机器人技术作为工业 4.0 中的

重要技术，实训中心与应用中心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的作用，亚琛中心作

为实训中心的重要延伸。实训中心新增的两个 1+X 证书考核点（工业机器人操作

与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设置在亚琛中心大楼内。 

实训中心还包括了“广东省数字化工厂工程中心”，与“智能工厂应用技术

公共实训中心”强强联合，践行“平台依托、项目纽带、产科教融合”的产教融

合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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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校企合作 

学校与企业在技术咨询、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合作，签订技术服务合

同或者校企合作协议，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 

中心指导老师与企业在开展社会服务中也建立了产教融合基地，如在 2016

年设计、实施万和集团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项目的过程中建设了广东万和

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成为老师、学生的校外实训基地。 

2021 年与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该基

地成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公共实训中心的校外 1+X 职业技能鉴定实训基地，如在本

学期接收 2019 级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100 多学生在该基地进行工业机器人操作

与运维 X 证书的实践培训。 

与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利迅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劳佰得机器人有限公司等

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相互建立了实训基地并挂牌，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

合作，试图形成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与行业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合作关

系并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5.3 管理制度 

5.3.1 基地管理制度 

在基地管理制度方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印发了《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

学类建设（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运行管理办法》、《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准入制度》，用于管理校内

实训场所；另外还印发了《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顶岗实习管理规定》，用于管理校

外实训基地。 

5.3.2 经费专款专用 

在经费使用方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印发了《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类

建设（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修订）》、《顺德职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践教学经费管

理办法（修订）》，另外学校实行经费预算制度，在上一年度末，要求二级学院做

好实践教学经费预算，并按照预算实施。 
智能制造学院还利用耗材申报系统（原电信学院开发）进行耗材申报管理，

老师根据教学的需要提前在系统中进行申报，将实践经费专款专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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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绩效 

6.1 学生实训 

实训中心 4 大核心课程每学年可以开设的实训项目有 31 项，具体如表 9 所

列，本处重列于表 10。 

表 10 实训项目列表 

课程 序号 项目 

工业机器人系统设计 

1 灯控界面设计 

2 基于 PLC 的警示灯控制 

3 警示灯远程控制 

4 机器人的示教与编程（史陶比尔） 

5 基于示教器的机器人用户界面设计 

6 机器人的远程控制（史陶比尔） 

7 多功能机器人工作站设计 

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8 机器人视觉定位应用 

9 ABB 机器人的 IO 通信 

10 ABB 机器人的程序数据 

11 ABB 机器人编程 

12 ABB 机器人的硬件连接 

13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与仿真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 

14 三维球的操作与环境搭建 

15 机器人搬运与码垛 

16 工业机器人写字 

17 多工艺生产线之自动下料 

18 多工艺生产线之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 

19 加工工艺仿真 

20 视觉贴标 

21 装配入库 

22 工业机器人轮毂制造生产线 

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考证 

23 PLC 组态 

24 Hmi 编程 

25 西门子 PLC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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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序号 项目 

26 PLC 工艺对象控制 

27 西门子变频器控制 

28 西门子 MODBUS 通讯 

29 相机基础编程 

30 产线机器人程序设计 

31 码垛工作站实现 
 

实训中心每年承担的学生实训大概为 8600 人日（此处以每个班的人数为 50
人统计），具体如表 11 所列。 

 
表 11 学生实训情况 

课程 专业 人数 课程日 小计（人日） 
智能制造系统

仿真、设计与

调试 

工业机器人技

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 

200 8 1600 

工业机器人系

统设计 
工业机器人技

术 
100 10 1000 

工业机器人现

场编程 
工业机器人技

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电气

自动化技术 

300 10 3000 

工业机器人离

线编程 
工业机器人技

术，机电一体

化技术、电气

自动化技术 

300 10 3000 

工业机器人应

用编程考证 
工业机器人技

术 
100 10 1000 

   总计（人日） 8600 
 

6.2 技能竞赛 

依托实训中心，近 3 年举办的技能竞赛如表 12 所列，共 13 项，其中省级 10

项，校级 3 项，2020-2021 共 7 项，其他年度各为 3 项，每个学年举办的次数都

大于 2 个。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机器人比赛，据不完全统计，2015~2021 年学生共获得 25

个奖项，其中最近 3 年共获得 14 项，每年有 4 队以上的学生获得奖项，部分获

奖情况如表 13 所列，佐证材料见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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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近 3 年技能竞赛承办情况 
序号 年度 赛项 级别 备注 

1 2018-2019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

与实施 
省级  

2 2018-2019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 
省级 

该赛项在每个

参赛校都会设

立分赛场 

3 2018-2019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第

一届机甲战车大赛 
校级  

4 2019-2020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

与实施 
省级  

5 2019-2020 
广东省大学生电子设

计大赛 
省级 

该赛项在每个

参赛校都会设

立分赛场 

6 2019-2020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第

二届机甲战车大赛 
校级  

7 2020-2021 网络系统管理 省级  

8 2020-2021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

控制技术 
省级  

9 2020-2021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

与实施 
省级  

10 2020-2021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省级  
11 2020-2021 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 省级  

12 2020-2021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 
省级 

该赛项在每个

参赛校都会设

立分赛场 

13 2020-202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第

三届机甲战车大赛 
校级 

该赛事每年 12
月举行，现正

在筹备中 
 

表 13 学生竞赛获奖情况 
时间 比赛项目 获奖等级 参与学生 指导教师 

2015.07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国家二等奖 
郭其鹏，吴寿

勇，戴健新 
王鸿博，黎永

浩 

2015.07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省二等奖 
郭其鹏，吴寿

勇，戴健新 
王鸿博，黎永

浩 

2015.07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省三等奖 
方富堂，劳惠

鹏，李佳 
余志鹏，王鸿

博 

2016.05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国家二等奖 
梁有坚，殷春

景，汤儒勤 
王鸿博，黎永

浩 

2016.05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省一等奖 
梁有坚，殷春

景，汤儒勤 
王鸿博，黎永

浩 

2016.05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省一等奖 
朱锐兴，莫傲

龙，程为灿 
王鸿博，黎永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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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比赛项目 获奖等级 参与学生 指导教师 
2016.12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 全国三等奖 何嘉琪，何勇 余志鹏 

2017.11 智能制造应用技术 
行业竞赛全

国一等奖 
张立钦，卓邦

远，樊观健 
邓霞，操建华 

2017.12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 全国二等奖 
何衍鹏，潘耀

新 
余志鹏 

2018.05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全国技能竞

赛一等奖 
王世华、王耿

标、简永熙 
余志鹏、吴锦

麟 

2018.06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

与集成技术 
省三等奖 

区柏源，李家

兴，陈洲 
邓霞，易明 

2018.06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

与集成技术 
省三等奖 

卓邦远，陈立

钦，廖家锐 
邓霞，易明 

2019.01 
低成本机器人工作站

电气控制系统实验装

置的设计 

攀登计划重

点项目 
许铭灏 蔡泽凡等 

2019.03 嵌入式产品开发 
广东省技能

竞赛三等奖 
陆雪梨、陈学

锋、陈桂璇 
余志鹏、吴锦

麟 

2019.05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

与集成技术 
全国技能竞

赛三等奖 
张立钦、雷竣

彬、刘福鑫 
邓霞、易明 

2019.05 
共享型机器人工作站

电气控制实训系统 
挑战杯广东

省三等奖 
简永熙等 蔡泽凡等 

2019.09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技能大赛 
广东省三等

奖 
张力文 王丽杨 

2019.09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技能大赛 
广东省二等

奖 
蔡泽凡  

2019.11 电子设计大赛 
广东省一等

奖 
张梦麒 郭泽

彬 陈桂璇 
蔡泽凡、牛俊

英、王思宏 

2019.11 电子设计大赛 
广东省三等

奖 
陈学锋 陈琼

升 林炜俊 
牛俊英、蔡泽

凡、王思宏 

2020.01 
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

技术 

金砖国家技

能竞赛省三

等奖 
陈丹旭等 

宋海生、蔡泽

凡 

2020.01 
基于无线技术及编码

技术的射击对战系统

的设计 

攀登计划一

般项目 
陈家铭等 蔡泽凡等 

2021.06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

控制技术 
广东省技能

竞赛一等奖 
庄涌源、黄仔

龙 
蔡泽凡、牛俊

英 

2021.06 
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

控制技术 
广东省技能

竞赛一等奖 
温思杰、梁志

君 
牛俊英、蔡泽

凡 

2021.07 
基于无线技术及激光

编码技术的移动射击

对战系统的设计 

挑战杯广东

省二等奖 
庄涌源等 蔡泽凡等 

32 
 



6.3 职业培训和鉴定 

近 3 年来开展的培训共有 17 次，培训人数为 466 人，由于疫情的影响，最

近 2 年培训次数减少，但是每年还是不少于 2 个，具体请如表 14 所列。 

实训中心从 2020 年开始建设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

1+X 证书考核点，从 2021 年 9 月开始为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学生开展工业机

器人应用编程 1+X 证书鉴定，共计 100 人。 

表 14 近 3 年培训清单 
序号 培训项目 时间 参加人数 佐证材料 

1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4.1 35 签到表、照片 

2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4.14 26 签到表、照片 

3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4.21 21 签到表、照片 

4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5.6 35 签到表、照片 

5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5.12 15 照片 

6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5.27 29 签到表、照片 

7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7.1 24 签到表、照片 

8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8.7.21 22 签到表、照片 

9 智造•精益道场能力素质提升 2019.5.04 10 照片 

10 工业 4.0 研讨会 2019.06.21 50 照片 

11 
智能制造与 MES 的发展与实践

讲座 
2019.7.1 20 照片 

12 
数字化闭环重构传统制造的竞

争力 
2019.07.03 60 照片 

13 
工业工程及精益改善方法实务

培训 
2020.05.14 30 照片 

14 六西格玛绿带认证培训 2020.06-12 30 照片 

15 
低成本智能自动化（LCIA）师资

培训 
2021.01.11-15 25 照片 

16 松下机器人培训 2021.01.22-25 20 签到表、照片 

17 泰科机械制图与机械基础培训 2021.08.17-27 14 签到表、照片 

合计   466  

 

6.4 技术服务 

6.4.1 基地与平台建设 

建设中心或平台 4 个，基地 5 个。 

顺德职院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共建了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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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咨询、培训、教学、孵化等 7 大功能，顺德职院方面由智能制造学院牵头建

设，与公共实训中心起到互相支撑配合的作用。 

以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作为依托，获得了广东省数字化工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佛山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行业企业合作创建了智造•精益道场，作为师生、企业人员进行工业工程

培训的重要场所。 

与广东万和、佛山华数成立了“双师型”培训基地。 

与隆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利迅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劳佰得机器人有限公司等

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相互建立了实训基地并挂牌，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

合作。 

6.4.2 技术服务 

最近三年，实训中心团队成员主持或参与的部分横向课题如表 15 所列，共

13 项，累积到帐经费 705.227 万，年均 235 万。 

表 15 部分横向项目一览表（累积到帐经费 705.227 万） 

序号 项目名称 合作单位 
到帐经费 
（万元） 

立项时间 主持人及参与人 

1 工厂制造执行系统

（MES）项目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374.507 2016-2019 杨小东，蔡泽凡

等 

2 
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

用研究中心示范工厂 
建设项目 

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 
300 2019.03.29 王鸿博，宋玉宏，

蔡泽凡等 

3 B/S 框架全功能接口开

发产学研合作协议 
佛山市顺德区络科软

件有限公司 
1 2018-05-21 余志鹏 

4 全自动毛刷头点胶机

的研制 
佛山市汉智电子有限

公司 
2 2018.05.21 李景照 

5 高效自动立式绕线机

的研发 
佛山市顺德区纵奇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 2018.06.20 余志鹏 

6 快热式电热水器及电

壁挂炉研究开发 
佛山市顺德区基诺德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 2018.10.10 蔡泽凡 

7 
落线机储线容量提升

技术的研究开发产学

研合作合同 

佛山市广意永雄机械

有限公司 
1 2018.11.01 蔡泽凡 

8 
海量 3D打印教育大数据模

型集成及设计加工测试 

布鸣特（佛山）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0 2019.05.07 蔡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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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合作单位 
到帐经费 
（万元） 

立项时间 主持人及参与人 

9 河湖水下清淤机器人研发 
广东金松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 2019.06.25 蔡泽凡 

10 超声波传感系统设计 
广州嘉晨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3 2020.05.12 蔡泽凡 

11 

全自动绷网机实时生

产数据上云采集系统

开发及产学研合作协

议 

佛山市顺德区广楹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 2020.10.27 余志鹏 

12 
汽车喷油嘴（GDI 类型

和普通型）模拟仿真测

试系统研发 

广州市韩泰客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 
5 2020.10.20 蔡泽凡 

13 GSK 机器人培训及其

人才评价研究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

限公司 
4.72 2021.01.12 杨小东 

合计 705.227   
 

七、建设成果和贡献 

7.1 人才培养成果和贡献 

以国际合作的亚琛中心、省市工程研究中心、高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作为突

破口，引入国际领先、国内亟需的先进制造技术作为课程内容；依托平台开展技

术应用与项目推广，培养专兼职教师团队；带领学生参与企业升级改造项目实施，

实施学生研究计划（SRP），从而形成了“平台依托、项目纽带、教学科研相结合”

的高职制造类人才培养机制。经过 3 年研究，5 年实践，该成果获得广东省教学

成果特等奖“平台依托、项目纽带、科教融合——制造类产业高端化高职人才培

养探索与实践”。 

依托实训中心，近 3 年举办的技能竞赛共 13 项，其中省级 10 项，校级 3 项，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机器人比赛，据不完全统计，2015~2021 年学生共获得 24 个

奖项，其中最近 3 年共获得 13 项。其中，机甲战车大赛是由中心一手策划而成

的科技竞赛，全省技能竞赛属于精英赛事，每个赛项每个学校仅有少数的学生参

与，而本赛项则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该项赛事旨在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和科技

竞赛的兴趣，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机甲战车大赛已经举办了两届，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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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筹办第三届，由于其具有很好的新颖性、趣味性和科技性，每年都吸引了近

100 支队伍参加，参与人数近 600 人，对本校的科技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该赛项成为了本校科技节的明星项目。 

7.2 社会服务成果和贡献 

最近三年，实训中心团队成员主持或参与 13 项横向课题，累积到帐经费

705.227 万，年均 235 万。 

2019 年亚琛中心与美的签订“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示范工厂建设

项目合作协议”，实训中心的多位成员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美的马龙微波炉示范工

厂的建设，总投入 1 亿多元，其中亚琛中心投入 2 千多万元，美的方投入 8 千多

万元。2020 年示范工厂建成并获评“世界灯塔工厂”，该示范工厂也成为学生进

行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技术参观、实习的校外基地。 

2016 年，由实训中心成员杨小东带领的团队通过竞标获得广东万和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项目的设计与实施，项目总经费 862 万元，

经过近 2 年的建设，共为万和集团 4 个分厂实施了 MES 项目，助力万和集团的

数字化转型，成功评上广东省智能制造示范点。 

7.3 成立多个平台，积极开展社会培训 

以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作为依托，成功获建广东省数字化工厂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佛山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行业企业合作创建了智造•精益道场，作为师生、企业人员进行工业工程

培训的重要场所。 

在中心和平台开展智能制造相关建设和技术服务的基础上，顺德职院和德国

亚琛工业大学共建了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与公共实训中心起到互相

支撑配合的作用。 

依托这些平台和中心，中心近 3 年来开展的培训共有 17 次，培训人数为 4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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