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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书

（企业填报）

申请设站单位全称 ：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91320105MA1YA1RX9G

单 位 所 属 行 业 ： 建筑业

单 位 地 址 ：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

号 01幢 07层

单 位 联 系 人 ： 傅 瑶

联 系 电 话 ： 18120197887

电 子 信 箱 ： vip@shendi.org.cn

合 作 高 校 名 称 ： 东南大学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制表

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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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小型建筑

业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优 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万） 730.16

专职研发

人员(人) 30 其中
博士 6 硕士 10

高级职称 6 中级职称 10

市、县级科技创新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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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

究院
新型研发机构、市级 南京市科技局 2019

南京市装配式地下结构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级 南京市科技局 2017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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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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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

纵向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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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为江苏东合南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和南京建邺区人民政府共同成

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与依托单位东南大学一直保持深度的合作关系，主要合作项目如下：

一、项目名称：地下工程和深基坑测量机器人及安全检测监管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立项时间：2019 年；合作单位：东南大学

研制的测量机器人作为一个自（或远程操控）行走于地下工程和深基坑的测量集成

平台，应集成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测量传感器，完成目标识别与跟踪、自定准、自动测

角与测距、数据记录与传输等任务。研制的地下工程和深基坑安全监测监管系统通过对

原始监测数据的实时处理,运用数学模型和回归分析、差异分析等数理方法对采集到的各

类数据进行数字化建模分析,形成各类变化曲线和图形、图表,具有形式多样的实时报警

功能,对问题工程进行追踪处理,落实工作责任制,建立地下工程和深基坑安全监测监管

的预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工程及周边建筑物、管线隐患,预防事故发生,实现管理手段上

从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和过程中监管的双转变。

已经申请发明专利 5项，正在申请 4项。

二、项目名称：和东南大学人才团队共建《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究院》；立项时

间：2019 年；合作单位：东南大学；批准单位：南京市科技局

2019 年 4 月，江苏东合南岩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南大学人才团队、建邺高新

区管委会三方签订了“南京绿色地下智能建造技术研究院共建合作”协议，并于 2019 年

7 月通过南京市科学技术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和新型研发机构备案。主要研发项目包括地

下工程和深基坑安全监测监管预警系统的研发、工程勘察大数据系统的建立和应用、新

型智能桩工设备的开发和集成、自动焊接机器人、背包式移动测绘机器人（应用领域应

用领域：地铁、隧道巡检，以及人防地下室三维建筑重构等）、绿色装配式集成化移动房

等。

已经申请软件著作权 12 项，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7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以及国际

PCT 专利 4项。参与中国工程标准化协会《建筑基坑自动化监测技术规程》等 3项。

三、项目名称：一种基于轮式移动机器人轨迹跟踪的混合控制方法等 3 件专利成果

转化，立项时间：2020 年；合作单位：东南大学；批准单位：南京市科技局

我司与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费树珉团队深入合作，将东南大学三项发明专利进行了

成果转化，分别是：一种基于非连续性指示符的图像局部结构自适应复原方法、一种视

频检测地板正反面的方法、一种基于轮式移动机器人轨迹跟踪的混合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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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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地下空间工程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坑自动化监测；地下空间工程监

测与监控；工程安全检测评估；物联网传感器研发；建筑工业机器人、测量机器人研发、

销售；地下空间新技术推广、技术转让；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提供高新技术企业孵化服务；科技中介；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

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等。

公司技术团队 30 人，专业涵盖自动控制、机器人、机械、电子、大数据、施工管理

等，博士 6名、硕士 10 名、高级职称以上 6名、中级工程师 10 名。同时公司组建了蔡

钟业、彭建华等 30 名行业顶尖专家智库，均为正高职称、注册岩土、注册结构等，包括

省市质安库专家、危大工程评审专家、审图中心专家、大数据专家、硬件专家以及扬子

杯和鲁班奖评委等。

东南大学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控制系、机器人工程系）能够安排 5 名导师参

与工作站研究生指导和管理，其中教授、博导 3人，副教授 、硕导 2人。

其中研究生工作站企业负责人李仁民：46 岁，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岩土

工程师，任研究院执行院长。南京市危大工程评审库专家、南京市顶尖专家、南京市产

业链创业导师、江苏省“333”人才，科技部人才、中组部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获省级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参编

中国工程标准化协会《钢板桩支护技术规程》等 10 余项。

研究生工作站高校负责人章国宝：博士、教授、博导，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控制工

程研究所所长、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数字信号处理及智能控制

技术的研究与教学，承担了一大批包括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省部级和企事

业单位委托的科研项目，发表SCI、EI 收录论文60余篇，获批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南京深地智能建造技术研究院现有办公场地 1500m2，合作单位江苏东合南公司拥有

南京市装配式地下结构工程技术中心，正在筹建省级装配式地下结构工程技术中心。在

南京市江宁区陆郎镇生产加工和试验场地 10000m2，可用于钢结构加工、生产、室内试拼

装、仓储，自主开发设备的生产、组装和调试，相关岩土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工艺的试

验基地。

公司拥有可程式恒温恒湿箱、工业鼓风干燥箱、电动立式单柱测试台、DZF 真空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81%94%E7%BD%91%E4%BC%A0%E6%84%9F%E5%99%A8/38126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96%B0%E6%8A%80%E6%9C%AF%E4%BC%81%E4%B8%9A/367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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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箱、2XZ-2 型旋片式真空泵、便携式无线电烙铁、电流钳、热风枪、万用表、直流稳

压电源、数字示波器、激光测距仪、电烙铁恒温焊台、测量机器人、天宝(Trimble )S

系列全站仪、水准仪、多功能采集器等检测设备，为地下工程的施工、现场测试、地下

特色技术的实施与推广奠定了雄厚的实践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依托技术支持单位东南大学拥有“东南大学复杂工程系统测量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江苏省城市地下工程与环境安全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土木工程材料重点实验

室”和“东南大学地下空间技术研究生创新平台”等高水平实验平台和学校现代分析与

计算中心，拥有试验所需的全部测试仪器和数值模拟计算设备及微观分析设备。各单位

通力合作，保证项目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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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遵守《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研发和安全等日常

教育管理；

（2）为进站研究生提供办公室、电脑、上网等设备。办公室有空调，饮水机，图纸打印

机，为做科研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且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为进工作站的人员交纳必要

的社会保障费用，如医保、意外人身伤害保险等；

（3）本所对进站研究生所安排的研究方法与工作内容与其毕业课题密切结合；

（4）为进站研究生提供以下生活保障：为进站工作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不低于每人

每月 2000 元、1000 元的在站生活补助。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一、入站研究生主要课题

课题一：管桩自动焊接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

（1）搭建当前应用场景下的两个电机的控制模型；

（2）搭建的电机控制模型实现控制算法测试与仿真；

（3）管桩自动焊接机的样机试制；

（4）现场焊接实验，测试评估并优化焊接效果；

课题二：地下移动测绘机器人的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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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移动空间测绘机器人的结构设计以及系统搭建；

（2） ROS系统下数据采集、匹配算法；

（3）利用PCL点云库相关算法完成点云稀疏、滤波及三维模型的构建；

（4）地下移动测绘机器人工程测试。

二、导师进站工作职责

（1）在站研究生实行在校导师和企业导师相结合的双导师制；

（2）校内导师应积极与校外导师密切合作，根据企业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及培养人才的需求，

负责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学术指导、论文审定。经常保持与校外导师的联系与沟通，定

期到企业检查、指导进站研究生的研究工作；

（3）校外导师根据企业所需解决的工程技术问题，负责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实践环节、

工作安排、现场学术指导、学位论文的初审；

（4）校内导师和校外企业导师应及时研讨解决研究生科研中出现的问题。

三、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方案

（1）拟进入工作站的研究生，应按培养计划完成规定学分，原则上必须在第一学年内修完培

养计划制定的全部课程，在第一学期末 7-9 月份进入工作站；

（2）在站研究生可在校内或所在企业参加培养计划中要求的学术活动，并完成相应的学术活

动学分；

（3）在站研究生必须遵守所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企业组织的有关活动；

（4）在站研究生接收企业的考核，作为参加各种奖励评选，包括在站生活补助的重要依据；

（5）进站研究生必须遵守校企协议的有关规定，定期向导师汇报，按时完成学校的相关考核；

（6）进站研究生可在校内或工作站完成开题、中期考核等工作。在站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

必须返回学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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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单位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高校所属院系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高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