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南京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anjing Tech University）成立于2013年10月，主要围绕

人工智能领域中有关智能制造、智能系统及机器人等领域展开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以及面向国家需求重大关键技术的研究。主要研究方

向：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智能传感、信息系统和智能控制等。

南京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智能系统及机器人
实验室

本研究所是南京工业大学直属的人工智能研究实体机构，同时也是江苏省工业装备制

造与数字控制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绿色智能制造工程研究中心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的

组成单位，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运动检测专委会的依托单位。未来将面向国家需求和学术

前沿，进一步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不断开拓进取，力争涌现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

成果，应用研究有重大发明创新，对产业发展起引导作用，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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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研究所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7人，讲师3人，博硕士研究生45人。研究队

伍中入选国防领域青年拔尖人才、江苏省杰青、江苏省双创人才、博新计划、省六

大人才高峰、江苏省双创博士、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等省部级以上人才计划9人次。

首席科学家：史建涛

所长：梅雪

副所长：冯李航、朱文俊

主要成员：Ryad Chellali、王莉、陈玉明、易阳、陈闯、穆宜敏、刘芃、张磊、岳冬

冬

科研项目：研究所成员近年来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9项（其中含重点项目1项，

面上项目3项，青年项目5项），GF基础科研重点项目1项，GF预研基金重点项目1项，

省部级项目等10余项，产学研横向课题30余项，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支撑。

研究成果：在权威SCI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40余

项，参编专著5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项等10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形

成了显著的产业化转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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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1——通用人工智能

主要研究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架构、认知推理、对齐调优与高效
训练方法，及其在自然语言、机器视觉、智能体（机器人）、群体智能、
多模态交互、科学计算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和软硬件解决方案



南京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研究方向2——AI场景增强与交互

主要聚焦VR/AR、工业元宇宙、教育元宇宙与数字孪生等沉浸、交互、
虚实融合特性，开展交互算法、深度视觉、肌电传感、手眼追踪、动作捕
获、意图理解等AI交互感知技术及其在工业、文旅、教育、医疗等行业的
应用研究。



研究方向3——类脑与仿人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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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神经计算、脑机融合、认知计算、自主决策规划、运动行为
表征等多模态AI感知与信息处理在类脑与仿人机器人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方向4——智能传感与感知计算

主要聚焦智能系统及机器人的感知、传感、计算、环境认知和理解等
关键技术，开展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物理或化学量的多模态传感技
术的研究。探索深度学习、强化学习、数据融合、边缘计算等AI感知计算
技术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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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5——智能控制与规划决策

主要聚焦智能控制与规划决策的自动化、优化、自适应和预测特性，
开展控制算法、强化学习、决策支持系统、预测模型、智能调度、路径规
划等智能控制与规划决策技术及其在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
能电网等行业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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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6——智能系统可靠性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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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智能系统的稳定性、鲁棒性、可维护性和预测性等运维特性，
开展故障诊断、健康监测、预测性维护、自适应控制等智能系统可靠性技
术及其在工业自动化、航空航天、交通运输、通信网络等行业的应用研究。



研究方向7——智能装备及机器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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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面向工业、电力、农业、医疗和国防等领域的服务及辅助作
业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运动控制、自主决策规划及其整机平台
设计研发。



研究方向8——数据驱动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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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未来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需求，重点开展
增材制造技术的网络协同、智能运维、数字孪生、柔性制造，以及人机物
融合、工业互联网系统、智能工厂系统等研究



近年来代表性科研项目：
• 江苏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布式雷达系统的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史建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复杂***类脑智能感知信息融合处理（史建涛）

• JKW173计划重点项目：复杂***类脑智能感知信息融合处理技术（史建涛）

• 国防预研基金重点项目：***感知与控制系统技术（史建涛）

• 国防基础科研重点项目：***故障诊断及故障趋势预测技术（史建涛）

• 国防预研基金项目：***智能信息挖掘技术（史建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分布式组网雷达系统的协同容错控制研究（史建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分布式组网雷达系统的间歇故障诊断研究（史建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速列车信息控制系统间歇故障实时诊断理论与方法（史建涛）

• 江苏省双创计划高层次人才项目：复杂条件下信息融合目标检测跟踪技术（史建涛）

•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分布式雷达系统的故障诊断研究（史建涛）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星球车协同穿越车轮力在线测试与迁移评价机理（冯李航）

• 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基于新型仿生鼻技术的新一代网格化环境检测技术（冯李航）

• 江苏省科技重点专项：空地协同智捷感知评估系统合作研发（冯李航）

• 江苏省自然科学青年项目：面向小型环境机器人的复杂地面通过性研究（冯李航）

•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人才项目：高精度动态车轮力传感器研究（冯李航）

• 江苏省双创博士人才项目：基于移动机器人的燃气发车车间日常巡检应急处理技术（冯李航）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预测不确定性下的高端制造装备维护决策优化研究（陈闯）

• 江苏省高等学校基础科学面上项目：不确定性下的高端制造装备剩余寿命预测与维护决策优化（陈闯）

• 中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分布式自适应优化与经济调度（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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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代表性科研项目（续）：
• 智能机器人与系统高精尖创新中心：视频序列中特定行为动作在线识别方法研究（梅雪）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口径光学元件位姿估计与装配方法研究（朱文俊）

• 江苏省自然科学青年项目：人机协作下基于动作意图在线预测的同步协作控制研究（易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pT量级条栅图案巨磁阻抗芯片传感机理及制备技术研究（穆宜敏）

•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表面条栅图案巨磁阻抗芯片传感机理及关键技术研究（穆宜敏）

• 江苏省普通高校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面上项目：高灵敏度低噪声条栅图案巨磁阻抗传感芯片研究（穆宜敏）

南京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

近年来代表性科技获奖：

• 国防技术发明二等奖（2022年，史建涛团队）

• 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2023年，史建涛团队）

• 中国自动化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23年，史建涛团队）

• 中国自动化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2021年，史建涛团队）

• 中国电子学会技术发明二等奖（2021年，史建涛团队）

•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2023年，史建涛团队）

•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2022年，史建涛团队）

• 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2020年，史建涛团队）

• 国防技术发明三等奖（2021年，史建涛团队）

• 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22年，史建涛团队）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技术发明一等奖（2021年，史建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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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员学术兼职：

• IEEE Senior Member（史建涛、冯李航）

• 中国自动化学会技术过程的故障诊断与安全性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自动化学会数据驱动控制、学习与优化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自动化学会可信控制系统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委员会委员

•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信号处理分会委员、力触觉感知与交互专委会委员

•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自抗扰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自动化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

• 中国自动化学会高级会员

• 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 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高级会员

• 中国电子学会青年科学家俱乐部成员

• 中国计算机学会人机交互专委会委员、智能机器人专委会委员

• 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机器人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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