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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丨+1 + N ”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结构框架 

Fig. 1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w 1 +1 + innovative technical 

skills service platform of intelligent molding

1 “需求导向、资源整合”构建“1 + 1  +

N”平台

瞄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及西部装备制造业 

发展需求，在中国铸造协会、机械行指委的指导下, 

依托学院牵头组建的机械行业材料成型与控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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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机”，锤炼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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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围绕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针对高职学校科技创新短 

板，通过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开展合作，聚集装备领域高层次人才，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构建了“1 +1 + N”智能成 

型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服务于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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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4Two Machines" , Extracting Intelligent Molding Technology 
and Skill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LI S h a ,Z H A N G  Z h a n y in g ,W A N G  Ju

(School of Material Engineering,Shaanxi Polytechnic Institute,Xianyang 712000,China)

Abstract:Material form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y major around the “ two machines” key parts production technology. Aiming at 

the shortcom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

ments,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gathering high - level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equipment and gathering high - quality re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 1 + 1 + N” intelligent molding technology and skill innovation service platform has been constructed to 

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441 + 1 + N * ； innovative technical skills service； intelligent molding； collabora

tive research

我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群瞄准装备制 

造业（航空、航天）高端产业技术技能复合人才需 

求，聚焦“两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零部件智 

能成型等关键技术[1]，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产业 

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打造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创新服 

务平台，提升技术技能创新服务能力，补齐高职学 

校科技创新短板[25]，面向区域内航空航天、增材制 

造、钛合金深加工等高端产业开展新技术研发、智 

能成型技术推广、新产品试制、中小微企业技术升 

级、人力资源培训等服务，支撑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服务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3

术职业教育集团、陕西省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 

团，以集团内320多家企业技术工艺和产品研发需 

求为牵引，聚集一批装备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汇聚 

国内外优质资源，围绕国家“两机”重大专项关键零 

部件生产技术，构建“1 +1 + N”智能成型技术技能 

创新服务平台结构框架，即：一个理事会管理机构, 

一个专家智库咨询机构，N 个技术研发中心，如图 

1。出台了《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理事 

会章程》《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管理办 

法》等5 项制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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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Fig. 2 Productive training base jointly built by this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

2 . 2 瞄准技术高端，多方协同攻克智能成型关键技 

术难题

依托钛合金技术等4 个技术研发中心,先后与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工大超晶 

科技等27家科研院所和高科技公司合作，参与并完

成了飞机发动机空心叶片设计及制造科技攻关项 

目等百余项各类项目，如图3。引导700余名学生 

以参与研究项目和课题的形式培养其研究能力，践 

行“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为服务“中国制 

造2025”战略做出陕西工院的贡献。

供暖用膨胀节机器人焊接工艺改造 

高铁挂网零部件表面防护技术 

3D打印用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制备技术 

飞机发动机空心叶片设计及制造 

航天发动机涡轮成型工艺

50 kg级高纯净钛铝合金母合金专用 
真空自耗熔炼炉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先后完成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的TiAl合金 
铸锭制造工艺研宄等技术服务项目6项 

►申报咸阳市级以上课题10余项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 
>• 为企业培养钛合金制备技术人才280余人 
> 引导30余名学生以参与研究项目和课题的 
形式培养其研宄能力

新型钛铝合金替代镍基髙温合金

航空单台发动机可减重200 kg左右， 
能大幅度提高发动机的推重比

铝合金变速箱箱体试制 

某出口产品的三维扫描检测

机械行业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职业教育集团 
陕西省装备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协同育人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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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平台管理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研发中心主任负 

责制，各研发中心独立运行，对理事会负责。

2 “项目牵引，协同创新”服务“两机”

关键零部件生产

2 . 1 瞄准产业高端，校企共建“5G + 智能成型”实 

训基地

按照“产品生产+ 技能培养+ 技术研发”的功 

能定位，集成“5G、3D 打印、智能控制”等创新技术， 

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宁夏共享集团深度合作共

建“5G +智能成型”实训基地，宁夏共享集团负责部 

分设备投人及生产性实训基地的产业化运行、技术 

迭代，学校负责场地及部分设备投人，实现校企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依托实训基地，以航空发动机 

叶片等真实产品生产为载体完成增材制造技术等 

项目或课程的现场和远程教学任务；为法士特集团 

等企业提供铝合金变速箱箱体试制、员工培训、技 

术攻关等服务，满足企业产品研发、技术技能创新 

和企业培训的要求，支撑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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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技术研发中心成果

Fig. 3 Achievemen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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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瞄准人才高端，前沿技术反哺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

对标高端企业智能制造技术、生产线控制、产 

线运行维护等岗位人才需求，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等课题中的“互联网、5G、 

3D 打印、智能控制技术、绿色智能铸造”等新技术、 

新工艺融人教学改革，校企联合开发了钛合金加工 

技术、3DP智能制造技术等5 门核心课程，6 本项目 

化、活页式教材，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为载体，以项 

目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为考核点，在“科研+学业”双 

导师的指导下，引导学生学习产业前沿技术，培养 

学生解决企业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紧密对接人才 

链和产业链，为行业输送高端急需人才，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

3 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效显著

3 . 1 新添“国字号”技术研发中心3 个

两年来，与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等6 家高端企业围绕“两机”关键技术共建 

国家级材料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先进成型技术 

与装备西部智能成型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智 

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等“国字 

号”技术中心3 个（如图4 所示），申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1项，参与起草增材制造领域国家标准1项、 

行业标准4 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标准1项，智 

能成型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核心能力凸显。

术与装备S 3T1点实时

技术研发中心

国家管能铸進产业创新中心

丨合示范基地

〇 - 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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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新建的技术研发中心

Fig. 4 The new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3 . 2 团队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两年来，汇聚装备制造高端人才12名，引进技 

能大师3 人，博士研究生7 人，产业教授2 人，2019 

年荣获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服务先进制造专业 

领军团队荣誉称号。团队主持“ T iA l合金铸锭均匀 

化生产工艺研究”等省级科研课题6 项，承担西安 

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 

科研院所及中船重工陕柴重工横向科研项目30项,

在 T i合金制备、柔性玻璃生产、增材制造技术等领 

域获得国家专利20项，其中“电塑性挤压钦合金棒 

材微观组织的均匀化机理及调控方法”项目获批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荣获1项省级高 

等学校科学技术奖、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三 

等奖、咸阳市青年科技奖，挂牌咸阳市渭城区钛合 

金特色产业专家工作站，如图5 所示。

r J" ■ _ “屬tQgpg 顚 轚穴簡 ^

a虐拳• ： r 拿， •«ii 鸚霉：iimauaii 罐蠢•MMNtfUMnMHt«
a. mm. t -m. mm%. ■»
[ •〇t 〇C _ _ K H a i ；E _ M l f t 9  靈穴窗

丨w城 区 持 色 产 业奪家工 作 站  
集中授牌仪式

术掌鱗iW H W 莩院

9USW通格术特€̂ 产:!!?•*工作站

图 5 钛合金技术研发中心的获奖和专家工作站的成立 

Fig. 5 Award and expert workstation establishment of titanium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3 _ 3 科研成果项目转化取得重大突破 实施成果转化（如图6 所示），项目总投资达2 亿

我校侯延升博士团队研发的“折叠显示器用柔元，目前已完成产品f 制进人生产阶段，预计形成 

性玻璃”项目6 项专利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成功年产30万片折叠显示屏柔性玻璃盖板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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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新增销售收入5亿元，新增利税3 500万元。

山东柔光新材料有限公司超薄柔性玻璃项目举行窑炉点火

图 6 侯延升博士的科研成果转化投产 

Fig. 6 Trans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Dr. HOU Yansheng

3 . 4 学生技术技能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

依托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平台，7〇〇余名在校生 

参与飞机发动机空心叶片设计及制造等34项科技 

攻关项目、3D 打印用高品质Ti- A I合金制备技术研 

究等40余项科研项目、高铁变阻器异种合金激光焊 

接工艺研发等30余项企业实际生产问题，践行“研 

学用” 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创意规划70余 

项，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技术技能创新能力。学生创 

新项目先后荣获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1项，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1项。

4 结论

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及西部装备制造业 

发展需求，我院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专业群瞄准产 

业高端、技术高端、人才高端，与地方政府、行业、企 

业紧密合作，聚集装备领域高层次人才，汇聚国内 

外优质资源，构建“ 1 +1 + N ”智能成型技术技能创 

新服务平台。提升技术技能创新服务能力，补齐高 
职学校科技创新短板，为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区 

域经济发展持续输送行业高端急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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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充填与补缩工艺定量设计理论与实例》是西安理工大学均

衡凝固技术科研成果的汇编，被列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 

目，编号1-1-5-3。汇编共分6章 ：第一章铸铁件均衡凝固与有限补 

缩。第二章铸铁件冒口补缩设计。第三章浇注系统当冒口补缩设计 

方法。第四章浇注系统大孔出流理论与设计。第五章铸钢白口铸铁 

铝钢合金铸件的均衡凝固工艺。第六章铸件充填与补缩工艺定量设 

计实例。可用于铸件浇注系统，冒口补缩系统的定量设汁，包 括 浇 ， 

口、冒口的位置、大小、个数，冷铁的放置。也可用于对已有铸件浇 

口、冒口设计的定量评估，及对已产生的铸造缺陷的分析与防治。浇 

口、冒口的开设要防止几何热节、接触热节、流动热节的重合；在冒 

口颈处放冷铁消除冒口根缩孔、缩松缺陷；控制浇口截面比实现垂直 
分型等压等流量设计等技术，通过生产实例给予展现，可供生产应用

参考。汇编邮购价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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