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海洋工程学科夏令营宣讲 

2020年7月 



1 师资队伍 
 教授/研究员（11人） 

 副教授（19人） 

 讲师（2人） 
       海洋工程二级学科专任教师32名，其中正高10名，
副高20名，讲师2名。海外博士17人，占比53.125%；
海外引进21人，占比65.625%；境外籍教师1人，占比
3.125%。 



2  学科架构 
 学科负责人：贺治国（兼院长助理、海洋工程学系系主任） 

 研究所所长：贺治国，冷建兴 

 奖励/荣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立忠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朱嵘华 

国务院特殊津贴：朱嵘华 

求是特聘教授：程年生 

浙江省千人计划：程年生 

浙江省万人计划：赵西增 

浙大百人计划：Thomas Pahtz, 焦鹏程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贺治国(第二层次), 孙红月(第二层次)，刘鹏飞（第三层次） 

(海洋局)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胡鹏 

浙江省杰青基金项目获得者：贺治国，赵西增，胡鹏 

求是青年学者：贺治国，赵西增，胡鹏，Thomas，高洋洋，李薇，李莉 



3  实验设施 
     以国际一流水准要求满足各种海洋工程试验需求 

（1） 大型海工实验设施群：三池、六槽、一筒、一台 

消声水池 波流水池 操纵性水池 

  国内已建成投产的4座水池之一 

     设备最先进、性能最优 

  总投资：1631.38万元 

  承担“智慧水下直升机”等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2项 

 

  国内最大的港工水池之一，功能最齐

全（造波、造流、生潮、加砂、造风） 

  总投资：1448.5万元 

 一研究项目成果在 Nano Energy 发表 

  完成国合项目加纳MPS特马港实验 

  国内第二座，水深最大 

  总投资：2255万元 

  2019年9月全部完成 



3  实验设施 
（2） 大型海工实验设施群：三池、六槽、一筒、一台 

大型断面实验水槽 

折叠往返式水槽 

推移质直水槽 

精密实验玻璃水槽 

环形水槽 旋转水槽 

 国内最齐备、一流水准的海岸与近海工程实验装置群，已承担国家基金重点项目等10余项国家级课题 



3  实验设备 
（3） 大型海工实验设施群：三池、六槽、一筒、一台 

  国内同类型中性能最好的深海装备实验装置之一 
  总投资：3548.8万元 
  承担国家深海专项子课题样机测试 
     承担的台州中浮项目，填补了浮力块材料国内空白 

  国内唯一一台既可完全独立运行，又可联网协调工作 

  总投资：992.6万元 

 



4  海洋工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学科内涵 

为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及防灾减灾 

针对：河口、海岸、近海和深海的工程 

研究：海洋动力环境、工程与结构物、海洋岩土等系统及各系统之间相

互作用的基础理论与关键工程技术 

 传统学科设置 

船舶与海洋工程：偏重船舶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偏重海岸 

 专门的‘海洋工程’学科势在必行 

工程活动趋势 

国家战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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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工程二级学科：主要研究人类在开发利用海岸与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及防灾减灾
过程中，有关海洋动力环境、工程与结构物、海洋岩土等系统及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基
础理论和关键工程技术。 

 

 本学科聚焦海洋动力环境与防灾减灾、港口海岸与工程泥沙、海洋岩土工程与工程地质、
海洋工程结构与流固耦合、海洋结构物设计与制造、海洋运载工程、海洋能源综合利用工
程、海洋空间工程等开展新方法、新技术、新装备与新理论、及信息化研究，以实现工程、
结构物及装备服役全过程的系统信息化，保障其全寿命周期的安全可靠运行，为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4.1 学科定义 

海岸工程 

LNG船 

海洋能源利用 海底滑坡 海洋桩基 

人才培养目标：为我国海洋事业培养海洋工程领域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高层次
领军型创新人才 

海洋平台 



新装备 

4.2 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海洋结构物与工程方向 海岸与近海工程方向 
围绕河口、海岸及近海区域的工程建设、
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的工程设
计、施工和安全问题， 
• 研究风、浪、潮流、风暴潮等海洋动力
要素的变化规律及对工程的影响； 

• 研究海洋动力荷载作用下海洋工程结构、
海洋岩土工程的安全稳定性和灾变机制； 

• 研究污染物和泥沙等物质输运带来的海
岸与近海环境问题和港口海岸工程泥沙
问题。 

围绕海洋结构物和装备系统工程设计、
建设和服役过程中环境适应性、安全可
靠性、经济合理性和运行平稳性等问题， 
• 开展结构物与环境、结构物与海洋岩
土及岸基间相互作用；海洋结构物、
海洋运载、海洋工程材料、海洋新能
源利用等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研究; 

• 海洋结构物特别是大型和超大型海洋
结构物及装备的优化设计、制造、施
工、性能测试、安全评估及信息化。 

海洋工程 



新装备 

4.3学科特色 

港口航道 

海岸堤防 

船舶工程 

海洋油气 

大湾区治理 

人工岛礁 

海上交通圈 

海洋牧场 可再生能源 

深海采矿 

超大型海 
上结构物 

环境保护 

海岸与近海工程 

海洋结构物与工程 

海洋工程环境、
力学机制、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 



5  人才培养 

 港航所招生（按二级学科招生） 

博士：海洋工程（海岸与近海工程方向） 

专硕：土木水利 

 船舶所招生（按二级学科招生） 

博士：海洋工程（海洋结构物与工程方向） 

专硕：机械、土木水利 



5.1  近三年部分研究生科研成果和去向  

• 李豪杰：2020届博士，发表SCI论文1篇，EI 2篇，广东省科技厅 

• 赵  亮：2019届博士，发表SCI论文11篇，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 方诗标：2019届博士，发表SCI 6篇，EI 1篇，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 丁睿彬：2019届博士，发表SCI 2篇 

• 郭乙陆：2019届博士，发表TOP SCI 1篇， EI 1篇   博士研究生奖学金 

• 吴  纲：2019届博士，发表 SCI 2篇， EI 2篇    

• 阎康康：2018届博士，发表 SCI 2篇 

• 胡子俊：2018届博士，发表SCI论文1篇，就职于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 

• 焦建格：2018届博士，在ZJU-TOP100期刊发表论文1篇，现就职于中国计量大学 

• 黄森军：2017届博士，在SCI一区发表论文1篇，就职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杨恩尚：2017届博士，在ZJU-TOP100发表论文1篇，浙江贵仁科技有限公司 

• 严丁芸：2020届硕士，发表SCI论文1篇 

• 郑  淑：2020届硕士，发表EI论文2篇，专利2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 

• 鲁一帆：2020届硕士，发表SCI论文2篇  

• 刘雅钰：2020届硕士，发表EI 论文1篇，国家发明专利3项 



5.1  近三年部分研究生科研成果和去向 

 
• 王    辰：2020届硕士，发表SCI论文5篇，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一等奖 

• 张华山：2020届硕士，发表SCI论文2篇，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三好研究生 

• 王体涛：2020届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发表SCI论文2篇，申请发明专利1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四研究所 

• 徐天宇：2020届硕士，发表SCI论文1篇 

• 楼映中：2020届硕士，发表SCI论文1篇 (Physics of Fluids, “Editor's Picks”) 

• 郑会会：2019 届硕士，国家奖学金，一作SCI 一篇，合肥水利水电设计院 

• 黄    凡：2019届硕士，一作SCI 一篇，浙江省水利水电设计 

• 何    威：2019届硕士，就职于浙江省水利河口院，发表EI论文1篇 

• 熊    杰：2019届硕士，发表4篇EI文章，4个发明专利（在审），2个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 范雲鹤，2019届硕士，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8项，就职于铁二院 

• 吴    显， 2019届硕士，发表SCI 1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项，就职于贵阳水利水电设计院 

• 冷    杰：2019届硕士，国奖，十佳大学生，SCI一篇，授权发明专利8项，毕业去向：浙江大学 

• 苏正华：2018届硕士，在 TOP SCI 期刊 发表SCI论文1篇，发表EI 论文1篇，准备出国 

• 雷云龙：2019届硕士，发表SCI论文2篇，‘十佳’大学生，赴清华大学攻博 

• 韩健健：2018届硕士，发表SCI论文1篇，就职于‘方太’，高级流体工程师 

• 唐燕玲：2018届硕士，发表EI论文2篇，就职于浙江省宁波市气象局 



5.1  近三年部分研究生科研成果和去向 



5.2  近三年研究生出国交流情况 

• 陶俊余：学术交流，2019.07.20-08.03，英国 

• 王衍桥：学术交流，2019.01.07-01.18，德国 

• 王衍桥：国际会议，2019.05.27-05.31，美国 

• 李梦雨：国际会议，2018.06.10-06.15，日本 

• 朱    瑞：国际会议，2018.06.03-06.08，美国 

• 朱    伟：国际会议，2018.06.24-06.30，法国 

• 渠立标：合作研究，2018.06-2018.10，英国 

• 楼映中：大洋49航次，2018.06.18-08.12，西北印度洋 

• 张志航：陆氏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2017.11-2018.04，日本 

• 朱    瑞：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9.09-2020.09，美国 
• 朱    伟：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9.03-2019.09，英国 
• 倪吾明：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8.09-2020.09，美国 
• 李梦雨：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8.10-2019.10，美国 
• 肖灿博：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8.10-2019.10，美国 
• 李梦雨：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8.10-2019.10，美国 
• 张    婷：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8.09-2019.10，美国 
• 叶洲腾：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7.12-2019.12，美国 
• 谈利明：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7.09-2018.08，澳大利亚 
• 赵   亮 ：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7.09-2018.09，美国 
• 杨    昀：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7.9-2018.8，比利时 
• 邓小虎：国家公派-联培博士，2016.01-2018.08，澳大利亚 
• 楚栋栋：校派-联培博士，2018.11-2019.10，加拿大 
• 李梦雨：校派-联培博士，2018.10-2019.10，美国 
• 吴    纲：校派-联培博士，2018.09-2019.02，英国 

 
 



5.3  学生风采 

摘岛观测 

参观“远望七号” 

参加学术会议 

竞赛获奖 

强健体魄 



6  研究成果 

       本学科相关人员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40余项、省部级项目50余项，到校科研经费

8000余万元，在Coastal Engineering, Ocean Engineering, J Hydraulic 

Engineering-ASC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等国际专业领域权威期刊上发表

SCI、EI检索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奖励1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 



6.1  省部级奖励 

 
2019年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梁旭、王赤忠、朱嵘华） 

2019年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何方） 

2019年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孙志林） 

2017年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冷建兴） 

2017年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王立忠） 

2017年  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贺治国） 

2016年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孙志林、贺治国） 

2016年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孙红月、于洋、沈佳轶） 

2016年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刘小为） 

2016年  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孙志林） 

2016年  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赵西增） 



6.2  部分重大在研项目 
孙志林，2600万，潮汐影响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共性技术研究与示范, 2009-2020 

孙志林，420万，南疆苦咸水沙产业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王立忠，400万，科技委项目，GFJG-529203-E61901ZJ（05-ZD） 

孙志林，384万，国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澜沧江水沙变化及两相流力学机制 

梁    旭，200万，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海上固定式多功能LNG接收分销中心的研发与产业化 

孙红月，199万，国家科技部，组网式坐底测试试验平台（摘箬山岛海域）功能设计及搭建 

孙志林，135万，八堡船闸口门治理方案六堡锚地及挡潮闸专题研究 

姚炎明，133万，嘉兴港独山港区A区A7A8泊位拟出让海域使用论证及专题 

孙志林，118万，洞头中心渔港防台等级试点评估 

孙红月，106万，宁海县三处滑坡治理虹吸排水技术 

赵西增，105万，大屿岛海漂垃圾收集与波浪能发电装置试验工程专题 

孙志林，100万，潮汐分汊河段航道整治洲滩控制工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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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http://dose.zju.edu.cn 

优质空气、一流学府、美丽校园 



欢迎报考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 全职：21人；兼职：7人 
• 博导：10人 
• 硕导：19人 
• 求是特聘教授：1人 
• 浙大百人计划：2人 
• 浙江省杰青基金：3人 
• 浙江省万人：1人 
• 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1人 
• 仲英青年学者：1人 
• 求是青年学者：7人 
•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3人 
• 博士后：3人 
• 工程师：1人 

 教授/研究员：7人 

 

 

 

 副教授：12人 

 

 

 

 

 

 

 讲师：2人  

 

 兼任教授：杜时贵，胡春宏，来向华，林鹏智，

吴伟明，叶银灿，左其华 

师资队伍—海岸与近海工程方向 

http://person.zju.edu.cn/yuezhangxia�


• 全职：12人；兼职：5人 
• 博导：4人 
• 硕导：10人 
• 博士后：1人 
•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人 
• 国务院特殊津贴：1人 
• 浙江省千人：1人 
•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1人 

 

 教授：4人 

 

 

 

 
 副教授：7人 

 

 

 

 

 

 

师资队伍—海洋结构物与工程方向 

 兼任教授：郭真祥、洪振发、李明、王伟辉、周培林 

 



研究所介绍 

       

——海洋结构物与船舶工程研究所 
 

       研究所依托海洋工程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和国际领先的试验设施群，围

绕海洋结构物和装备系统工程设计、建设和服役过程中环境适应性、安全可靠性、经

济性和运行性能等问题，开展结构物与环境、结构物与海洋岩土相互作用，及海洋结

构物、海洋运载、海洋工程材料、海洋能源与资源综合利用等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研

究，包括海洋结构物特别是大型和超大型海洋结构物及装备的设计、制造、施工、进

行、测试和评估。研究所开展海洋结构物与船舶工程相关领域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建设海洋工程二级学科硕士点，共建“海洋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 



研究所介绍 

           研究所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积极承担海洋结构物与船舶工程领域中的国家研发计划项

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科研任务。研究所拥有成熟的教学团队，

现有全职老师11名，其中教授4名，副教授7名，兼任教授4名师资结构中海外知名大学博士占

据主导，浙江大学自己培养博士是中间力量，行业资深专家作为研究所带头人，老中青三代

有序衔接。 

重点研究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与制造技术 
海洋结构物与岩土相互作用 
计算水力学与计算结构力学 
复合材料海洋工程结构装备 

——海洋结构物与船舶工程研究所 
 



研究项目 

       

1、试验用全海深液压源样机及相关技术研究 
      项目来源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总体设计、集成与海试”项目的子课题。 

在深海液压源的研究过程中，对深海液压源的相关技术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完成了全
海深液压源的样机设计；设计并制造了一套由交流电机驱动的原理试验样机和一套由直流无
刷电机驱动的性能验证正式样机。 
成果转化：发表论文13篇，其中SCI三篇，EI十篇 
人才培养：博士生4名，研究生4名。 



 研究项目 

        

 
 
2、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发展示范项目-海上固定式LNG 接收-气化装置及高
端配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重点科研方向：靠泊分析、系泊分析、群桩打桩分析、导管架抗震设计 

 



研究成果 
1.工信部高技术船舶项目-深水动态脐带缆研制及应用专题 
 
重点科研方向：脐带缆轻量化材料研究和非金属增强层开发 

 



       

2.项目名称：基于三维重建的非接触式船体分段无余量搭载方法研究 
课题来源：横向，常石集团（舟山）造船有限公司 

能够将实物的立体信息转换为计算机能直接处理的数字信号； 

能实现非接触测量，速度快； 

生动重现实体分段搭载过程，实现无余量，指导船厂现场搭载 
 

研究成果： 

1. A non-contact measurement method of ship 
block using image-based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cean Engineering, 2019 (178): 
463-475.  

2. Research of Noncontac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3D Reconstruction Method in 
Shipbuilding Process. 2018 OCEANS-MTS/ IEEE 
Kobe Techno-Oceans (OTO), 28-31 May, 2018, 
Kobe, Japan 



研究成果 

项目简介：如何减轻低航速舰船在波浪中的摇摆运动，具有重要的工程和军事

应用价值。本项目根据仿生原理，采用主动拍打减摇鳍的方式，探索零航速舰

船在波浪环境下摇摆与鳍运动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显著减轻舰船摇摆运动的

目的。 

3.项目名称：零航速舰船在波浪中的减横摇运动研究 



浙江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研究所可追溯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后分为历史
系和地理系）；抗战结束后，浙江省海工局邀请浙江大学地理系师生开展钱塘江河口调查，是浙江大
学涉足河口海岸研究的开始。八十年代为杭州大学“河口港湾研究室”，办有‘港口与航道治理’本
科专业；1999年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等四校合并时，河口港湾教研室进入浙大建筑与工程学院，成立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研究所共建“水资源与海洋工程”本科专业。2009年，浙大成立海洋科学与工程
学系，本科专业调整为“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2015年研究所随海洋学院整体搬迁舟山校区开始新
的历程。 

浙江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研究所现有教职工21人，包括教授/研究员7人、副教授12人。教职
工中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2人，海洋领域优秀科技青年1人，浙江省青年拔尖人才1人，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2人等。研究所承担了“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本科专业建设，可招收“水利工程”专硕，
“海洋工程（海岸与近海工程方向）”科硕和“海洋工程（海岸与近海工程方向）”博士等专业研究
生。港航研究所于2009年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原海洋科学与工程学系）创办时整体从建工学院调至海
洋系，主要研究方向有：港口航道与工程泥沙，近海动力环境与防灾减灾，海洋岩土与工程地质，海
洋结构与波流作用等。研究所近年的年均科研经费约2000万元，年均发表学术期刊论文百余篇，曾获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等省部级奖项，近年承办了淤泥质河口与海岸泥沙动力学学术会议、
中国海洋（岸）工程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研究所简介 
研究所介绍 



港航所成果介绍 
1、近海动力环境与防灾减灾相关研究 



港航所成果介绍 
1、近海动力环境与防灾减灾相关研究 



港航所成果介绍 

2、港口航道与工程泥沙 



港航所成果介绍 

3、海洋结构与波浪相互作用 



港航所成果介绍 

4、海洋岩土与工程地质 



港航所成果介绍 

5、海洋智能结构与仿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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