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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大连锂工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锂工科技，是美国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授权的教育行业战略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工业智能挑

战赛的竞赛设备供应商、竞赛赞助商和承办方。锂工科技致力于智能制造

领域工程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致力于在新工科教育、工程认证、产教融合

等国家工科教育战略领域帮助全国高校开展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

工程教育课程植入、全球工程认证、工程型师资培养等。锂工科技与国内

70 多家高等院校（含高职）合作共建了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面向八个专业包括智能制造、自动化、电气、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

控制、工业机器人、机电一体化，共为各高校捐赠了价值约 3.2 亿元人民币

的智能制造设备，并提供奖学金、奖教金约 1100 万元人民币，相关捐资助

教活动还在持续不断进行。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实践教育、培育卓

越工程师的教改精神的宗旨，以激发广大大学生学习工程技术的兴趣、促

进其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全面提高为目的，锂工科技连续 11 年承办

由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自动化

学会主办的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得到了教育部、中国自动化学会、各                           

高校及企业界的高度赞赏和认同。 

2023 年 5 月，经过教育部、工信部、国资委、工商联、中国工程院评

审，锂工科技成功获批教育部首批现场工程师项目资质。锂工科技总部和

技术支持位于大连，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在东南、华南、西南、西北多个

省份设有办事机构，为全国高校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和服务。 

2.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021 年起，锂工科技与我校开展交流合作，助力智能装备学院智能控

制技术专业建设。该专业成立于 2017 年，是江苏省装备智能化技术专业群

建设专业，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业，连续三年在“金

平果”全国高职院校专业排名中名列前三。 

锂工科技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为学校捐赠设备，并投入总价值 25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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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设备，与学校合作共建产学研结合的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实训平台（学校双高建设项目）。企业从实训基地建设、课程与教材开发、

校企双栖教学团队以及学生技能竞赛与社会培训等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

校企深度融合，共同培育创新人才，取得了明显成效。经过 3 年运营，合

作前景良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开展智能制造产业人才培养，校企双方互派师资，实施双导师培养，

将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和典型工业生产案例引入教学，创设真实职业环境；

校企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构建专业核心课程体系，联合开发课程

教学资源和教材，共同实施人才培养。 

2. 建成“双师双能型”教师培训基地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全面培训

罗克韦尔自动化应用技术。选派优质培训教师，免费为学校培养 30 名专业

教师，培育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带头人 2 名；培养具有项目开发经验的“双

师型”教师团队 1 个。 

3. 开展专业竞赛，企业为学校提供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的咨询、参赛

队选拔和赛前培训等技术支持与服务。 

3.企业资源投入 

作为全球自动化领域技术领先的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授权的系统集成

商，锂工科技代表罗克韦尔捐赠学校 2500 余万元核心仪器设备，主要捐赠

设备如表 1。 

表 1 主要捐赠设备清单 

序号 型号 描述 单价 
数

量 
总价 

1 1756-EN2T DCS 系统主站工业以太网通讯模块 13920 2 27840 

2 1756-PA75 DCS 系统主站电源模块 7440 2 14880 

3 1756-A4 DCS 系统主站机架 2196 2 4392 

4 1756-L73S+L7SP DCS 系统主站工业安全处理器 150000 2 300000 

5 1734-AENT DCS 系统以太网远程柔性适配器 2500 4 10000 

6 2080-LC50-48QWB DCS 系统从站控制系统 17500 8 140000 

7 25C-A4P8N104 DCS 系统从站工业安全变频器系统 3000 2 6000 



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企业年报（2022） 

3 
 

8 2080-LC50-48QBB DCS 系统从站 PLC850 系统 8000 2 16000 

9 6177R-MMS12DLG 工控机系统及显示屏 42000 2 84000 

10 DCS Panel PlantPAx 现代 DCS 展示墙 16600 1 16600 

11 CE Panel 工业自动化 LED 展示墙 75000 1 75000 

12 1769-L36ERM 控制器含以太网冗余功能 36800 1 36800 

13 1769-IQ16 16 点数字量输入模块 1080 1 1080 

14 1769-OB16 16 点数字量输出模块 1180 1 1180 

15 1769-IF4XOF2 模拟量 4 输入 2 输出模块 2890 1 2890 

16 2198-H008-ERS 大型伺服驱动器 16983 3 50949 

17 VPL-A1001M-PJ12AA 伺服电机 11676 3 35028 

18 2090-CSWM1DF-14AA05 伺服反馈电缆 2094 3 6282 

19 HOTS 
PAC 控制系统，含 Micro 800 PLC、

PowerFlex 变频器及电机、触摸屏 
291000 50 14550000 

20 Studio 5000 Studio5000 编程下位机 39500 50 1975000 

21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FactoryTalk View SE 分布式监控上位机 34000 50 1700000 

22 RSNetWorx for therNet-IP 以太网规划上位机 16800 50 840000 

23 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控制网规划上位机 16800 50 840000 

24 RSNetWorx for DeviceNet 设备网规划上位机 16800 50 840000 

25 RSView 32 RSView 32 单机监控上位机 25300 50 1265000 

26 RSLogix500 English 9328-RLD500 编程软件 19500 50 975000 

27 RSLinx RSLinx 远程通讯软件 28000 50 1400000 

所有捐赠设备合计 25,217,496 元人民币。  

此外，还捐赠了大型生产线中 FANUC 工业机器人设备一套。 

4.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人才培养 

锂工科技积极参与学校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推进校企

协同育人，如图 1，参与了“职业情境，项目主导”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校企协同构建了“岗位导向、任务驱动”的专业课程，实践“项目

载体，能力递进”的实践教学，培养适应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技

术技能型自动化人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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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一是针对一年级学生，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举办智能制造专业讲座，

引导、鼓励学生打好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充分利用罗克韦尔智能制

造协同创新中心的先进软硬件资源，参加罗克韦尔自动化技术培训，重点

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二是对大二学生，校企共同开设理实一体化专业课程，学习专业基础

知识，参加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等科技创新活动及培训，重点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创新、撰写报告、制定工作计

划等能力。 

三是面向大三学生，上学期共同开设基于岗位和项目实践的专业综合

课程，校企合作举办 DCS 应用系统竞赛，优秀选手参加中国工业智能挑战

赛决赛。通过双导师制方式指导学生毕业设计，锻炼工程实践能力，提高

项目应用能力。同时注重语言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项目运维及团队

协作能力等职业素养的提高。 

4.2专业建设 

锂工科技积极参与学校智能控制技术专业建设，组织该专业学生参加

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如图 2。该比赛是受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指导、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大连锂工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的自动化应用领域的创新型竞赛。该项赛有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等在内的 300 余支知名高校代表队参赛，是国内双一流大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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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赛项之一，并出台了相关支持规定，对决赛中获奖的学生给予保研或研

究生入学考试加分的优惠政策。大赛还吸引了国外知名高校的积极参与和

关注，有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海外高校代表队远程参与，促

进了国际教学经验交流与分享。 

 

图 2 参加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 

锂工科技协助学校举办 DCS 应用技术技能竞赛，如图 3、4。竞赛依托

温度风冷过程控制系统对象、二台罗克韦尔 PLC 通信及 HMI 组态，组建一

个简易的 DCS 系统，考核参赛选手对罗克韦尔智能控制设备的编程及调试

操作能力。 

 

图 3 DCS应用技术技能竞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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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DCS应用技术竞赛参赛学生名单 

4.3课程建设 

经过校企双方多次交流沟通和技术培训，2024-2025-1 学期正式开设了

《DCS 应用系统》课程，在智能控制技术 22 级 2 个班共 87 名学生中投入

教学应用。授课地点在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采用理实一体化

的教学方式，学生操作练习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如图 5。

课程主要由 DCS 系统综述、罗克韦尔 DCS 系统组网、Micro850 PLC 控制

抢答器、Micro820 PLC 控制彩灯循环、Micro850 与 820 PLC 网络通信、计

数器的 2711R 触摸屏组态、温度风冷控制系统的 2711R 触摸屏组态、Flex525

变频控制系统的 2711R 触摸屏组态、2711R 触摸屏集中控制组态、1769 PLC

控制多灯循环、1769 PLC 与 Micro800 系列 PLC 网络通信等项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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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CS应用系统》课程学生编程调试场景 

中心面向自动化类专业，后期可开设 PLC 应用、变频调速技术、伺服

驱动技术、人机界面组态、DCS 现场总线、工业网络控制等多门课程，可

以开设实验数 100 多个。计划逐步开出这些课程，以满足自动化类专业的

教学和毕业设计需求。 

4.4实训基地建设 

校企共建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于 2023 年 12 月通过验收。

设备总价值 3000 余万元人民币。其中 2500 余万元核心仪器设备由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的美国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授权系统集成商锂工科技捐赠。实

验室占地面积 400 平方米，位于工业互联网大楼二楼 0202，如图 6，是校

企共建、面向学生教师以及当地工业界的自动化技术教学、科研、培训基

地。 

 

图 6 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现场设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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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组成。硬件系统包括罗克韦尔自

动化的 ControlLogix 平台、CompactLogix 平台、Micro850 平台、PanelView

平台、PowerFlex 变频器平台、Kinetix 伺服系统、工业以太网络体系、大型

Delta 工业机器人、大型伺服控制系统、工业控制机以及多种被控对象；软

件系统包括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CCW 程序设计、RSLinx 数据通信、

FactoryTalk 生产过程监控和 Studio5000 编程软件等。实验室采用无修改的

标准以太网技术，支持控制器、I/O、变频器、触摸屏以及伺服系统之间相

互远程通讯，支持工业安全类环形网络和冗余网络。有效集成智能制造中

顺序控制、逻辑控制、批次控制、安全控制、运动控制、传动控制等多种

控制，具有信息集成度高、扩展能力强和实时性、抗干扰性著卓等优势。 

该中心可为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工业

互联网应用等专业开设相关课程及实训项目，并满足毕业设计的需求。该

中心可为教师的控制系统集成、设计与开发、DCS 现场总线研究、工业控

制网络建设等科研提供支持，还可为智能制造领域的自动化工程技术人员

提供控制系统设计、调试和维护等培训。 

4.5教材建设 

通过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引入企业真实工作案例，校企混

合的教学团队对其进行重新设计，编写《DCS 技术及应用》新形态教材，

目前已完成大纲及主要内容的编写，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等内容，并

融入了思政元素，应用于《DCS 应用系统》课程的一体化教学。主要内容

包括：DCS 系统基本概念、罗克韦尔 DCS 系统的网络组成、Micro850 PLC

及抢答器项目应用、Micro820 PLC 及彩灯循环项目应用、Micro850 与 820 

PLC 的联网及通信、2711R 触摸屏组态、温度风冷控制系统编程及组态、

Flex525 变频控制系统的编程及组态、2711R 触摸屏集中控制系统组态、

Studio5000 对 1769 PLC 的编程、1769 PLC 与 Micro800 系列 PLC 的网络通

信等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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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推企业发展 

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为教师从事智能制造、自动化工程、

电气技术、信息技术、过程控制、工业网络系统等方向提供了充分的科研

条件，从而促进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助力罗克韦尔自动化技术在常州及

周边地区的推广应用和社会服务。 

依托本中心，培养高素质的智能控制技术技能型人才，2024 年共计培

养 87 人，目前均已进入企业实习，即将为本地区装备智能化建设服务，也

即将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本中心的建设目标不仅在于本校的教学和科研，而且要发挥技术认证

与培训的社会品牌作用。从培训市场的前景分析，自动化人才培训大有所

为。首先，常州周边地区有潜在的自动化技术培训需求，完全可以保证充

足的生源；其次，罗克韦尔有大量的下游企业客户，需要相关的技术支持

与服务，有罗克韦尔产品和技术的培训需求；第三，自动化现场工程师认

证与培训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训，罗克韦尔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提供了

先进的软硬件培训平台和充足的资源。 

本中心也接受了其它高校和企业的参观，推广校企合作模式，复制优

质培训资源，扩大学校的办学影响。 

6. 问题与展望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开发课程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2024-2025-1 学期首次开出《DCS 应

用系统》课程，首轮教学虽然取得了成功，但课程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完善。依托中心开出的课程门数也不够。 

2. 开发的教材还没有系统化。目前已完成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离新

形态一体化教材的出版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3. 社会培训还应加强。2023 年 12 月完成中心建设，组建了创新型产教

融合实训教学团队，初步形成实践中心运营管理机制，承接兄弟院校参观

交流培训，但承接企业培训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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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在今后的合作中，校企将致力通过以下措施解决上述

问题。 

1. 加强中心实训项目开发，加快课程开发力度 

中心除了现有项目外，计划开设的项目有： 

罗克韦尔中型 PLC认识及应用实验； 

罗克韦尔大型 PLC认识及应用实验； 

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PLC 编程实验；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据交互实验； 

温度风冷过程控制被控对象编程及应用； 

基于 PLC的滚珠丝杠滑台被控对象 PID 控制实验； 

工业触摸屏与多层控制网络通信实验； 

伺服控制系统通讯组态实验； 

基于工业以太网的伺服驱动器应用实验，等。 

依托这些项目，建设 PLC 应用技术、变频调速技术、伺服驱动技术、

组态监控技术等课程。 

2. 加强教材的开发 

进一步加强校企交流合作，总结教学经验，针对教学情况完善教材大

纲和内容编写，借助锂工科技技术优势与罗克韦尔下游企业资源联合编写

教材，争取尽早出版。 

3. 加强开展社会培训 

中心的建设目标不仅仅局限于本校的教学和实验实训，发挥认证与培

训的社会品牌作用是下一步工作的重心。应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以中心为

平台，开展对常州周边企业客户进行培训。从培训市场的前景分析，自动

化人才培训大有可为。首先，常州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培训需求，完全可以

保证充足的生源；其次，自动化工程师的认证与培训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

训，中心的建设主观上促进了学院教学培训环境和资源建设，提升了学校

在同类高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客观上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