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实施方案 

各专业按《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湘教发〔2019〕22 号）和《关于开展 2019 年度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的

通知》（湘教通〔2019〕214 号）《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的通

知》的有关要求与学院的相关规定，组织开展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结合 2021 级风力发电工

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制定 2021 级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领导小组：肖前军、向钠、张要锋 

指导小组：何瑛、肖前军、王泳辉 

指导教师：王建春、杨波、冯玉洁、郭佳文 向晖 

指导对象：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专业 1211 班  

二、毕业设计选题要求 

2.1 选题类别 

高职院校能源动力与材料类专业毕业设计通常有方案设计类、产品设计类、工艺设计

类三种类型。 

2.2 选题方向 

选题应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能综合应用专业知识，能体现学生进行工程背景资料收

集与分析、专业标准与规范应用、方案设计与比较、说明书编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产品

设计与安装调试、工艺流程设计等专业综合能力及安全环保、创新协作、经济等意识的培

养要求。 

2.3 选题来源 

风力发电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工程设计、风电零部件制造、风电机组安装与调试工程施

工组织、风电场生产运行管理等项目，风电系统运行与维护保养方案、风电项目及相关领

域设计与制作，.........选题涉及的内容应至少包含覆盖 3 门及以上的专业核心课程。同一课

题不能超过 3 人，且每人的工作任务和成果体现应呈现差异性，原则上应独立完成设计任

务，避免雷同。 

2.4 选题示例 

2.4.1 方案设计类（举例说明） 

3.0MW 风电机组机舱电路方案设计 



 

 

5.5MW 风电机组偏航控制方案设计 

7.0MW 海上风电机组抗台风安全链控制控制与方案设计 

XXX---双馈式风电机组功率测试方案设计 

XXX—直驱风电机组视频监控系统方案设计 

XXX—双馈风电机组传动系统维护保养方案设计 

基于高原气候条件的 XXXX 风电机组发电系统检修方案设计 

XXX—双馈风电机组发电系统维护方案设计 

XXX—风机变桨控制及控制方案设计（PLC 方向） 

XXX—风电场风机并网控制方案设计（PLC 方向） 

XXX—风电场风机 110 米塔架大保养维护方案设计 

XXX---风电机组传动系统装配方案设计 

 

2.4.2 产品设计类（举例说明） 

基于提高疲劳强度条件下的风电机组主轴设计 

基于空气动力学原理的轮毂盖设计 

基于 ANSYS 仿真分析的风电机组机舱结构设计 

微应变受力条件下的风电机组塔架设计 

满足用户选址匹配条件下的风力发电机组发电机系统设计 

 

2.4.3 工艺设计类（举例说明） 

XXX 风电机组主轴加工工艺设计 

XXX3.0MW 风机机组偏航制动盘加工工艺设计 

7.0 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基座链接盘加工工艺设计 

XXX5.0MW 传动系统装配过程工艺设计 

XXX1.5MW 风电机组轮毂风叶户外吊装工艺设计 

基于寒冷地带 2.0MW 风电机组高空维护保养工艺设计 

65 米风电叶片加工工艺设计 

XXX 机型 105 米塔架制造工艺 

XXX 风电机组偏航轴承装配工艺设计 

 

三、毕业设计时间、内容及格式要求 

1.毕业设计时间安排 

毕业设计时间安排如表 1 所示： 

表 1 毕业设计时间安排表（根据进度可适当调整） 

序号 内容 时 间 

1 毕业设计学生分配及选题 2023.9.1-2023.9.20 

2 毕业设计任务书 2023.9.21-2023.10.10 

3 毕业设计定稿 2023.10.11-2023.12.28 



 

 

4 毕业设计一次答辩 2023.12.29-2024.1.5 

5 毕业设计二次答辩 2024.5.16-2024.5.20 

2.毕业设计内容要求 

2.1 方案设计类毕业设计内容通常为一个完整的方案，表现形式方案设计说明书（可包

括计算、方案原理图纸等）。 

（1）方案设计科学，符合新能源发电类、安装与调试、维护保养、风电场运行行业标

准与规范，并能够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方法等; 

（2）方案设计完整，有完整的方案选择过程，方案选择理由充分，满足技术、经济等

方面的要求； 

（3）方案设计规范，使用专业术语，撰写规范，图表、计算公式和需提供的技术文件

符合行业或企业标准的规范与要求； 

（4）方案设计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能有效解决课题设计中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2.2 产品设计类毕业设计内容通常为一个产品，表现形式为产品实物（或仿真实物）、

产品设计图纸（如电气原理图、安装接线图、产品装配示意图等）、产品程序、设计说明书

等。 

（1）产品设计科学，符合风电、新能源装备制造类、发电类设计标准与规范，并能够

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 

（2）产品设计完整，产品应达到设计功能和技术指标要求，满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

要求； 

（3）产品设计规范，说明书的撰写要详细反映产品设计过程、产品制备工艺条件及产

品性能指标等，其格式、排版应规范，绘制的原理图、安装接线图、装配示意图等应正确、

清晰、规范；程序编写正确、规范，注释清晰。 

（4）产品设计实用，产品要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3 工艺设计类毕业设计内容通常为产品加工工艺方案，装配工艺方案等，表现形式包

括工艺流程、工艺设备型号、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时间等）、材料或制品性能检测指

标、设计说明书等。 

3.毕业设计格式要求（见附 11） 

各个环节毕业设计内容相关的格式要求见附表 1-附表 12。 

四、毕业设计指导老师 



 

 

1.指导老师要求 

实行“校内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的“双导师”制。校内指导教师要求具有讲师（中

级）及以上职称，从事风电专业教学、科研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风正派，工作

责任心强，有较强科研能力的专兼职教师。企业专家兼任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要求在风电

或新能源发电行业领域从事相关工作 3 年以上，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为确保毕业设计

质量，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最多不超过 15 个。 

2.指导老师工作 

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的选题、制定工作计划、开展毕业设计、形成毕

业设计成果、参加毕业设计答辩等；毕业设计指导记录完整，指导过程真实有效。具体内

容包括指导、审核学生毕业设计的选题、开题报告，认真填写并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对

毕业设计学生指导 2 次以上，完整地保存毕业设计指导记录，指导过程真实有效。防止学

生学术不端或毕业设计成果造假等行为发生。答辩前审查学生毕业设计成果，完成过程评

价、结果评价，指导学生参加答辩。保留学生毕业设计资料纸质档和电子档，并提交专业

负责人。参与更新毕业设计选题。 

五、毕业设计答辩 

1.答辩时间：2023.12（具体时间由专业带头人决定） 

2.答辩地点：第三教学楼 

3.答辩小组：王建春 杨波 冯玉洁 郭佳文   

4.答辩过程： 

（1）准备： 

答辩学生提前 10 分钟到场；准备好答辩所需经指导老师签字同意答辩的毕业设计正

稿一份；准备好毕业设计相关表格（给指导教师审阅）；准备答辩 PPT。关闭手机，准备

答辩。 

（2）答辩过程： 

○1 汇报环节：A 学生介绍毕业设计过程内容、主要工作、展示 PPT，时间不超过 8 分

钟； 

②提问环节与准备：答辩教师向 A 同学提 2-3 个与毕业设计有关的问题，A 学生做好

问题记录，并进行思考环节。此时 B 同学进入汇报准备环节 

③回答环节：待 B 同学的汇报与提问完成后，A(前一位)学生回答问题，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5.答辩要求 

（1）毕业设计有抄袭嫌疑的一律不得安排答辩。 

（2）需经指导老师在毕业设计答辩申请表上签字方可进行答辩。 

（3）各答辩小组记录员负责记录答辩内容，原则上指导老师对自己辅导的学生负责毕

业设计修改处理和终审，答辩小组最终给出每个答辩学生的答辩结果，交给专业负责人汇

总。 

（4）评分严格按照湖南省高职院校毕业设计抽查标准和学院要求开展评价。 

六、成绩评定 

1、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专业的毕业设计成绩，由指导教师在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成果、毕

业答辩后，且所有成果已经上传学习通，根据学生毕业设计成果（60%）、毕业设计过程

（20%）和毕业设计答辩（20%）进行综合评定。其中毕业设计成果的要求：毕业设计选题

是否合适的权重占 10%，评价毕业设计项目的可行性、成果的完整性和编制依据的可靠性

的权重占 10%，是否按期圆满完成规定任务的权重占 20%，能否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发

现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权重占 10%，毕业设计形成的规范性、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权重

占 50%。 

2、凡毕业设计选题未达到基本要求、抄袭造假者，按不及格处理。  

七、毕业设计管理、检查 

1.资料管理 

完成毕业设计成绩评定后，由指导老师收集学生毕业设计电子档，包括毕业设计任务

书、毕业设计说明书、毕业设计方案报告书、毕业设计成果报告书、指导老师评阅表、毕

业设计答辩记录表、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等。提交装订后的毕业设计完整资料由专业带头

人汇总后，交新能源学院教学科，并保存 5 年。 

2.教师自检和互检 

2024 年 7 月上旬按照湖南省毕业设计抽查和学校抽查要求，指导老师完成毕业设计自

检工作，以及由专业负责人安排本专业相互检查毕业设计，将检查信息反馈给各位老师。 

3.专业检查 

2024 年 8 月上旬，专业负责人完成对本专业 100%检查，督促老师完成针对毕业设计

问题的修订工作。 



 

 

 

八、毕业设计答辩记录及评阅记录材料（部分摘选） 

 

 



 

 

 

 

九、毕业设计整体情况分析报告 

1. 总结毕业设计过程 



 

 

（1） 选题准备阶段 

• 选题确定：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知识储备和实际应用前

景，确定了与风电技术相关的毕业设计题目。选题涉及风电机组的安装、维护、调试以

及风电场系统的整体设计。 

• 调研和资料收集：学生需要针对选题进行行业调研、技术资料的收集，包括查阅

风电相关的文献、标准规范、操作手册等，并对类似的工程案例进行分析，为设计奠定

理论和实践基础。 

• 可行性分析：在确定课题后，学生进行初步的可行性分析，评估课题的技术难

度、数据可获取性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确保设计方案能够落地实施。 

（2）方案设计阶段 

• 设计思路的构建：学生根据所选题目，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设计出整体思

路和详细的技术方案。这包括对风机部件的安装流程、维护规范以及调试技术的整体规

划。 

• 工艺流程制定：在此阶段，学生制定出具体的工艺流程图和技术参数，明确各环

节的操作步骤、所需工具设备、安装或维护的技术细节。例如，设计吊装叶片的方案

时，需要考虑风力环境、吊装设备选择、塔筒安全保护等问题。 

• 技术规范与标准：确保设计过程中遵循相关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特别是在安全

性、设备运行稳定性、环保要求等方面严格把关。 

（3）实施阶段 

• 理论验证与实践操作：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学生需要通过计算、模拟、实验等

方式验证方案的可行性。例如，对于风机齿轮箱的维护，可能需要模拟实际故障检测，

提出具体的维护和修复方案。 

• 校企合作实践：学生参与实际的风电场项目，与企业合作，在风机现场进行实际

操作，结合设计方案进行调试与维护，进一步优化设计内容。 

• 问题调整与反馈：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学生可能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如设备型

号不符、工具限制、实际环境中的不可控因素等。此时，学生需要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

整方案，确保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4）论文撰写阶段 

• 结构与内容：在设计方案完善后，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论文内容一般包括课题背

景、设计思路、技术方案、数据分析、实验结果以及总结与展望。重点展示技术细节、

创新点以及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 图纸与流程图：针对设备安装或维护，学生通常需要绘制相应的技术图纸、工艺

流程图或系统架构图，帮助评审老师更清晰地了解设计方案的技术路线。 

• 格式规范与查重：撰写时，需要严格遵循学校规定的论文格式，确保学术规范

性。同时进行论文查重，确保原创性。 

（5）评审与答辩阶段 

• 设计方案展示：在答辩环节，需要通过 PPT 或现场演示展示设计方案的核心内

容，包括选题背景、技术路线、实施成果等。重点阐述设计中所采用的创新技术或独特

的工艺流程。 



 

 

• 答辩问题应对：在答辩过程中，评审老师就设计方案中的细节、技术难点、实践

操作提出问题，学生需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回答，展示其对设计课题的全面理解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评审反馈与修改：根据答辩评审老师的建议，学生可能需要对论文或设计方案进

行细节修改，进一步完善设计。 

 

2. 选题分析 

选题具有高度的工程应用性和实践导向，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实际操作技能和

综合问题解决能力。 

（1）选题倾向技术综合性强 

涵盖风电全系统：从风机轮毂、发电机、齿轮箱、变桨系统、偏航系统到塔筒、叶片、

电气系统及防雷设备，甚至包括风电场的基础设计、升压站和输电线路。课题涉及的风

电设备和系统全方位覆盖了风电场的运营关键节点，展示了风电场运行的复杂性和系统

性。 

不同功率机组的安装与维护：选题涉及从 2.5MW 到 7.15MW 不同功率等级的风电机组及

相关设备，反映了学生在设计中将面对不同规模设备的技术挑战。 

（2）课题难度分布 

低难度课题多：许多设计的难度偏低，集中在基本原理的阐述和简单的设计分析。这类

课题虽然能保证大部分学生顺利完成，但无法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潜力，且无法推动深

度创新。 

高难度课题挑战不足：较少学生选择涉及先进风电技术或复杂系统设计的高难度课题，

例如大数据驱动的风电场智能优化、风电机组的故障预测与诊断等。这可能与学生的知

识储备和动手实践能力有限有关。 

（3）创新性和技术前沿的融入 

创新性欠缺：部分毕业设计偏向于已有知识的整理和现有技术的复述，缺乏对技术前沿

的关注与探索，导致设计成果较为保守。尽管风电行业中存在许多技术创新的机会，如

智能化运维、储能系统与风电的结合等，但学生在设计中未能充分融入这些创新点。 

绿色能源和双碳目标：少数课题与国家“双碳”目标和绿色能源战略紧密结合，例如风电与

其他可再生能源互补的系统设计，体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意识。 

2021 级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选题汇总表 

序号 选题名称 选题类型 难 易

度 

1 7.0MW 海上风电机组叶片的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 5MW 陆上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的故障处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3 5MW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塔筒的防腐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4 
5MW 风力发电机组的变流器故障处理与维护方案设

计 

方案设计 中 

5 65 米风电叶片加工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 难 

6 海上风电场无人值守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 



 

 

7 3MW 风电机组叶片运行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8 双馈风电机组发电系统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9 2MW 风电机组叶片的维修保养方案 方案设计 中 

10 
升压站 35KV 主变压器设备的日常运行与维护设计方

案 

方案设计 难 

11 5.0MW 风力发电机组传动系统安装与维护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中 

12 3MW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维修保养方案 方案设计 中 

13 电力变压器现场安装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14 2.0MW 风机发电机轮毂的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 

15 4.55MW 风力发电机组轮毂安装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16 
7.15MW 风力发电机组塔筒及叶片的吊装与调试方案

设计 

方案设计 中 

17 5.5MW 风电机组电气安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难 

18 3.0MW 风力机组照明和防雷电器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19 2.5MW 风电机组电气系统的安装 方案设计 中 

20 瓜州风电场基础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1 5.0MW 风力发电机组轮毂调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2 3.3MW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3 XMW 风电场升压站启动试运行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难 

24 2.5MW 风力发电机主轴加工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5 6.45MW 海上风电机组轮毂与变桨系统运维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6 
5.0MW 风力发电机组偏航系统与变桨系统维护方案设

计 

方案设计 中 

27 风电场输电线路运行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难 

28 3MW 风电机组发电机对中作业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29 3.0MW 风力发电机变桨齿轮的受力分析 方案设计 难 

30 3.0MW 风电机组机舱吊车梁的受力分析 方案设计 中 

31 海上风电机组防腐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 

32 2.2MW 风电机组叶片的安装与调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33 3.0MW 风力发电机组变桨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方案设计 易 

34 3.0MW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安装与调试 方案设计 中 

35 2.5MW 风力发电机组变桨系统的维护与故障处理 方案设计 中 

36 3.3MW 风力发电机主轴加工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难 

37 变桨系统的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38 3.0MW 风力发电机组偏航系统运行与维护 方案设计 中 

39 风机发电机组电气系统巡检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中 

40 
3.0MW 风电机组变桨系统电气设备安装与调试方案设

计 

方案设计 中 

41 4.5MW 主齿轮箱检验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易 

42 风力发电齿轮箱故障诊断及分析 方案设计 中 

43 5.0MW 风力发电机组轮毂的安装与调试方案 方案设计 中 

44 4.0MW 风力发电机组机舱和叶轮的安装 方案设计 中 



 

 

45 2MW 直驱机组叶轮制动锁紧系统设计 方案设计 中 

46 2MW 偏航减速机安装及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难 

47 2MW 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运行维护及故障诊断 方案设计 中 

48 4MW 风力发电机组变桨传动系统安装与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49 2MW 风力发电机组主电缆选型设计及安装工艺 工艺设计 易 

50 2MW 风力发电机组变桨传动系统安装与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51 3MW 风力发电机组主电缆选型设计及安装工艺 工艺设计 易 

52 2.5MW 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故障分析及维护 方案设计 中 

53 中速永磁风力发电机组主齿轮箱运行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54 5MW 风力发电机组主轴液压制动器安装与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55 风电机组塔筒高强度连接螺栓安装及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56 2MW 偏航制动系统安装及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57 5MW 风力发电机组偏航液压制动器安装与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58 风力发电机组轮毂滑环安装及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难 

59 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主齿轮箱运行维护工艺 工艺设计 中 

 

3. 成绩分析 

（1）整体成绩分布 

高分学生比例较小：在评估中，只有少数学生的成绩在 85 分以上，表现为中等偏上。这

表明只有小部分学生在基本的设计能力、理论知识掌握方面较为扎实，能够顺利完成毕

业设计任务。 

中低分数段学生：部分学生的设计成绩在 60-70 分区间，通常是因为选题简单、设计深度

不足、或项目未能很好地结合实际应用。这类学生的设计虽然完成，但创新性和技术难

度较低，评估时因欠缺亮点而未能获得较高评价。 

成绩分化不明显：从总体来看，学生的成绩集中度较高，高低分层次分化不明显。这反

映了毕业设计的评审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偏向基础知识的评估，较少关注学生在创新、实

践能力方面的差异。 

（2）成绩评定因素 

理论知识掌握度：评审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为关注，尤其是在风

电机组结构、工作原理等基础部分。如果学生在这些方面表现扎实，通常能取得较好成

绩。 

实际应用能力：设计是否能与风电行业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是另一个重要评估标准。那

些能够结合实际设备运维、故障检测等实际应用的设计，往往能得到较高评价。 

创新性与独立性：学生是否在设计中展现出创新思维和独立工作能力也是评分的重要参

考。如果设计仅是现有技术的简单复述或缺乏独特的观点，分数往往不会太高。 

撰写质量：部分学生在设计报告的撰写上表现欠佳，如结构不清晰、技术表达不准确、

缺乏数据支持等，这也会影响到成绩的最终评定。 

2021 级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学号 *姓名 行政班 修读性质 *期末 

201754003002 龙骥隽 风电 1211 初修 66 

202111032014 谢骏敏 风电 1211 初修 68 

202111032020 陈联平 风电 1211 初修 75 

202111061001 张博恺 风电 1211 初修 61 

202111061002 梁铮 风电 1211 初修 71 

202111061003 尹超强 风电 1211 初修 66 

202111061004 黎帅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05 欧阳杰 风电 1211 初修 0 

202111061006 黄云飞 风电 1211 初修 67 

202111061007 钟诗震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08 邓佳易 风电 1211 初修 69 

202111061009 梁钰嘉 风电 1211 初修 80 

202111061010 李豪 风电 1211 初修 65 

202111061011 冯坛龙 风电 1211 初修 60 

202111061012 李俊杰 风电 1211 初修 60 

202111061013 邓娟 风电 1211 初修 80 

202111061014 龙佳文 风电 1211 初修 65 

202111061015 邱文欣 风电 1211 初修 78 

202111061016 周婷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17 刘成铭 风电 1211 初修 60 

202111061018 周也驰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19 李景程 风电 1211 初修 76 

202111061020 肖百荣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21 谢良强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22 曾鹏举 风电 1211 初修 66 

202111061023 马少辉 风电 1211 初修 60 

202111061024 莫洋 风电 1211 初修 79 

202111061025 陈峰云 风电 1211 初修 60 

202111061026 陈福洲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27 李琪鑫 风电 1211 初修 64 

202111061028 周静 风电 1211 初修 65 

202111061029 义佳康 风电 1211 初修 63 

202111061030 范乾红 风电 1211 初修 64 

202111061031 唐志刚 风电 1211 初修 68 

202111061032 吴卓怡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33 臧诗睿 风电 1211 初修 65 

202111061034 申家豪 风电 1211 初修 67 

202111061035 廖继松 风电 1211 初修 68 

202111061036 王熹 风电 1211 初修 0 

202111061037 杨长青 风电 1211 初修 65 

202111061038 李毅標 风电 1211 初修 90 

202111061039 颜熙 风电 1211 初修 20 

202111061040 何志豪 风电 1211 初修 66 

202111061041 欧阳诗泳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42 刘烈成 风电 1211 初修 10 

202111061043 陈乃夫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44 韩金来 风电 1211 初修 64 

202111061045 刘顺意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46 陈林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47 肖婉婷 风电 1211 初修 71 

202111061048 谭理全 风电 1211 初修 75 

202111061049 张杰 风电 1211 初修 0 

202111061050 资道东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51 张家和 风电 1211 初修 72 

202111061052 黄哲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53 柳威 风电 1211 初修 70 

202111061054 胡锦胜 风电 1211 初修 68 

202111061055 龙奖 风电 1211 初修 62 

202111061056 谢恒斌 风电 1211 初修 66 

 

4. 存在的问题 

1. 设计选题单一且实际应用不足：很多毕业设计题目局限于理论分析，缺少与实际

项目的结合，未能紧密联系风电行业中的前沿技术和实际需求，导致毕业设计的实用性

较低。 

2. 学生创新能力不足：部分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过于依赖教师或现有资料，缺乏独立

思考和创新，作品常常是已有成果的简单复述或改进，无法体现出创新设计能力。 

3. 实践经验缺乏：风电技术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许多学生在完成设计时由于

实践机会不足，导致对风电设备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4. 评审标准不统一：评审过程中，有时标准不明确，教师对毕业设计的评价偏重于

理论分析，忽视实际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考核。 

5. 课程思政与技术融合不足：虽然在教学中提倡思政与技术融合，但在毕业设计

中，课程思政内容往往未能有效融入设计项目，导致设计缺乏思想深度和社会责任感的

引导。 

5. 改进措施 

1. 加强与实际项目的结合：可以与风电企业合作，推出企业真实项目作为毕业设计

选题，或者模拟真实工程环境，让学生直接参与实际项目，从中获得更多实践经验，并

通过课题实现风电场、设备运维等实际问题的解决。 

2.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选题时应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创新性强的课题，培养其创

新意识。同时，教师应提供多样化的指导，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针对风电行业

的痛点提出创新性方案。 



 

 

3. 增加实践环节：在毕业设计阶段，可结合校内外风电设备实验室或实际风电场进

行实地操作，加强学生对风电设备、控制系统、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动手能力，提升其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完善评审机制：制定明确的毕业设计评审标准，既要关注理论基础的扎实度，也

要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可以引入企业导师参与评审，提升毕业设计的

行业认可度。 

5. 深化课程思政融合：将“课程思政”与风电技术设计有机结合，鼓励学生在设计中

融入绿色能源、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强调风电技术对环境保护、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的

社会贡献，提升设计项目的思想高度和责任感。 

通过这些改进措施，风电专业的毕业设计可以更好地体现学生的技术能力、创新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推动风电技术人才的培养与行业需求接轨。 

 

  



 

 

附表 1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 

姓名 
 

职称  

联系方式  

企业专家  
职称  

联系方式  

课题名称  

设计类型  实用专业  

课题来源  

课题主要 

内容 
  

预期结果   

专业带头人审核

意见 
 

二级学院 

审核意见 
 

注: 

[1]课题类型指产品设计类、工艺设计类、方案设计类。  

[2]题目来源：(1)教师科研题(2)生产实际题(3)模拟或虚构题(4)学生自选题 



 

 

附表 2：        

      届学生毕业设计选题申请表(学生用) 

年   月   日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联系电话  

QQ  

拟选题目  

指导老师 1  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 2 

(企业) 
 

联系方式  

企业名称  

指导老师对学

生选题意见 
 

二级学院 

审查意见 
 

 

说明：学生本人初选毕业设计题目后填报此表，指导老师根据选题进行初审和修改，

经二级学院审批后正式确定题目，指导老师向学生下达《毕业设计任务书》。 



 

 

附表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院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班

级 

学

制 
专业代码 

专业名

称 
设计类型 

毕业设计选

题 

开题时

间 

结题时

间 

指导教

师 

企业教

师 
备注 

             
 

             
 

             
 

             
 

             
 

             
 

 
             

             
 

             
 

备注：[1]填表时请分专业、分班级、详细填写。                  填表人：                      审核人： 

[2]设计类型指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或方案设计。 

      [3]学制请填好三年制、五年制。 

[4]在备注中注明：超前毕业或延期毕业等。                  



 

 

 

附表 4： 

学生毕业设计真实性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毕业设计是本人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

所取得的成果，内容真实可靠，不存在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除文中已

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设计不含其他个人或者集体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

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明确注明。

如果发现设计中存在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和后果。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本人郑重声明：已经对该生的毕业设计所涉及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确定文

中所涉及的成果均由该生在本人的指导下取得，对他人论文及成果的引用已

经明确注明，不存在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指导老师（签名）                  年   月    日 

 

 

 

 

 

 

 

 

  



 

 

附表 5：            

 

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二级学院留存，一份发学生                            

 

指导老师:             专业带头人:             二级学院负责人:           
  

二级学院  专业  班 级  

学生姓名  学号  QQ  

指导教师 1  联系方式  

指导教师 2  联系方式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一、毕业设计目标 

 

二、毕业设计任务 

 

 

 

三、毕业设计步骤与时间安排 

阶段 阶  段  内  容 起止时间 

1 形成个人选题提纲 2023.9.1-2023.9.20 

2 着手收集资料，并报送提纲审定 2023.9.21-

2023.10.1 
3 集中指导与个别指导，提交初稿审查 2023.10.1-

2023.10.25 
4 修改，经审稿后定稿交稿 2023.10.26-

2023.12.30 
5 答辩与鉴定 2024.1.5 

 

四、成果表现形式 

 

□物化产品         □软件        □文化艺术作品          □方案 



 

 

附表 6：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企业指导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1.设计思路 

 

 

 

 

2.技术路线 

 

 

 

3.工具设备要求 

 

 

4.技术规范 

 

 

5.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6.二级学院（教研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二级学院留存，一份存学生档案。                  

 



 

 

 

附表 7：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企业指导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1.毕业设计的过程 

 

 

 

 

2.毕业设计的收获 

 

 

 

3.作品（产品）特点 

 

 

4.作品（产品）创新点 

 

 

5.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6.二级学院（教研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表 8：  

二级学院  专业  班 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评阅项目 具体要求 权重 得分 

B 

C 

D 

E 

选题 重点评价毕业设计选题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工作量 10  

设计实施 

1.评价毕业设计项目实施中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设计过程的完

整性和设计依据的可靠性 
10  

2.按期圆满完成规定的任务，工作量饱满，难度较大；工作努

力，遵守纪律；工作作风严谨务实 
20  

分析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 

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发现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对设计进行

理论分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10  

成果质量 

以学生毕业设计形成的最终技术文件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评

价设计技术文件的规范性、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和技术设计的创

新性，文字表述及图表质量等 
50  

总 评 成 绩  

 

总体评价：

（对评阅项

目进行简要

说明，对是

否同意参加

答辩作出明

确说明） 

 

 

 

评阅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二级学院留存，一份存学生档案。           

 

 



 

 

附表 9： 

二级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毕业设计 

题目 
 

毕业设计 

类型 
 

评价项目 具体要求 权重 得分 

B 

C 

D 

E 

选题 重点评价毕业设计选题的专业性、实践性和工作量 10  

设计实施 

1.评价毕业设计项目实施中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设计过程的完

整性和设计依据的可靠性 
10  

2.按期圆满完成规定的任务，工作量饱满，难度较大；工作努

力，遵守纪律；工作作风严谨务实 
10  

分析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 

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去发现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对设计进行

理论分析，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10  

成果质量 

以学生毕业设计形成的最终技术文件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评

价设计技术文件的规范性、技术方案的科学性和技术设计的创

新性 
30  

答辩情况 

1.阐述课题的设计思路、主要依据、结论、体会和改进意见 10  

2.回答问题的准确性、敏锐性、全面性、语言表达能力、逻辑

条理性 
20  

总 评 成 绩  

答辩评价与结论 

 

 

 

答辩成绩：             答辩教师（三人以上）签名： 

                               教授、副教授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回答问题记录表 

 

 

 

 

 

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二级学院留存，一份存学生档案。         



 

 

附表 10： 

毕业设计扉页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说明书 
 

（产品设计说明书□、工艺设计说明书□、方案设计说明书□） 

 

 

 

 

题    目：                                

                                          

年级专业：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企业教师：                                

 

         年    月    日 

  



 

 

附表 11： 

1.毕业设计说明书采用 A4纸打印；页边距：上、下 2.5cm，左 3cm,右 1.5cm；行间
距取多倍行距（设置值为 1.25）；字符间距为默认值（缩放 100%，间距：标准）；封面
采用教务处统一规定的封面。 

2.字体、字号 
第一层次题序和标题用小三号黑体字；从第二层次起，题序和标题用四号黑体字。 
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 
3.页眉、页码 
页眉，采用宋体五号字，居中，打印“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正文页

码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页脚居中，宋体小五号字。 
4.题名 
由设计项目的具体名称和文书种类构成，如《广州亲贝服饰有限公司网络方案设

计》。字数一般不超过 20个字，三号黑体字，居中。 
5.摘要、关键词 
中文摘要、关键词：“摘要”二字采用三号字黑体、居中书写，“摘”与“要”之

间空两格，内容采用小四号宋体。“关键词”三字采用小四号字黑体，顶格书写，一般
为 3—5个。关键词后面不加冒号，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应留出一个汉字的空间，不加任
何标点符号。 

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摘要字数应为 200～300字。 
6.目录 

“目录”二字为三号黑体字、居中书写，“目”与“录”之间空两格，第一级层次
采用小三号宋体字，其他级层次题目采用四号宋体字。 

目录由毕业设计说明书各部分内容的顺序号、名称和页码组成，目次应该用
“……”联系名称与页码。 

另页排在“摘要”之后。 

7.正文 
正文的所有标题层次应整齐清晰，相同层次应采用统一的字体、字号，第一级为

“一”、“二”、“三”、……，第二级为“1.1”、“1.2”、“1.3” 、……，第三
级为“1.1.1”、“1.1.2” 、……。 

7.1 引言（或绪论）  
(1)简述本课题的含义、范围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概况及存在问题；  
(2)完成本课题的总体思路；  

(3)简述本设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7.2 正文(依据毕业设计类型选定具体内容，设计类型为产品设计、工艺设计或方

案设计中的一种）。 
正文是毕业设计说明书的核心部分，占据主要篇幅。其内容可包括：调查对象、实验

和观测方法、仪器设备、元器件说明、实验和观察结果、设计思想、计算方法、编程原理、
数据资料、图表、形成的论点和导出的结论等。  

(1)总体方案论证：应说明本设计的原理并进行方案选择。应说明选择设计方案（包括
各种方案的分析、比较）的理由，还应阐述所采用方案的特点（如采用了何种新技术、新
措施，提高了什么性能等）。  

(2)计算部分：这部分在设计说明书中应占相当的比例，必须有本课题的具体计算，不



 

 

能仅仅是普适性的计算方法介绍。  

(3)设计部分：这也是设计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本课题解决主要问题的构思过
程和预期实现方案的说明，不能仅仅是普适性的理论和方法的介绍。  

(4)结论、预期效果：说明本人设计的结果是否满足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能否达到预
期效果。 

正文部分必须做到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 
8.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要另起一页，一律放在正文后，在文中要有引用标注，如××× [1]。 
“参考文献”为小 4号，黑体，居中；参考文献内容为 5号，宋体，顶格。参考文

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 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 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举例】[1] 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 

9.图、表、公式 
图：  a. 要精选、简明，切忌与表及文字表述重复。 

b. 图中术语、符号、单位等应同文字表述一致。 
c. 图序及图名居中置于图的下方，用五号字宋体。 

表：  a. 表中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的符号。 
b. 表序及表名置于表的上方。 
c. 表序、表名和表内内容采用五号宋体字。 

公式：a.编号用括号括起写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虚线。 
b.公式中的英文字母和数字可以采用默认的字体和字号。 

图、表与正文之间要有一行的间距，公式与正文之间不需空行；文中的图、表、附
注、公式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章编号。如：图 2-5，表 3-2，式 5-1等。若图或表中有
附注，采用英文小写字母顺序编号。 

10.量和单位 
要严格执行 GB3100—3102：93有关量和单位的规定（具体要求请参阅《常用量和单

位》，计量出版社，1996）；物理量用斜体，单位用正体； 
单位名称的书写，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符号，也可以用中文名称，但全文应统一，不

要两种混用。 
11.标点符号 
注意中英文标点符号的区别，不能混用。 

1.毕业设计说明书资料应装订成册，并装袋，胶装顺序如下：  
封面→扉页→承诺书→毕业设计任务书→毕业设计方案报告书→目录→摘要、关键

词→正文→谢辞→参考文献→注释→附录→毕业设计指导教师评阅表→毕业设计答辩记

录表→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表→成果报告书。 
2.二级学院按要求归档、保存五年。 

  



 

 

附表 12： 

             学院           专业 

序号 2022 年度选题名称 2023年度选题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专业带头人：                  制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内   涵 

分值权

重

（%） 

1.设计

任务 

1.1 专业性 

毕业设计选题符合本专业培养目标；设计任务体现学生

进行需求分析、信息检索、方案设计、资源利用、毕业设

计成果制作、成本核算等专业能力和安全环保、创新协

作等意识的培养要求。 

5 

1.2 实践性 

毕业设计选题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或来源于现场实际项

目；设计任务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典型性；有助于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专业领域

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3 

1.3 可行性 
毕业设计任务书目的明确，任务具体，进程安排合理，成

果表现形式得当。 
10 

1.4 工作量 
设计任务难易程度适当，合作完成的每个学生有独立完

成的具体任务。 
2 

2.成果

质量 

2.1 科学性 

毕业设计成果能正确运用本专业的相关标准，逻辑性强，

表达（计算）准确；引用的参考资料、参考方案等来源可

靠；能体现本专业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方法、新设备、新标准等。 

25 

2.2 规范性 
毕业设计成果相关文档结构完整、要素齐全、排版规范、

文字通畅，表述符合行业标准或规范要求。 
15 

2.3 完整性 

毕业设计成果体现任务书的要求；物化产品、软件、文化

艺术作品等应有必要的说明，说明应包含毕业设计思路、

毕业设计成果形成的过程、特点等。 

25 

2.4 实用性 毕业设计成果可以有效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15 

说明：凡发现毕业设计成果剽窃和抄袭他人成果（包括完全雷同），或以论文、实习总结、

实习报告等方式呈现的，一律按零分处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 

分值权重

（%） 

1.管理

机制 

1.1管理机构 

各二级学院有明确的毕业设计管理机构，并确定了本部门

的工作职责，统筹、协调、组织、实施、考核和监督分工明

确。 

5 

1.2管理制度 

制订了学院毕业设计工作的相关管理办法，对毕业设计工

作安排、毕业设计任务分配、指导教师配备、毕业设计教

学组织、毕业设计成果要求、毕业设计成果考核做出了明

确规定；建立了毕业设计工作问责机制。 

10 

1.3相关标准 

毕业设计作为必修课列入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各专业

制订了相应毕业设计标准，对毕业设计课题选择、实施流

程和技术规范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5 

2.组织

实施 

2.1工作布置 
学院制定了详细的毕业设计工作方案，对各专业毕业设计

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布置。 
5 

2.2教师配备 

配备了数量足够、结构合理的指导教师队伍，指导教师具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每位教师原则上指导学生数不

超过15人；实施了毕业设计“双导师”制。 

5 

2.3任务下达 

指导教师给每位学生下达了毕业设计任务，同一选题不超

过3名学生同时使用，学生独立完成设计任务；毕业设计选

题每年更新30%左右，每4年全部更新一次。 

10 

2.4教学组织 

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选题、制定工作计划、

开展毕业设计、形成毕业设计成果、参加毕业设计答辩等；

毕业设计指导记录完整，指导过程真实有效。 

10 

2.5考核评价 
毕业设计成果评价、答辩评价等环节规范实施，有评价记

录，评价结果客观。 
10 

3.质量

监控 

3.1监控运行 
根据教务处文件执行了毕业设计质量监控标准，开展了毕

业设计抽查工作。 
5 

3.2毕业设计成

果质量 

学生毕业设计成果质量普遍较高，未发现任何形式的剽窃

与抄袭。 
30 

3.3结果运用 
学院文件要求将毕业设计质量抽查结果与部门工作及教师

个人考核挂钩。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