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简介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源自成立于 1986 年的北方交通

大学电气工程系，2004 年改名为电气传动与控制系。主

要从事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的教学

和科研工作。建设有北京市轨道交通电气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并参与建设电力牵引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电气

传动与控制系有教师 19 人，其中教授 5 人(二级教授 1

人、三级教授 2 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3 人，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7 人，分别来至海外和国内著名高校，形成

了一支学缘结构合理、多领域研究方向、基础扎实的优

秀科研队伍。电控系系主任为张和生教授，党支部书记

为刘彪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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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在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载

运工具运用工程等积累了一批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国

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以双主持获得北京市技术发明二

等奖 1 项、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科技奖 2 项；参与的省部

级奖励 4 项。近年来，承担并完成了大量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部级和军工课题，与国外

知名高校院所和企业、中车集团下属企业群、新能源与

传统能源领域、军工行业等几十家企业建立了产、学、

研、用的科研合作关系，为企业的创新驱动研发提供技

术支持，同时也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国际交流和实践

基地。承担的国家级课题、获得的发明专利等指标位居

国内电气工程领域同等系所的前列。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科研方向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以电气工程学科为基础、以轨道

交通为特色，以弱电控制强电为技术特征，在电力电子

与电力传动、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等二级学科方向开展研

究和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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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招生学科 

硕士生（学术和专业）招生学科：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博士生招生学科：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气工程）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教师获奖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教师勤奋敬业、屡获佳绩。教师

获得的省部级奖项包括： 

省部级科技奖励： 

[1]. 刘志刚教授获得北京市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2]. 张和生教授获得中国铁道科技奖 3 项。 

[3]. 刘彪副教授获得贵州省科技进步奖 1 项。 

省部级个人奖励： 

 刘志刚教授获得茅以升科学技术奖。 

 张和生教授获得中国铁道学会铁道环保奖、詹天佑

铁道科技奖专项奖。 

 刁立军教授获得詹天佑铁道科技奖青年奖。 

 王保华、张立伟获得詹天佑铁道科技奖专项奖。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科研项目简介 

近几年，电气传动与控制系每年的科研到款经费

在 1500 万到 2500 万之间。科研经费保证了研究和开

发工作顺利进行，也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下是电控系在全国有影响的科研项目。 

1 高速铁路电力牵引系统的安全性预测与控制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重要成果：创新性地提出了电力牵引系统的“亚

安全”概念，基于累积损伤理论提出疲劳损伤评估和

寿命预测方法。 

 

2 城市轨道交通能馈式牵引供电装置 

来源：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重要成果：集列车再生制动能量回馈、牵引供

电、提高供电品质、无功补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综

合性价比高。取代制动电阻和一套 12 脉波整流机组，

取代无功补偿转置。 

 
运行中的能馈式牵引供电装置

 

3 我国首例 100%低地板轻轨车 

来源：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重要成果：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采用以太网

和 CAN Open 技术，矢量控制、防滑/防空转、零速停

车、网络监测及故障诊断等先进技术。已在长春轻轨

上线载客试运营。 

 

4 TCN 底层协议和关键网络设备 

来源：铁道部重点项目 

重要成果：专用协议控制器 MVBC 的 IP 软核，便

携式网络协议分析仪和列控网络半实物仿真平台。 

 

5 列车健康状态监控的关键设备与管理机制 

来源：铁道部重点项目 

重要成果：分布式机车故障检测及诊断系统；智

能化检修维护服务系统；列车通用逻辑控制平台等。 

   

6 吉图珲铁路隧道防冻害数据采集设备和系统 

来源：铁道部重大项目、沈阳铁路局 

重要成果：开发了隧道岩体温度测量的分布式采

集和传输装置，采用分层采集，统一汇聚数据，在服

务器端处理和应用，实现吉图珲铁路沿线隧道的远程

在线温度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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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面电源用电状态远程监测 

来源：中国铁路总公司重点项目、哈尔滨铁路局 

重要成果：开发空调客车整备检修地面电源用电

状态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将地面电源用电状态通过采

集传输装置传输至服务器，在全国各地都可查看到用

电状态。开发用水排水远程在线监测装置和系统，获

得铁道学会铁道科学技术奖。 

4G承载

网络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安全防火墙

4G承载网络

Internet

地面维护中心

安全防火墙

远程诊断系统 资源调度服务器

数据库

平台发布

远程专家在

线维护系统

移动维护服

务系统

远程专家诊断

维护人员

4G承载网络



Internet

网页发布

地面电源柜1

地面电源柜2

地面电源柜3

前端机 前端机

轨道1 轨道2 轨道3

无线
GPRS

有线
Ethernet

数据中心

监测现场

网页浏览

服务器

Internet

 

 

8 网络化传感器与传感器网络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项目 

重要成果：开发具有组网功能的传感器，将传感

器组成网络实现分布式多传感器联合采集，通过融合

算法获取更加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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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铁超速保护装置 

来源：巴西里约地铁招标项目 

重要成果：列车超速保护装置用于 ATP 发生故障

时部分功能的代替，或当列车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时

以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 

 

10 地铁障碍物及其脱轨监测系统 

来源：地铁燕房线设备 

重要成果：无人驾驶列车的关键设备，可以清除

列车运行范围内的小型障碍物；发现大的障碍物或列

车脱轨，列车紧急制动，防止事故扩大。 

 

研究生培养的成绩 

电气传动与控制系教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尊重

学生的研究兴趣，研究生在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真刀实

枪的训练中，夯实了基础，提高了动手能力，受到了

实际科研项目和开发过程全过程训练。培养的研究生

数理基础厚，动手能力强，就业口径宽，弱电、强电

和信息处理全掌握。很多研究生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并

获得国家奖学金。毕业研究生就职于国家级研究机

构、大型国企、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很多研究

生获得高级技术职称，并走上领导岗位。 

 

张钢和杜会卿获得北京交通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刘博、袁月等获得第 14 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一

等奖 

 
尹少博、唐敬等获得中国城市交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