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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持的教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级别 项目级别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金额 

(万元) 起 止 

1 国家级服装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教育部 国家级 2009.12 2014.12 100 

2 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服装设计与工程 国家教育部 国家级 2009.10 2012.10 80 

3 国家精品课程《成衣工艺学》 国家教育部 国家级 2007.08 2012.08 20 

4 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成衣工艺学》 国家教育部 国家级 2007.12 2010.12 2 

5 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08.03   30 

6 浙江省十二五优势本科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12.03 2017.03 150 

7 浙江省重点教材《成衣工艺学》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10.12 2011.12 4 

8 浙江省精品课程《成衣工艺学》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03.11 2007.07 7 

9 浙江省服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浙江省科技厅 省部级 2011.04 2013.12 300 

  

 

 

 



2.教改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出版社）名称、刊号 类（级）别 卷（期）数 发表时间 

1 服装设计与工程网络辅助教学的设计与应用 纺织教育 二级 2009 年 第 01 期 2009.02 

2 国家级服装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创新思路 实验技术与管理 二级 第 27 卷 第 12 期 2010 .12 

3 服装实验教学中 CDIO 模式的借鉴与融合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二级 2012 年 第 07 期 2012.07 

 

3.主持的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级别 
项目级

别 

项目时间 项目金额 

(万元) 起 止 

1 
先进功能性纤维材料及纺织服装高质化技术联合研发    

子项目----高品质服装加工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部，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 
省部级 2012  35/80 

2 抗菌丝绸产品设计及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商务部 省部级 2012 2013 100 

3 数字化服装生产技术研究及应用 
国家商务部 

国家茧丝绸专项发展基金 
省部级 2011.11 2012.12 80 

4 面向顾客的数字服装虚拟试衣系统关键技术研发 浙江省科技厅 省部级 2012  15 

5 基于个性化人体特征的三维服装虚拟试衣关键问题研究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省部级 2011.01 2013.12 8 



6 数字化服装技术创新团队 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校级 2013  30 

7 自动人腿参数测量系统研发 绍兴振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横向 2010.08 2012.06 25 

 

4.科研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出版社）名称、刊号 
类（级）

别 
卷（期）数 发表时间 

1 青年女子体型特征指标及岭回归预测研究 纺织学报 一级 27(4) 2006.04 

2 
Application of Neural network to Identification of Young 

females' Body typ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EI 检索 

 Volume 3   
2006.10 

3 基于 C/S 模式的女子体型识别及应用 纺织学报 一级 29(6) 2008.06 

4 智能服装的设计和研发 装饰 一级 2008 年 01 期  2008.01 

5 
Study o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Size Designation in 

Clothing MC Based on Improved LBG Algorithm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Textile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STP 检索  2010.10 

6 
The Change of Amount and Twists Effect to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Carbon-coated Filaments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ufactur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CMSE 2011 

EI 检索   2011.04 

7 Study on the sensing property of Carbon-coated Filaments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I 检索   2011.07 



8 

Clas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young females' 

shoulder shape using the fisher discriminant analysis based 

on 3D body measurement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of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Science 
EI 检索   2011.12 

9 基于神经网络集成的女下装号型归档模型构建 纺织学报  2013年第 8期 2013.08 

10 基于体表角度的女子体型分类与识别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第 30卷第 2期 2013.03 

11 
Analysis of Young Women’s Lower Limb Shape Based 

on 3D Body Measurement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收录  2013.06 

12 基于三维人体测量的青年女性臀部体型细分 纺织学报  2013年第 9期 2013.09 

 

5.获奖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及等级 授予单位 级别 获奖时间 

1 
多元联动复合型服装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省部级 2013 

2 
坚持三个结合，培养具有创新能

力的设计人才 
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00 

3 
基于三维测量的杭州女装人体数

据库的建立及应用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 省部级 2008 

4   浙江省教育系统“三育人”先进个人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12 



5  浙江省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浙江省教育厅 省部级 2010 

6 服装 MC 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杭州市科技创新十佳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部级 2009 

7   浙江理工大学第三届教学名师奖 浙江理工大学 校级 2008 

 

6.获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授权专利号 授权年份 

1 一种使服装呈现三维立体图案的方法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201110417660.6 2011.12 

2 一种人体下肢自动测量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ZL201220334854.X 2012 

3 三维女子体型识别系统软件 V1.0 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著登字第 077995号，登记号：2007SR12000 2007.8 

4 服装 MC号型自动归档系统软件 V1.0 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著登字第 092376号，登记号：2008SR05197 2008.3 

5 三维个性化服装 CAD系统 V1.0 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著登字第 115068号，登记号：2008SR27889 2008.11 

6 
基于服装三维虚拟造型的面料分类系统

软件 V1.0 
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著登字第 0341721号，登记号：2011SR078047 2011.10 

7 参数化青年女性人体特征显示系统 V1.0 国家版权局软件著作权登记 软著登字第 0544146号，登记号：2013SR038384 2012 

 



1.主持的教改项目 

信息名称：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 2009 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的通知  

信息索引： 360A08-07-2009-0392-1  生成日期： 2009-12-08  发文机构： 教育部 财政部  

发文字号： 教高函[2009]28 号  信息类别： 高等教育     

内容概述： 经过网上初评、终审评议和网上公示等程序，经研究，教育部、财政部批准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实验

教学中心等 142 个实验教学中心为 2009 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 2009 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的通知 

 教高函[2009]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

（局）、财务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 号）的精神，按照

2009 年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评审的要求，有关专家对各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报送的土建类、环境类、轻工纺织食品类、能源动力类、资源勘探类、交通运输类、航空航天类、水产

类、农林工程类、临床技能类、中医类、公共卫生类、法学类、传媒类、艺术类、考古类、文科综合类、其他类等 18

个学科类别的实验教学中心进行了评审。经过网上初评、终审评议和网上公示等程序，经研究，现批准北京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中心等 142 个实验教学中心为 2009 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名单见附件）。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完善运行管理机制，深化实验教学改革，

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凝练优质实验教学资源，拓展培训、交流和合作方式，增强示范辐射能力，为全国高等学校实验

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发挥示范作用。建设过程中应执行《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教

高〔2007〕14 号）。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要不断推进国家级、省级两级实验教学示范体系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完善

配套政策，积极组织和支持本地区、本部门高等学校与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实验

教学示范体系的示范辐射作用。 

 

  附件：2009 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2009 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名单 

 

轻工纺织食品类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东华大学现代纺织教育实验教学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实验教学中心 

 

  江南大学食品发酵实验教学中心 

 

  苏州大学纺织与服装设计实验教学中心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实验教学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实验中心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实验教学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能源动力类 

 

  长沙理工大学能源系统与动力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合肥工业大学新能源利用与电气控制实验教学中心 

 

  华北电力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上海理工大学能源动力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天津商业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浙江大学能源与动力实验教学中心 

 

资源勘探类 

 

  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工程与地质实验教学中心 

 

  吉林大学应用地球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信息名称：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信息索引： 360A08-07-2009-0307-1  生成日期： 2009-09-04  发文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  

发文字号： 教高函[2009]16 号  信息类别： 高等教育     

内容概述： 教育部、财政部批准北京大学“理论与应用力学”等 671 个专业点为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其

中经费自筹建设点 71 个，名单见附件）。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第四批高等学校 

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教高函[2009]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

（局）、财务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 号）和 2009 年度高

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规划，在有关学校和单位推荐基础上，经研究，现批准北京大学“理论与应用力学”等 671

个专业点为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其中经费自筹建设点 71 个，名单见附件），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设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是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专业特色的重要措施。项目承担学校和项

目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建设特色专业的重要意义，按照两部有关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要求，紧密结合

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和教材建设，切实

为同类型高校相关专业和本校的专业建设与改革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有关部门（单位）要负

责指导、检查、监督所属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的建设工作。在建设过程中，有关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至质

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管理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

见》（教高〔2007〕1 号）和《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教高〔2007〕14 号）执行。

质量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任务书》进行检查和验收。 

  项目资助经费按照每个建设点 20 万元的标准拨付，超出资助经费的部分由学校配套解决。项目经费管理按照《高

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7〕376 号）执行。有关单位和学校要落实经

费自筹建设点的经费。 

  三、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的承担学校应在学校网站设立专栏，对外公布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方案和进

展程度等相关信息，加强有关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作用。 

 

  附件：  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九年九月四日 

 

 

 

 

 



附件： 

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 

项目编号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TS1Z240 浙江工业大学 应用化学 经费自筹 

TS1146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TS1Z24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经费自筹 

TS11464 浙江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TS11465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TS11466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TS11467 浙江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TS1Z242 杭州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费自筹 

TS11468 浙江工商大学 会计学   

TS11469 中国计量学院 自动化   

TS11470 浙江科技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TS1Z243 浙江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 经费自筹 

TS11471 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TS11472 浙江林学院 园林   

TS11473 温州医学院 医学检验   

TS11474 湖州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TS11475 浙江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TS11476 浙江财经学院 经济学   

TS1Z244 浙江财经学院 金融学 经费自筹 

TS11477 中国美术学院 美术学   

TS11478 合肥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TS11479 合肥工业大学 制药工程   

TS11480 合肥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TS1148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S11482 安徽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TS11483 安徽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S11484 安徽理工大学 地质工程   

TS11485 安徽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TS11486 安徽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TS11487 安徽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TS11488 安徽师范大学 英语   

TS11489 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   

TS11490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   

TS11491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   

TS11492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TS11493 安徽中医学院 药学   

TS11494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TS11495 安庆师范学院 环境科学   

 

 

 

 

 

 



信息名称：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  

信息索引： 360A08-07-2007-0653-1  生成日期： 2007-11-27  发文机构： 教育部 财政部  

发文字号： 教高函[2007]20 号  信息类别： 高等教育     

内容概述：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批准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 

 教高函[2007]2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解放军总参谋部，

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 号）、《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 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 号）精神，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申报工作

的通知》（教高厅函〔2007〕25 号），经过网络评审、专家会评以及上网公示，决定批准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660

门，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课程 411 门，高职高专课程 172 门、网络教育课程 49 门，军队（含武警）院校课程 28 门。

现予公布（名单见附件）。 

 

  一、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有效期 5 年。期间，课程内容要按照规定上网，并取消所有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向全

国免费开放。用户可登录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 http://www.zlgc.org，点击“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或直

接点击 http://www.jpkcnet.com 进入浏览国家精品课程内容和了解全国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相关信息。根据解放军总参

谋部规定（﹝2005）参训兵字第 1178 号），军队院校的国家精品课程要免费为全军院校使用，秘密（含）以下等级的

课程必须在军事训练信息网上开放。可以公开的要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军队院校的国家精品课程由总参谋部负责管

理。 

  二、有关高等学校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教高厅〔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教高厅〔2004〕13 号）要求，进一

步加强课程建设，不断改善网络条件，更新和完善课程网上教学资源；统计课程网站的点击率，及时了解掌握课程教

学内容的辐射效果，收集分析用户的反馈意见；在有效期内，接受教育部组织的年度检查。 

  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切实落实质量工程，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大经费投入并

给予政策支持，推进优质资源的建设与共享。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的优质资源和建设经验，推进本校课

程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有关高等学校要保证国家精品课程免费开放，并不断改善网络条件和推进网上资源内容

完善更新。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将国家精品课程内容用作商业目的活动。 

 

  附件：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名单     

 

教育部 财政部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2007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本科)名单 

（以学科为序） 

序号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课程名称 课程学校 负责人 

120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制革整饰材料化学 陕西科技大学 马建中 

121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食品工程原理 上海交通大学 李云飞 

122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包装材料学 天津科技大学 王建清 

123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葡萄酒工艺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华 

124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成衣工艺学 浙江理工大学 邹奉元 

125 工学 轻工纺织食品类 食品保藏原理与技术 中国海洋大学 曾名湧 

126 工学 生物工程类 生物工艺学 北京化工大学 谭天伟 

127 工学 生物工程类 微生物学 浙江工业大学 沈寅初 

128 工学 水利类 水文统计 河海大学 黄振平 

129 工学 水利类 海岸动力学 河海大学 严以新 

130 工学 水利类 水工建筑学 清华大学 金峰 

131 工学 土建类 结构设计原理 长沙理工大学 张建仁 

132 工学 土建类 建筑设计基础 华南理工大学 何镜堂 

133 工学 土建类 水力学 济南大学 于衍真 

134 工学 土建类 钢结构设计 青岛理工大学 王燕 

135 工学 土建类 房屋建筑学 山东建筑大学 崔艳秋 

136 工学 土建类 中国古建筑测绘 天津大学 王其亨 

137 工学 土建类 建筑评论 同济大学 郑时龄 

138 工学 土建类 钢结构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郝际平 

139 工学 土建类 地下铁道 西南交通大学 高波 

140 工学 土建类 建筑构造 重庆大学 魏宏杨 

141 工学 武器类 弹药学 南京理工大学 李向东 

142 工学 仪器仪表类 应用光学 长春理工大学 王文生 

143 工学 仪器仪表类 自动测试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 童玲 

144 工学 仪器仪表类 测试与检测技术基础 清华大学 王伯雄 

145 工学 仪器仪表类 精密机械设计基础 天津大学 裘祖荣 

146 工学 仪器仪表类 传感器技术 中国计量学院 李东升 

147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中级财务会计 北京工商大学 杨有红 

148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物流系统论 北京工商大学 何明珂 

149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组织行为学 电子科技大学 井润田 

150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管理会计 东北财经大学 吴大军 

151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管理学 东北财经大学 卢昌崇 

152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中小企业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林汉川 

153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企业物流管理 湖南商学院 黄福华 

154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电子商务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王学东 

155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基础会计学 暨南大学 宋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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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有关出版社：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我部决定制订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经出版社申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最后确定了 9716 种选题列入“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现将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出版、选用工作。现就做好“十

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提出如下意见：  

  一、“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内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

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做到思想性和学术性的统一。 

  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要适应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发展，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和新颖性。要及时反映教

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新成果，并随着学科的发展及时修订。 

  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写、出版，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出版法律、法规，恪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

信，杜绝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发生。 

  四、承担任务的各方面要共同努力，通力协作，保证高质量出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材编著者所在高

等学校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提供条件，支持编著者按计划完成书稿编写工作；教材编著者，按时编写出高质量的教

材；教材的出版单位要从资金等方面对教师编写教材予以保证，并严把出版环节，保证教材的编校和印刷质量，按时

完成出版任务。 

  五、“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将采用项目模式进行管理，加强对编写、出版过程的监控。我部将通过全国普通高

等教育教材网及相关媒体跟踪教材的编写、出版进程，发布相关评价信息。 

  六、“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将引入评审、评介和选用机制。充分发挥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专家组织的作用，开展

多种形式的教材评审与评介工作，促进教材质量的不断提高。各高等学校应加强教材选用管理，严把教材选用关，确

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统一标志已经确定，请从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www.tbook.com.cn）

上直接下载正式样张。 

 

  附件：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表      

教育部 

                                   二○○六年八月八日 

 

 

 

 

 



附件: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表 

 

教材名称 作  者 作者单位 出 版 社  

印刷机设计与计算 张海燕 西安理工大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包装工艺学 潘松年 西安理工大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包装与环境 戴宏民 重庆工商大学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包装容器结构设计与制造 宋宝丰 株洲工学院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包装装潢与造型基础 肖禾 株洲工学院 印刷工业出版社 

成衣工艺学 邹奉元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世界服装史 郑巨欣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服装工业制板 潘波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 刘瑞璞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品牌广告设计 王蕴强、贾荣林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时装画技法 邹游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表演基础 王以中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染整工艺实验教程 陈英 北京服装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立体裁剪 张文斌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成衣工艺学 张文斌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纺织服装商品学 王府梅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纺纱学 郁崇文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机织学 朱苏康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针织学 龙海如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产业用纤维及其制品学 晏雄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表面活性剂化学及纺织助剂 陆大年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染料化学 何瑾馨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染整工艺设备（第 2版） 吴立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现代染整实验教程 屠天民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染整工艺与原理 阎克路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纤维化学与物理 蔡再生 东华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印染厂设计 崔淑玲 河北科技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面料艺术再造 梁惠娥 江南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纺织品染整工艺学（第 2版） 范雪荣 江南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卫生学 陈东生 闽江学院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美学教程 徐宏力 青岛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针织服装设计 谭磊 青岛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服装 CAD 应用教程 陈建伟 青岛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纺织材料学(双语版) 刘妍 青岛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轻化工水污染控制 石宝龙 青岛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功能纤维及功能纺织品 朱平 青岛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纹织物设计 田琳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省普通高校重点专业名单的通知 

 

2008-03-14 

来源：省教育厅高教处 

 

浙教高教〔2008〕63 号 

 

各普通高校： 

    根据我厅《关于开展高校教学专项抽检和验收工作的通知》（浙教办高教[2007]186 号），2007 年下半年，我厅组织

专家对 2003 年评定的省重点建设专业进行了评估验收。根据专家组综合评价，并经我厅研究，决定授予浙江工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100 个本专科专业为省普通高校重点专业，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各重点专业所在学校继续增加投入，深化教学改革，积极发挥重点专业示范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浙江省教育厅 

二○○八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 

    1、浙江省本科高校重点专业名单 

    2、浙江省 2007 年普通高校重点专业检查结果(以小组为评价单位) 

 

 

 

 

 

 

 

 

 

 

 

 

 

 

 

 

 

 

 

 

 

 

 

 

 

 

 



 

附件 1:    

浙江省本科高校重点专业名单 

序号 学校 专业 备注 

13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学   

14 浙江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15 浙江师范大学 英语   

16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17 宁波大学 航海技术   

18 宁波大学 水产养殖学   

19 宁波大学 应用化学   

20 宁波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21 宁波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 宁波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3 宁波大学 法学   

24 宁波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宁波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26 中国美术学院 绘画   

27 中国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   

28 中国美术学院 雕塑   

2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3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   

3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3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3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35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工程   

36 浙江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37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38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39 浙江理工大学  轻化工程   

40 浙江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41 浙江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   

42 浙江工商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3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学   

44 浙江工商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45 浙江工商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日期：2012-05-30 

 

浙教高教〔2012〕70 号 

 

各本科院校： 

    根据《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浙发改规划〔2011〕1358 号）和《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二五”发展

规划（2011—2015 年）》（浙教高科〔2011〕153 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十二五”期间全面提高本科高校教育教学

质量的实施意见》（浙教高教〔2011〕170 号）等文件精神，我厅组织了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的推荐

评审工作。经学校申报、专家评议、我厅审核，确定中国美术学院的绘画等 150 个专业为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

业建设项目，现予公布（详见附件）。 

    实施“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旨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希望各高校牢固确立人才培养

的中心地位，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和学科特色，注重内涵发展，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切实推进培养模式、课程教材、

教学方式方法、教学管理等专业发展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人才培养水平的整体提升，形成

一批教育观念先进、改革成效显著、特色更加鲜明的专业点，引领示范本校其他专业或同类高校相关专业的改革与建

设。希望各优势专业建设项目负责人切实担负起建设责任，积极探索，加强管理，努力提高建设成效。 

 

附件：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本科院校“十二五”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负责人 

36 宁波大学 040105W 小学教育 孙玉丽 

37 宁波大学 081205 航海技术 郑彭军 

38 宁波大学 070302 应用化学 干宁 

39 宁波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让定 

40 宁波大学 07120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夏银水 

41 宁波大学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方志梅 

42 宁波大学 080703 土木工程 郑荣跃 

43 宁波大学 090701 水产养殖学 蒋霞敏 

44 宁波大学 100301 临床医学 尹维刚 

45 浙江理工大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胡丹婷 

46 浙江理工大学 050408 艺术设计 李加林 

47 浙江理工大学 081402 轻化工程 余志成 

48 浙江理工大学 080603 电子信息工程 包晓敏 

49 浙江理工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贾宇波 

50 浙江理工大学 081405 纺织工程 陈建勇 

51 浙江理工大学 081406 服装设计与工程 邹奉元 

52 浙江理工大学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文华 

53 浙江理工大学 080205Y 材料科学与工程 姚菊明 

5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10203 会计学 王泽霞 

55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光亭 

5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3 电子信息工程 孙玲玲 

5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戴国骏 

5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2 自动化 薛安克 

5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11W 软件工程 万健 

6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4 通信工程 李光球 

6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71205W 信息安全 游林 

6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6 电子科学与技术 秦会斌 

6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608Y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刘士荣 

6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0803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国金 

65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3 会计学 许永斌 

66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1 工商管理 郝云宏 

67 浙江工商大学 020102 国际经济与贸易 俞毅 

68 浙江工商大学 020104 金融学 钱水土 

69 浙江工商大学 110209W 电子商务 琚春华 

70 浙江工商大学 030101 法学 谭世贵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0 年度省高校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的通知 

 

2011-02-14 

来源：  

 

浙教高教〔2011〕10 号 

 

各有关高校：  

    为推进我省高校教材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有关教学改革与建设项

目评审办法的通知》(浙教高教〔2009〕56 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0 年度省高校重点教材建设立项工

作的通知》（浙教办高教〔2010〕106 号）精神，我厅组织开展了省高校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经各高校

按限额推荐、省本科和高职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审、我厅审定，本科高校 19 套本科系列教材和高职高专 16 套系

列教材列为 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系列教材建设项目，244 本本科教材和 355 本高职高专教材列为 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

自选主题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现予以公布。 

    希望各高校和相关专业教指委加强对省重点教材建设项目的指导和管理，以确保质量，按时出版。本次立项资助

的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出版时需在教材封面上标注浙江省“十一五”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LOGO（附件 5，可在省教育厅

门户网站下载）。资助经费另文下达。 

 

附件： 

⒈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自选主题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名单（本科） 

⒉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自选主题重点教材建设项目名单（高职高专） 

⒊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系列教材建设项目名单（本科） 

⒋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系列教材建设项目名单（高职高专） 

⒌浙江省“十一五”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LOGO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改变字体：大 中 小 

 

 

 

 

 

 

 

 

 

 

 

 

 

 

 

 

 

 

 

 

 

 



 

 

附件 3：      

2010 年度浙江省高校系列教材建设项目名单(本科) 

序

号 

教学指

导委员

会 

秘书长 系列教材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主编所在学校 

8 机械类 方志梅    
机械工程实践

教学系列教材 

工程训练实训教程 周继烈 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项目实践教程 潘柏松 浙江工业大学 

机械基础实验教程 竺志超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实践与竞赛指导 应富强 浙江工业大学 

9 
电气信

息类 
秦会斌   

电气信息类专

业新技术类课

程群教材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韦巍 浙江大学 

绿色照明技术 罗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表面贴装与混合电路技术 方达伟 湖州师范学院 

工业生产自动化新技术 薛安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短程无线通信技术 梁丰 宁波大学 

10 

交通运

输类与

海洋工

程类 

谢永和   
海洋工程设计

系列教材 

海洋平台结构设计 张吉萍 浙江海洋学院 

海底管道 张兆德 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平台舾装设计 张晓君 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平台动力设备 郑道昌  宁波大学 

海洋平台轮机系统设计 李德堂 浙江海洋学院 

11 

轻工纺

织食品

类 

季晓芬   
服装专业基础

系列教材 

时装工业导论 
 郭建

南 
 浙江理工大学 

成衣工艺学 
 邹奉

元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立体造型设计基础 
 季晓

芬 
 浙江理工大学 

成衣设计及立体构成 魏静 温州大学 

时装市场与商品企划 任力  浙江理工大学 

12 

护理学

及预防

医学类 

姜丽萍   
护理类系列教

材 

 基础护理技术实验指导 

  --以任务为导向  
吴永琴 温州医学院 

 护理综合模拟实验教程   姜丽萍 温州医学院 

 临床护理实践指导   尹志勤 温州医学院 

护士核心能力培养案例教程 孙秋华 浙江中医药大学 

妇儿护理实验指导 叶志航 
浙江大学邵逸夫医

院 

 

 



3、主持的科研项目 

基于个性化人体特征的三维服装虚拟试衣关键问题研究 

 



自动人腿参数测量系统研发 

 











 



4、科研论文 

青年女子体型特征指标及岭回归预测研究 



 



Application of Neural network to Identification of Young females' Body type 

 

 



Study o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Size Designation in Clothing MC Based on Improved LBG Algorithm 

 

 

 



 

 

 

 

 

 

 































 

 

 



The change of amount and twists effect to electrical performance of carbon-coated filaments 

 

 









 

 





5、获奖情况浙江 

省教育系统“三育人”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荣誉证书 

 



6、获专利情况 

三维女子体型识别系统软件 V1.0 

 

 

 

 



服装 MC号型自动归档系统软件 V1.0 

 

 

 



三维个性化服装 CAD 系统 V1.0 

 

 

 

 

 



 

 

 

 

基于服装三维虚拟造型的面料分类系统软件 V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