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理工大学“智慧人居学”研究生微专业

培养方案

专业负责人：王丽慧 环境与建筑学院

一、 微专业简介

1.微专业定位

本微专业是基于联合国人居署的战略规划和我国及上海市住建领域的重点工

作设立的，它的主题包括素质治理与智慧城市，好房子与宜居城市绿色转型与韧性

城市。面向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智能建造、城市规划、新能源技术等领域，聚焦

“智能技术驱动低碳人居环境营造”的核心目标，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掌握建筑环

境优化设计与低碳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通过“热环境健康-智能调控-新能

源融合”三大板块的系统教学，助力学员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推动建筑行业向绿

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在中国“双碳”目标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受控人工环境的营造在国家战略转型

和上海市先导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需求从传统人工环境营造逐步转

变为与 AI智能技术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而传统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

的人才培养，在目前高端制造所需受控环境行业中缺乏人工环境背景，因此行业亟

需掌握了人工环境热工、自动控制、智能化算法、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创新者，以应

对绿色建筑、高端制造、健康空间等场景的智能化升级挑战。

专业支撑核心学科为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以下简称建环专业），交叉学

科包括智能控制、数据科学。数智暖通专业特色主要体现在跨学科融合：以“受控

人工环境”的绿色低碳营造为基础，嵌入 AI算法、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

突破传统建筑环境工程边界，将居住环境、交通工具环境、医疗环境、高端制造环

境、精密加工环境、航空航天环境等都纳入人工环境范畴；场景化实践：对接智能

家居、绿色工厂、洁净实验室等真实场景，通过虚拟仿真平台与产业项目实训，强

化多环境协同调控能力。



填补“AI+人工环境”交叉领域人才培养缺口，输出既能优化人工环境健康舒适

性，又能驱动工业环境高效低碳化的复合型工程师，契合智慧城市与高端制造升级

核心需求。

2. 微专业优势

本微专业通过将课程理论与实践项目相结合，形成三大特有核心优势：

（1）热环境舒适健康与低碳设计：从实践角度出发，以老旧建筑绿色改造案

例分析为例，帮助学生掌握室内热环境评价标准（PMV-PPD模型、ASHRAE标准），

了解健康建筑环境设计所对应的自然通风优化、低能耗围护结构、绿色建材应用等

应用，并形成全生命周期理念，对建筑进行长期实时监控，如 VOCs控制、CO₂浓

度智能监测等。

（2）智能自控与数值模拟技术：形成“建筑+智能”教育培养模式，以建筑能源

系统自动化控制中的 HVAC系统智能调控、传感器部署为基础，通过数值模拟仿

真技术与建筑结合，搭建 EnergyPlus、CFD流场模拟、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等多种工

具应用平台。

（3）建筑新能源系统集成与创新：聚焦前沿需求，巩固核心优势，微专业采

取零碳建筑项目全流程模拟的形式，让学生参与规划-设计-运营多个环节。以光伏

建筑一体化 BIPV、地源热泵、储能系统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穿插，以低碳建筑政策

与碳交易机制纵贯，帮助其掌握新能源系统经济性分析与碳足迹核算能力。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全面育人战略，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工程应用型人才。智慧人居学微专业毕业时具备健康人居环

境及特殊人工环境营造、控制、运维与节能的相关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与技能，重

点支持生物医药、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先进产业生产环境营造与控制，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通过生产环境这一切入点下实现融合，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供人才储备。

数智暖通微专业结业学生将熟练掌握人工环境热工、设备与系统相关知识，并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基本方法实现人工环境的自动控制、智慧运维管理。本专业的开



设，有效搭建目前高端制造产业中人工环境智控与智慧运维管理终端人才需求与非

建环专业学生培养之间的桥梁，结业学生将同时具备人工环境热工设计与智能控制

的基本能力，在行业就业环境中将具有较大竞争力，有效促进学生就业，并通过课

程团队的校企合作，孵化落地实际工程项目，有效促进产教结合协同育人。本专业

结业学生人工环境、楼宇智能化控制的基本能力储备，通过职业训练后，能在高端

制造产业人工环境领域从事设计研发、智能电控、运维咨询等方面的技术与管理工

作。微专业培养目标可分解为知识储备、能力培养、国际视野 3点：

培养目标 1（围绕知识储备）：熟练掌握人工环境热工基础知识、人工环境自

动化与智能化的相关基础知识、人工环境智能化的相关软硬件工具；

培养目标 2（围绕能力培养）：能够综合应用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等基础

知识与专业知识、计算机工具与实验技术，提出、分析和解决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

的人工环境领域的设计、运行维护、检测、咨询和管理等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培养目标 3（围绕国际视野）：掌握获取人工环境领域内全球范围最新发展动

态和前沿科技的基本方法，具备国际化视野。

三、 培养对象及条件

(1) 招生对象：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土木工程和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

研究生。此外对建筑低碳转型与智能化技术有强烈兴趣，具备能源动力工程、计

算机科学或自动化科学背景的研究生。

(2) 招生人数： 每期计划招收 30-50人，根据报名者学术背景与实践经验择优

录取，确保小班化教学与个性化指导质量。

(3) 报名条件：1、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需已完成至少 4周的课程学习，且导

师同意其参与微专业培养计划。2、申请者需确保从事科研工作与论文撰写的实际

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能够平衡微专业课程学习与科研任务。3、掌握人工智能、

能源系统原理或编程基础者优先。

四、 核心课程

围绕人居环境学某一领域特定产业环节、研究方向或核心能力素养等，由高校

专家和行业专家领衔，设立 8门核心课程。课程注重该领域产业前沿、基本从业能



力提升和 AI 素养的培育，每门课程 18 学时，其中实践课程占比不少于 50%。采用

集中授课方式，开课学期：学术科研周+暑期，授课时长 4-5 周。详见表 1。

表 1 “智慧人居学”课程基本信息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分解学时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理

论

实践

1
AI+人居环境通风控制技

术
1 16 8 8 考试

学术科研周+

暑期

2 人工环境学 1 16 8 8 考查
学术科研周+

暑期

3 智慧建筑人居环境 1 16 4 12 考查
学术科研周+

暑期

4 高端制造业空气洁净技术 1 16 4 12 考试
学术科研周+

暑期

5 电气控制技术 1 16 8 8 考试
学术科研周+

暑期

6 人工环境系统通讯网络 1 16 8 8 考试
学术科研周+

暑期

7 人工环境智慧运维与管理 1 16 8 8 考查
学术科研周+

暑期

8 区域智慧能源系统 1 16 8 8 考查
学术科研周+

暑期

合计 8 128 56 72

五、 课程简介

1.《AI+人居环境通风控制技术》课程

负责人：王丽慧

教学团队：王丽慧、刘帆、陈瑞清

课程简介：用于高精度人工环境营造的控制理论、能源数据分析与云计算等角

度体现 AI 对课程的支持和延伸（依托建环专业上海市精品课程《通风工程》，校

本研一体化课程，校研究生课程思政）

2.《人工环境学》课程

负责人：孙婵娟

教学团队：孙婵娟、宿春晓、戴雨蔚、刘帆



课程简介： 健康人居环境，以及特殊需求人工环境，如芯片制造电子医药厂

房、精密机械加工车间等高端制造业人工环境的主要组成、标准与评价（依托建环

专业国家级精品课程《建筑环境学》、本研一体化课程）

3.《智慧建筑人居环境》课程

负责人：李奕霖

教学团队：李奕霖、李钊、王昕、林尧林

课程简介： 智慧建筑基本概念、组成、基本技术手段，高效机房的建设与基

本技术手段（建环专业开设的校公选课，课程荣获上海高校示范性本科课堂）

4.《高端制造业空气洁净技术》课程

负责人：王海东

教学团队：王海东，邹志军，李浩

课程简介：电子芯片制造、生物医药制造、精密机械加工等人工环境的基本标

准和要求，相应人工环境设备系统及其智能控制方法（依托建环专业上海市重点课

程《空气洁净技术》）

5.《电气控制技术》课程

负责人：翁文兵

教学团队：翁文兵，王非 章睿妍

课程简介：人工环境控制所需的自动控制基础理论，建立控制系统所需的基本

硬件与软件，PLC 编程基础

6.《人工环境系统通讯网络》课程

负责人：林尧林

教学团队：林尧林，李奕霖 李钊

课程简介：人工环境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本地控制、上位机控制等控制

系统的基本架构和原理，设备通信网络（依托建环专业在建国家级教材《建筑设备

自动化与通讯网络》）

7.《人工环境智慧运维与管理》课程

负责人：王昕

教学团队：王昕，章睿妍，戴雨蔚



课程简介：以流体输配管网理论为基础的人工环境风系统、水系统动态平衡，

人工智能算法赋能的生命周期调适（依托建环专业上海市重点课程《流体输配管网》）

8.《区域智慧能源系统》课程

负责人：于国清

教学团队：于国清，曲明璐，曹双华，李贺

课程简介：区域能源微网、光储直柔、智能储能调峰（依托建环专业校级规划

教材《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原理与应用》，上海市重点课程-AI+课程《传热学 A》）

六、 师资队伍

校内由建环系全体教师共同承担 8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每门课程由课程负责人

牵头、2-4 位本系教师完成课程教授及课后辅导答疑等教辅工作。

校外由企业导师及其教学团队承担提供课程的建设资源、讲授部分课程内容，

带领学生开展校外实践教学任务。

按照课程简介中的顺序介绍如下两个部分，其一是主要课程负责人的介绍；其

二是表格汇总所有课程建设人。详见表 2、表 3。

6.1 课程负责人简介

（1）王丽慧（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建筑环境与舒适低碳，开设《通风工程》、《人居环

境通风控制技术》等课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服务横向项目 30 余等，

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等高水平论文 100 篇，任学院副院长，分管学院科研、

研究生和国际交流管理工作，全国暖通空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通风专业委员会理事，

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中国制冷学会空调热泵专业委员会委员。

（2）孙婵娟（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建筑环境与舒适健康，开设《建筑环境与健康》、

《建筑环境学》、《工程热力学》等课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

学基金、多项横向项目等，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担任中国环境

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青委会秘书、SCI 主编助理等职。

（3）李奕霖（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可持续建筑与能源系统智能化，开设《建筑设施电

气控制技术》、《建筑设备自动化》、《智慧建筑与人居环境》等课程，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扬帆计划项目、多项横向项目等，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担任低碳智慧建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节能

环保专家。

（4）王海东（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大空间建筑高性能通风、快速 CFD 模拟、绿色低碳建

筑，开设《空调工程》等课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横向项目等，第一或

通讯作者发表代表性论文 42 篇，任职上海市制冷学会理事、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

行业协会副会长、Energy and Buildings 专刊主编、暖通空调产业技术联盟智能化

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绿色建筑专家、中文国际期刊《城

市建筑与发展》编委、城乡能源与环境国际会议（UREE2018）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5）翁文兵（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建筑环境与设备自动控制技术，开设《自动控制原理》

等课程。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约 60 篇论文（包括国际刊物、国际会议、国内刊物、

国内会议），获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8项，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1项、机

械工业学会科技进步奖 1项。

（6）林尧林（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副教授，注册工程师，曾任美国某建筑能源技术公司首席工程师, 聚焦

于人工智能与能源设备控制算法优化、大数据与建筑节能设计、碳中和与零能耗建

筑等方向研究。开设过《节能建筑计算与仿真》、《建筑节能技术》、《人工环境

控制测试技术》等课程。主持英特尔总部等 50 多个大型节能工程改造及省厅级纵

横向项目。发表 SCI 期刊论文 50 余篇、专著 3部。任多个 SCI/EI 期刊副主编、编

委，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建筑调适与运维专业委员会委员、科技部专家库成员、工信

部电力需求侧专家库成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上海市创新创业评审专

家、江西省、黑龙江省科技专家库专家、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院士专家服

务中心专家。指导学生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CAR-ASHRAE 全国大学生设

计竞赛、MDV 全国设计竞赛学生组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二等奖以上奖项。

（7）王昕（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工业环境与通风，开设《空调工程》、《流体

输配管网》等课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多项横向项目

等，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

（8）于国清（环境与建筑学院）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太阳能利用与建筑节能，开设《供热工程》、《建筑

节能新技术》、《太阳能利用原理与技术》、《空调系统仿真原理与应用》等课程，

获得上海市科基金进步二等奖、三等奖，担任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光电建筑委员会理

事、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太阳能利用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6.2 所有课程建设师资情况

表 2为校内课程建设老师的基本信息，表 3为校外团队参与建设人员信息。

表 2 “智慧人居学”微专业校内课程建设师资情况

序

号
姓名 年龄 职称 所在单位

主要从事专业/

行业
曾授课程 拟授课程

1 王丽慧 47 教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通风工程

人工环境智

能与大数据

2 王海东 43 教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空调工程

高端制造业

空气洁净技

术

3 翁文兵 58 教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自动控制原理

电气控制技

术

4 王昕 45 教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流体输配管网

人工环境智

慧运维与管

理

5 于国清 54 教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节能新技

术

智慧能源系

统

6 孙婵娟 39
副教

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环境学 人工环境学

7 李奕霖 37
副教

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智慧建筑人居

环境

智慧建筑人

居环境

8 林尧林 49
副教

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电气

人工环境系

统通信网络

9 李钊 38
副教

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空调用制冷技

术

人工环境设

备物联网



10 曲明璐 41
副教

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传热学

人工环境系

统通信网络

11 刘帆 32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环境测试

技术

人工环境设

备物联网

12 陈瑞清 34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

人工环境智

能与大数据

13 宿春晓 39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环境学 人工环境学

14 戴雨蔚 32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流体力学

人工环境智

慧运维与管

理

15 章睿妍 35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工程热力学 B

人工环境智

慧运维与管

理

16 曹双华 49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冷热源

智慧能源系

统

17 李贺 33 讲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节能新技

术

智慧能源系

统

18 邹志军 49

高级

实验

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环境测试

技术

高端制造业

空气洁净技

术

19 王非 43

高级

实验

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建筑电气

电气控制技

术

20 李浩 43
实验

师

上海理工大

学

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
空气洁净技术

高端制造业

空气洁净技

术

表 3 “智慧人居学”微专业校外课程建设师资情况

序

号
姓名 年龄 职称 所在单位

主要从事专业/

行业
曾授课程 拟授课程

1 李景广 54

教授

级高

工

上海建筑科

学研究院
健康建筑 - 人工环境学

2 王芳

高级

工程

师

上海室内环

境净化协会
室内空气净化 -

高端制造业

空气洁净技

术

3 陈雷田 53

教授

级高

工

上海安悦节

能有限公司

制冷设备与低

温技术
-

人工环境智

慧运维与管

理



七、 授课时间

统一安排在每年学术科研周、暑期进行，具体时间以当年度课表为准。

八、 修读证书

每门课程修读完毕可获得该课程成绩，完成全部课程和实践活动并经考核合格，

将获得上海理工大学智慧人居学微专业证书。

九、 收费标准

130 元/学分。

十、 报名方式

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填写报名表提交学院，学院填写汇总表加盖公章后提交研究

生院（卓越工程师学院）。

环境与建筑学院

研究生院（卓越工程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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