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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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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要求 

1.本任务书适用于虚拟仿真实训中心项目（XM-7）。 

2.请依据批准立项的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项目如

实填写，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

确、简洁，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3.各级项目进度均须明确年度具体目标、可监测指标及经费预

算。 

4.填写文字内容的字体为仿宋_GB2312，字号为小四，行距为

固定值16磅，表中空格不够时，可自行拓展加页，但版面

要整洁规范。 

5.本任务书限用 A4 纸张双面打印填报，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

他封面。任务书左侧装订，一式 2 份连同电子文档一并报

送至省教育厅高教处。 

6.本表中签字盖章需齐全，若无或不齐全则作自动放弃处理，

教育厅将不予受理。 



 

一、项目基本情况 

虚拟仿真实训

中心名称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负责人 罗悠燕 职称/职务 

高级讲

师/电气

工程与

自动化

系主任 

联系方式 13880247742 

联系人 刘万龙 职称/职务 

高级讲

师/专业

课教师 

联系方式 13980006549 

虚拟仿

真实训

中心 

专业

教师

基本

情况 

 高级 中级 其它 总人数 

人数 7 19 1 

27 占总人

数比例 
25.93% 70.37% 3.7% 

实训

中心

人员

信息 

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
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罗悠燕 47 高级讲师 专业教师/系主任 专职 

马冰清 49 高级讲师 专业教师/教务处主任 专职 

王江波 45 高级讲师 
专业教师/教务处副主

任 
专职 

徐建 47 
高级实习

指导教师 
专业教师/系主任 专职 

刘万龙 36 高级讲师 专业教师/主任协助 专职 

李珊珊 34 讲师 专业教师/教务科长 专职 

陈盛 33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唐涛 42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吕宇 32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刘小棠 36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江艳华 36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安莉莉 31 助理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杨涛 29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杨旭 31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金艳艳 30 工程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唐敏 33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姜赟 31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沈德章 48 高级讲师 成都市技能大师 专职 

陈志兵 47 讲师 成都市技能大师 专职 

蒋晶晶 36 高级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甘山山 33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任婷 34 讲师 双师型教师 专职 

王强 32 工程师 
埃森普特 

技术部部长 
兼职 

张洋 30 工程师 
埃森普特 

项目经理 
兼职 

邓博 30 工程师 
埃森普特 

项目经理 
兼职 

姚高明 29 工程师 
埃森普特 

机械设计工程师 
兼职 

李代晨 35 工程师 
科创联 

市场部经理 
兼职 

实践

教学

情况 

实践课程名称 
面向专业

数 

实践学生人

数/年 
实践人时数/年 

工业机器人技术

仿真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72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技术

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96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电气

维护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48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电弧

焊应用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48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搬运

码垛应用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48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拆装

与维护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72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工装

夹具仿真设计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48 学时/人/年 

工业机器人工作

站仿真设计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50-100 48 学时/人/年 

自动化生产线仿

真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2电气自动

化技术 

150-250 72 学时/人/年 

智能制造生产线

虚拟仿真实训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2电气自动

化技术 

150-250 48 学时/人/年 



 

二、项目建设方案 

现 

有 

基 

础 

1.2009 年，我院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电弧焊；2014 年，开始在教学中使

用 ABB RobotStudio 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2016 年，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建成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2017 年，筹建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2.我院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采用德国 KUKA 工业机器人，占地面积 600 平方

米，设备总值 640 万元，配置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机房、基础实训功能区、

电弧焊应用实训功能区和搬运码垛实训功能区，其中虚拟仿真实训机房已配置

KUKA SimPro 和 ABB RobotStudio 两款专用仿真软件。同时该系其他专业实训设

备完善。可以为虚拟实训中心的建设、完善提供强有力的软、硬件支撑。实训中

心建成后，已承接多次相关企业和兄弟院校的参观、考察、交流等活动，在本地

区行业中有较大影响，并为兄弟院校专业建设和实训室建设起到了示范引领作

用。 

 

    



 

图一  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及其配套专用仿真软件 

3.我院西门子先进自动化技术联合示范实训中心由校企双方联合共建，总投

资 2000 余万元，下设标准变频、先进自动化、过程控制和机电一体化，共 4 个

实训功能区，并配备 STEP7、WinCC 等西门子自动化软件，可完成西门子自动化

系统的教学和培训。可为半实物仿真的实现提供充足的设备保障，完善自动化控

制类课程的实训条件。 

  

  

图二  西门子先进自动化技术联合示范实训中心 

4.我院生产实训基地具备优越的实训硬件条件，占地面积约为 3900 余平方

米，生产型设备 74 台（套），大型设备 61 台（套），DMG 五轴加工中心等国

际先进设备 13 台（套），设备总值 2980 万元。可为探索智能制造环境下的专业

建设与教研教改提供优秀的硬件保障，有利于虚实结合的实训教学。 



 

 
 

 

 

 

 

 

 

 

 

 

 

图三  生产实训基地 

5.学院校园网络覆盖各部门，具备足够网络带宽和大型存储空间，实现 WIFI

全覆盖。可为实训中心运行与教学资源网络共享提供稳定有力的基础条件。 

6.实训中心目前拥有专职教师 22 名，企业兼职教师 5 名。师资队伍业精技勤，

结构合理，多名教师曾参与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科研项目，另有教师曾多次参与



 

工业机器人国赛制裁。可为实训中心提供强有力的师资队伍保障。 

7.我院高度重视工业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智能制造/工业 4.0 环境

下的专业建设与教研教改，重点改革实训教学的思路和方法、整合实训教学资源、

改进实训教学模式。可以为实训中心提供足够的教研、科研项目，深度挖掘实训

中心更多的功能，并保证实训中心的建设。 

8.我院与成都埃森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有深度合作，正在筹建融产、

教、学、研一体的二级学院，以期实现深度产教融合，联合打造工业机器人培训

基地。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带动实训中心的建设。 

建 

设 

思 

路 

基本原则为以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西门子先进自动化联合示范实训中心及

生产实训基地为依托，以工业机器人学院及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为抓手，以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为目的。将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机房独立，并进一步建设完善

成为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前述三个实训中心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提供

软、硬件支持，校园网络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提供网络基础。在“专业基础——

专业综合——科研创新”的实训体系下，构建软件仿真、半实物仿真和虚拟实训

三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和远程共享系统，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加强信息化建

设，最终建成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并逐步实现所有教学资源的网络共

享。 

 

 

 

 

 

 

 

 



 

 

图四  实训中心建设体系 

1.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投入，建设虚拟现实系统 

在仿真机房原有配置服务器与大型储存设备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硬件，保

障虚拟教学平台的运行和网络应用；采用台式计算机与移动工作站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既保证机房内的操作，同时也可以保证现场半实物仿真的顺利实施；同时

添置工业机器人装调修硬件，力求虚实结合。 

2.购置满足工业 4.0 要求的虚拟仿真系统所需软件 

如 DASSAULT  SYSTEMES（达索系统） 3D Experimence2017x 系统、MES

系统等符合工业 4.0 要求的软件。 

3.添置必要的信息化设备，实现远程共享 

在原有基础上添置必要的信息化设备和软件等，以期实现从仿真软件、教学

资源乃至仪器设备的共享，为兄弟院校及社会企业解决本专业在虚拟仿真方面的

需求。 

4.结合课程体系与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教学资源开发 

以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为依据，充分考虑本地区乃至成都市产业结

构，有针对性的对上述三大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进行教学资源开发，以期更好的服

务于地方经济发展。 

建 

设 

目 

标 

一、软件仿真平台 

（一）建设内容： 

1.软件购置：仿真实训平台主要基于达索系统公司 3D Experimence2017x 系

统，包含其基础包、Delmia 数字化制造高级包、Systems Engineering 系统工程高

级包。涵盖三维设计、有限元分析、数控加工、工艺规划、人机工程、机器人仿

真、机器人离线编程、多学科半实物仿真、自动化生产线布局规划、自动化生产



 

线生产过程仿真等功能； 

2.教学资源建设：以前述软件为基础，以我市产业结构为依据，合理制定课

程教学资源包。 

（二）实践项目： 

该平台可针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与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开展工业机器人工

装夹具设计仿真、工业机器人工作站设计仿真及自动化产线设计仿真等实践项目

的软件仿真教学，并辐射我院各二产类专业，提供先进高效的软件仿真教学功能。 

以工业机器人工装夹具设计仿真为例，充分考虑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与我市

产业结构设计课题，开展教学。 

 

 

 

表一  工业机器人工装夹具设计仿真部分课题 

实践项目 任务课题（部分） 学时 服务专业 

工业机器人工装

夹具设计仿真 

机器人焊枪支架设计与仿真 6 

工业机器人

技术 

机器人气动抓手设计与仿真 12 

机器人真空吸盘设计与仿真 6 

机器人复合吸盘设计与仿真 12 

…… …… 

 

 
图五  工业机器人气动抓手设计仿真示意图 

（三）建设目标： 

1.将软件仿真平台应用于实践教学； 

2.建设合理的课程教学资源包。 

 



 

二、半实物仿真平台 

（一）建设内容： 

1.购置自动化控制综合试验箱，其包含 ARM9 处理器、色彩传感器、遥控器、

红外线传感器、触摸式传感器、伺服电机、USB 端口、wifi 模块，配合前述软件

中的 Systems Engineering 系统工程高级包开展多学科的半实物仿真实验； 

2.教学资源建设：综合考虑课程要求与实际设备情况，合理制定课程教学资

源包。 

（二）实践项目： 

该平台可针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与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开展工业自动化

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仿真、自动化生产线仿真实训等实践项目的半实物仿

真教学，提供先进高效的教学手段，避免昂贵的设备投入。 

表二  自动化生产线仿真实训部分课题 

实践项目 任务课题（部分） 学时 服务专业 

自动化生产线仿

真实训 

自动化生产线规划 6 1.工业机器

人技术 

2.电气自动

化技术 

3. 机械设备

装配与自动

控制 

供料站设计与仿真 12 

分拣站设计与仿真 12 

加工站设计与仿真 12 

控制系统规划设计 12 

…… …… 

 



 

 
图六  自动化生产线规划示意图 

（三）建设目标： 

1.将半实物仿真平台应用于实践教学； 

2.建设合理的课程教学资源包。 

 

三、虚拟实训平台 

该平台主要包含工业机器人装调修实训与虚拟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实训两个

子系统。 

（一）建设内容： 

1.工业机器人装调修实训系统： 

分别由软件与硬件两部分组成，充分做到虚实结合。 

(1)软件部分由前述达索系统软件构成，在其自带的三维爆炸图演示功能基础

上，经后期开发实现互动操作演练等功能。可完成针对工业机器人装调修的虚拟

仿真学习。 

(2)硬件部分由 5 套以国产工业机器人为核心的机器人装调修学习工作站构

成，可实现虚拟仿真学习后的实际操作练习。 

2.虚拟智能制造生产线实训系统 

以前述达索系统软件为载体，经后期开发，在虚拟环境中搭建包含机器人、

机床、检测设备、传送装置、工装夹具、辅助设施、生产对象等在内的自动化生

产线，构成可操作的交互式虚拟实训平台。配合生产实训基地已有真实机床等设

备，统一配置制造执行系统(MES)、数控机床联网与通讯系统(DNC)、设备监控

与数据采集系统(MDC)构成虚实结合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3.教学资源建设：综合考虑课程要求、实际情况及智能制造环境，合理制定

课程教学资源包。 



 

（二）实践项目： 

该平台可针对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与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开展工业机器人

拆装与维护实训、智能制造生产线虚拟仿真实训等实践项目的虚拟实训教学，在

虚实结合，能实不虚的大原则下，提供先进高效的教学手段，节约建设成本，避

免设备损坏。 

表三  工业机器人拆装与维护实训部分课题 

实践项目 任务课题（部分） 学时 服务专业 

工业机器人拆装

与维护实训 

工业机器人机械结构 6 

工业机器人

技术 

工业机器人电气系统 6 

工业机器人日常维护 12 

工业机器人拆装 12 

减速机虚拟拆装 12 

…… …… 

 

 
图七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生产线建模示意图 

（三）建设目标： 

1.将虚拟实训平台应用于实践教学； 

2.建设虚实结合的课程教学资源包。 

 

四、远程共享系统 



 

（一）建设内容： 

    1.添置信息化设备，利用科学的组网构建合理的信息化结构体系； 

2.建立基于 ID 认证机制的远程登录系统； 

（二）建设目标： 

1.将部分软件布置于云端，实现软件使用的远程共享； 

2.通过 ID 认证实现教学资源的远程共享； 

3.争取实现部分仪器设备的远程共享。 

预 

期 

成 

效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建成后，预期成效如下： 

1.每年可承接至少 3 个专业 10 门课程，300 人/次的课程教学任务； 

2.每年可承接至少 500 人/次的对外培训任务； 

3.每年可承接至少 5 个科研课题的任务； 

4.每年可提供至少 1000 人/次的远程共享使用。 



 

保 

障 

措 

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学院成立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工作组，凌红任组长、陈昌辉任副组长、罗

悠燕任项目责任人，进一步明确学院、系部、企业的职责，统筹推进任务（项目）

按计划实施，并及时登录“高职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管理平台”，填报承担的

任务（项目）信息，做好动态管理，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 

二、机制保障措施 

完善学术委员会，进一步提高年度质量报告的量化程度、可比性和可读性，

有效推进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诊断和改进工作，努力建立与学院现行体制相适应的

教师队伍建设管理制度。 

三、经费保障措施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学院拟投入资金约为 460 万元，设立专项资金，落实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各任务（项目）经费。同时吸引行业企业投入资金，确保承担的

任务（项目）顺利完成。 

四、制度保障措施 

    学院现有《师资培训管理办法》、《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教师企业实践

管理办法》、《校企合作管理办法》等，后续还将根据实际需要出台相关制度，

如《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教学管理条例》、《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

中心远程共享系统管理办法》、《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安全管理条例》、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设备管理条例》等，以营造良好环境，确保方案

的顺利实施。 

五、项目管理措施 

强化管理督查，实行项目管理，列入学院督查范围，加强阶段性知道、检查

与跟踪。 



 

三、建设进度 

建设 

项目 

建设 

目标 

建设 

内容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2017 年 12 月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2018 年 12 月 

虚 

拟 

仿 

真 

实 

训 

教 

学 

资 

源 

 构建三

大实训平

台 

 软件仿

真平台 

预期目标：必要软硬件购

置完毕 

预期目标：后期教学资源

建设完毕 

验收要点： 

1.机房硬件添置； 

2.软件添置； 

验收要点： 

1.平台运行正常； 

2.配套教学资源完善； 

责任人：刘万龙 责任人：刘万龙 

 半实物

仿真平台 

预期目标：必要软硬件购

置完毕 

预期目标：后期教学资源

建设完毕 

验收要点： 

1.自动化控制综合试验箱

硬件添置； 

2.软件添置； 

验收要点： 

1.平台正常使用； 

2.配套教学资源完善； 

责任人：刘万龙 责任人：刘万龙 

 虚拟实

训平台 

预期目标：必要软硬件购

置完毕 

预期目标：后期教学资源

建设完毕 

验收要点： 

1.工业机器人装调修实训

硬件添置； 

2.软件添置； 

验收要点： 

1.虚拟智能制造生产车

间后期建模开发完成； 

2.配套教学资源完善； 

责任人：刘万龙 责任人：刘万龙 

 构建远

程共享系

统 

 

预期目标：必要软硬件购

置完毕 

预期目标：后期开发完毕 

验收要点： 

1.信息化设备购置； 

验收要点： 

1.实现软件的远程使用； 

2.实现教学资源的远程

共享； 

责任人：刘万龙 责任人：刘万龙 



 

虚 

拟 

仿 

真 

实 

训 

教 

学 

和 

管 

理 

队 

伍 

 

 建 立

专、兼职

教师队伍

与管理队

伍 

 专职教

师队伍 

预期目标： 

1.完成专职教师队伍师资

培训； 

预期目标： 

1.专职师资队伍正常教

学； 

验收要点： 

1.建立专职师资队伍； 

2.完成师资培训； 

验收要点： 

1.正常开展教学； 

责任人：李珊珊 责任人：李珊珊 

 兼职教

师队伍 

预期目标：完成兼职教师

队伍聘任 

预期目标：完成必要师资

培训并正常开展教学 

验收要点： 

1.聘任、建立兼职教师队

伍； 

验收要点： 

1.完成针对兼职教师必

要的师资培训； 

2.正常开展教学 

责任人：李珊珊 责任人：李珊珊 

 管理队

伍 

预期目标：建立中心管理

队伍 
预期目标： 

验收要点： 

1.建立中心管理队伍； 

2.完成管理队伍必要培

训； 

验收要点： 

1.管理队伍正常运作； 

责任人：李珊珊 责任人：李珊珊 

建设 

项目 

建设 

目标 

建设 

内容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2017 年 12 月 

预期目标及验收要点

2018 年 12 月 

虚 

拟 

仿 

真 

实 

训 

教 

学 

的 

管 

 建立虚

拟仿真实

训教学管

理制度和

远程共享

系统 

教学管理

制度 

预期目标： 

1.制定相应管理制度； 

预期目标： 

1.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及

条例； 

验收要点： 

1.制定《工业机器人虚拟

仿真实训中心教学管理

条例》； 

验收要点： 

1.《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

实训中心远程共享系统

管理办法》； 

责任人：陈盛 责任人：陈盛 

远程共享 预期目标：添置必要信息 预期目标：建立 ID 认证



 

理 

和 

共 

享 

平 

台 

系统 化设备 系统，实现远程共享 

验收要点： 

1.信息化设备的添置 

验收要点： 

1.ID 认证系统的构建； 

2.远程共享的实现； 

责任人：陈盛 责任人：陈盛 

虚 

拟 

仿 

真 

实 

训 

中 

心 

管 

理 

体 

系 

 建立虚

拟仿真实

训中心运

行保障管

理体系 

管理规范 

预期目标： 

1.对实验课教师、技术人

员、实验仪器、设备及实

验经费实行统一调配制

度； 

预期目标： 

1.建立完善的实验教学

保障体系，涵盖基本理

论、基本技能、综合能力、

专业实习等各个实验教

学环节； 

验收要点： 

1.制定《工业机器人虚拟

仿真实训中心设备管理

条例》； 

验收要点： 

1.制定《工业机器人虚拟

仿真实训中心安全管理

条例》、承担学校主要理

论与专业教学实验任务； 

责任人：陈盛 责任人：陈盛 

组织保障 

预期目标： 

1.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人员

任命到位，职责明确； 

预期目标： 

1.虚拟仿真实训中心人

员运行机制正常； 

验收要点： 

1.中心主任、副主任、技

术实验岗位人员培训到

位； 

验收要点： 

1 完成必要人员业务培

训，中心运转正常； 

责任人：罗悠燕 责任人：罗悠燕 

运行维护 

预期目标： 

1.设定专门的设备运行、

维护、维修人员； 

预期目标： 

1.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运

行正常； 

2.教学实训开展正常； 

验收要点： 

1.专职运维人员培训到

岗； 

验收要点： 

1.平台正常运行； 

责任人：陈盛 责任人：陈盛 



 

备注： 1.本表可增加续表； 

2.各建设项目可自行根据申报建设方案分若干建设内容填报，其中验收要点必须

“可观测、可监控”； 

3.表中“其他”指未包含的建设项目，学校可自行根据建设方案增加。 



 

四、资金投入预算表（单位：万元） 

建设内容 

资金预算及来源 

省(市)级财政投入 学校自筹 
其他投入 

(行业、企业) 
合

计 
2017 2018 小计 2017 2018 小计 2017 2018 小计 

合计 400      4  56          

虚拟仿真

实训教学

资源 

教学专

用仪器

设备 

400               

教学资

源建设

技术服

务 

    50      

小计 400     50      
 

 
  

虚拟仿真

实训教学

和管理队

伍 

专职教

师培训 
    4  3          

兼职教

师培训 
    1      

管理队

伍培训 
    1      

小计       4  5         

虚拟仿真

实训教学

的管理和

共享平台 

 教学

管理制

度 

                

远程共

享系统 
          

小计                  

虚拟仿真

实训教学

中心管理

体系 

管理规

范 
             

组织保

障 
          

运行维     1      



 

建设内容 

资金预算及来源 

省(市)级财政投入 学校自筹 
其他投入 

(行业、企业) 
合

计 
2017 2018 小计 2017 2018 小计 2017 2018 小计 

护 

小计         1           

其他 

                      

           

…                  

小计                  

file:///D:/赵老师/实验室及实训基地/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2014虚拟/省厅公布文件/预算表.xlsx%23RANGE!%23REF!


 

五、专家论证（论证会由申报院校自行组织，至少邀请 7 名行业企业专家） 

专家姓名 职务/职成 单位 联系电话 

唐剑兵 教授 成都工业学院 13980437278 

王海川 高级信息管理师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3980822837 

谢敏 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13890600111 

姚远程 教授 西南科技大学 13778148017 

马云富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西南自动化研究所 13909010665 

祝茜 副高级工程师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18980909236 

陈绍龙 高级工程师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8623090903 

论 

证 

结 

果 

（主要包括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论证，项目建设方案论证，资金用向论证，项目

建设成效、资源共享能力等） 

 

 

一、项目必要性： 

引入虚拟仿真技术，有利于培育先进制造业新优势，推进成都市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符合国家“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规划。 

二、可行性： 

该项目采用达索系统公司的 3D Experimence 2017x 系统等成熟、先进的软硬

件，结合教学要求构建实训中心，具备可行性。 

三、项目建设方案： 

该项目建设方案体现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符合工业企业“大制造”的

理念，覆盖智能制造从设计、工艺、分析、生产、维护的全过程，同时也为“双创”

提供了优秀的平台环境，在我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四、资金用向论证： 

该项目资金总预算与使用规划详细合理，符合相关制度规定。 

五、项目建设成效： 

该平台的演示和操作可增强学生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课程内容的理解，减

少硬件设备投入，降低学生实物操作风险，免去搭建成本高昂的教学设备，体现了

虚实结合的原则。 

六、资源共享能力： 

该平台所搭建的资源可用于我省其他同类院校与企业共享。 



 

六、审核意见 

申

报

单

位

审

核

意

见 

 

 

 

 

 

 

 

 

 

 

 

 

 

 

签字（公章）： 

年月日 

 

申

报

单

位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签字（公章）： 

年月日 

 

教
育  

厅
审  

批

 

 

 

 

 



 

意  

见  

 

 

（此栏学校不填） 

 

四川省教育厅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