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议时间：2021年 10月 27日（周三）下午 14:00-17:00 

二、会议地点：武汉科技大学青山校区教十楼附楼 401会议室 

三、会议主题：人工智能+ 

四、会议内容： 

报告 1：线性信息物理系统的鲁棒性隐私保护 

报告时间：14:00—14:30 

报告内容简介：信息物理系统中信息在物理层和网络层的开放性交互，使得

系统控制性能的隐私性正面临着重大安全性挑战。入侵者能够通过观测系统输出

（或输出的某一映射）来评估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即系统鲁棒性），从而设计合

理的攻击策略。因此，如何建立系统的鲁棒性隐私保护成为控制领域一个重要研

究课题。本文在经典鲁棒控制的理论框架下，利用 Q 学习机制求解一个 L2 增益

受限优化问题，给出了一类基于数据的线性系统鲁棒性隐私保护方法。 

报告人简介：杨光红，东北大学特聘教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创 新 群 体 负 责 人 。 现 任 《 控 制 与 决 策 》 主 编 以 及

Journal of Control and Decision 期刊副主编、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总主

席(CCDC，2010-2022)、中国自动化学会信息物理系统控制与决策专业委员会主

任、中国自动化学会会士、5个国际学术期刊编委、IEEE控制系统协会哈尔滨分

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系统安全性、信息物理系统

分析与控制等。发表学术专著 3部，SCI期刊论文 400余篇，Google 引用 2万余

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

目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等国家级项目。入选

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2014-2020），2019/20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报告 2：基于多智能体流程仿真的生产调度和能源调配 

报告时间：14:40—15:10 

报告内容简介：钢铁制造流程是由复杂的物质流网络、能量流网络和信息流

网络所组成的“三网协同”的信息物理系统，因此物质、能量、信息“三网”协

同优化是实现钢铁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之一。报告首先从钢铁生产全流程集成优

化的视角讨论了钢铁智能制造信息流网络的构建、全流程对象建模和仿真，以及

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三网”协同优化功能和协同优化运行流



程。然后，结合基于多智能体仿真的炼钢厂计划调度和基于能量流网络的钢铁工

业多能源介质优化调配，介绍了物质、能量、信息“三网”协同优化的两个应用

案例。 

报告人简介：孙彦广，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副院长，混合流程工业自动化

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常

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应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自动化学会副

理事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矿山和冶金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工业

过程建模和智能控制、钢铁企业能源动态调控、物质流能量流协同优化等。研究

开发的智能电炉控制系统、钢包精炼炉自动化系统、冶金煤气短期预报和动态调

控技术、首钢京唐能源管理中心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报告 3：多智能体框架下网联车辆队列自适应滑模队列控制方法研究 

报告时间：15:25—15:55 

报告内容简介：“十三五”交通科技创新规划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应具有智能

化、网联化、协同化，因此车联网协同队列控制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本报告分析

了国内外车联网协同队列控制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解决现有方法存在局限性的解

决方案，提出改良的固定车头时距策略，在自适应滑模框架下实现了强队列稳定

性和类容错控制策略。 

报告人简介：郭祥贵，男，1982年生，福建莆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南

洋理工大学博士后。入选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高层次教育人才（2020年），天津

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12年），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主要

研究领域：多智能体系统；车联网队列控制；自适应滑模控制等。作为负责人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和面上项目、北

京科技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等项目10余项。出版英文专著两部，近年来在

国际权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30余篇论文被SCI收录，1篇论文入

选ESI前1%高被引论文。担任国际期刊《Complexity》编委。 

报告 4：热轧表面自动判定系统的开发及展望 

报告时间：15:55—16:25 

报告内容简介：1）表面缺陷命名与分级管理技术，包括建立表面质量缺陷



的命名规则和客户需求的转化规则，并按照产线仪表识别的缺陷和客户反馈的缺

陷进行细化分类，以此帮助提升表面质量检测系统的准确率和数据源的有效性；

2）表面缺陷图谱维护与分类精度提升，收集板带生产中出现的各类表面缺陷图

片，要对每一类缺陷的各维度特征进行概括性描述说明，并对各类缺陷产生的原

因进行归纳性分析总结，最终形成缺陷图谱，通过持续维护保持表检仪处于健康

状态；3）表面质量缺陷数据的存储与数据预处理方法，使用 MongoDB+FastDFS

分布存储的方式存储表检仪记录的缺陷分类信息和缺陷图片，并根据缺陷类别、

等级、以及用户关注度等维度，对缺陷结果进行分类存储优化。使用 K-means

聚类和 K临近算法思想对缺陷图片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忽略不会影响表面质量

判的缺陷信息，以此减小数据存储量，提升自动判定运算速率；4）表面缺陷的

自动判定与优化技术，通过对大量表面质量历史数据的分析，根据在线表面质量

检测系统采集带钢表面的缺陷图像，对表面质量等级进行判定。 

报告人简介：邵健，男，副教授。1999 年 9 月～2009 年 1 月就读于北京科

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9 年 4 月～2011 年 4 月期间在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15 年 07月-2016年 01月在美国密歇根

大学做访问学者，现担任北京科技大学工程技术研究院信息技术部部长，北京科

技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要研究方向为轧制过程板形控制技术、

冶金全流程高精度质量控制技术及智能化。 

 

                       武汉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1 年 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