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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与年度发展目标

1．学位授权点基本概况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重点研究电子运动规律、电磁场与波、电磁材料与器件、

光电材料与器件、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电路与电子线路及其系统的科学与技术。

湖南师范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建设可追溯到 1953 年设立的无线电教研室，

2000 年获电路与系统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获物理电子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7 年学科依托的低维量子结构与调控实验室获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

设立项，2010 年获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经过多年建设，

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了生物医学电子与图像处理、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三个稳定研究方向的创新研究群体。逐步形成以教授、博士

群为主体，具有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缘结构和稳定研究方向的创

新研究群体。本学科注重理工交叉融合和产学研结合。依托物理学科优势，重视

学生数理能力培养，注重理工融合和学科交叉，在多个学科前沿领域的交叉点寻

找突破。将低维量子结构、光电转换材料等基础研究与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研究相

结合。

本学科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带头人，近 5年来共承担科研项目 50 余项。

其中，国家级项目 10 余项，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横向课题 10 余项，总经费 1100

余万元。近 5年来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100 余

篇，获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40 余项。在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过程中，先后获批湖

南省电子信息类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物理与信息技术大学生创新训练中

心、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省级特色专业、湖南省高校“太阳能 LED 显示器及照明

技术开发”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光电能源技术湖南省研究生创新基地、信息科

学类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物理与电子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等 9项省部级平台以及电子技术及信息处理校级重点实验室等 15 项校级平台。

2．年度发展目标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将紧密围绕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战略，以

及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具体要求，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深厚

电子科学与技术理论功底与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本年度，将重点加强学生的



基础理论教育，通过优化课程设置，确保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将强

化外语教学，提升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

为未来的国际学术合作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将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提供更多先进的实验设备和

科研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项目，通过实践锻炼提升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初

步科研能力。此外，将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培养，通过组

织各类学术竞赛、团队建设活动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

立德树人作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将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中。加强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积极推动人

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紧密对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与企业和科研

机构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习实训和就业机会。

将完善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

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和国际交流渠道。通过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的培养策略，将

努力适应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

创新型的信息技术人才贡献力量。

二、 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2.1 培养方向

本学科培养方向主要包括：

（1）生物医学电子与图像处理

本方向研究生物效应的获取、处理方法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研究内

容主要包括：①生物物理效应及应用，生物传感器及仪器；②医学成像技术与新

方法、三维图像重建及多功能成像应用；③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及应用；④电子显

微技术和无机纳米探针的构建等。本方向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学科交叉，既重视理

论研究，又重视实际应用。

（2）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本方向主要研究低维半导体材料的可控制备、物理特性及其在纳米电子器

件中的应用。主要内容包括：①研究掺杂、超晶格、混合体系以及电缆结构在内



的一维复合纳米结构的可控制备方法；②探寻低维半导体材料中新奇的物理现象；

③构筑基于纳米电子器件模型，从理论与实验上探寻电子在纳米尺度内的基本性

质；④研制基于低维半导体材料且具有新功能和新原理的光电子学器件。

（3）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

本方向研究信息获取、传输、处理的理论、方法及其在智能系统中的应用。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主要研究智能传感技术、软测量

技术以及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方法及应用等；②语音与视频图像处理技术，主要研

究语音和视频图像识别方法和技术、语音和图像的情绪识别理论、方法和技术、

视频图像检测和监控方法和技术等；③现代电子系统，主要研究 FPGA 数字系统、

DSP 技术及应用系统等电子系统的设计与应用；④嵌入式系统与智能控制，主要

研究嵌入式系统设计及应用、物联网智能系统设计及应用、智能控制方法及应用

等；⑤智能信息处理，主要研究现代信息处理理论、算法及实现等。

2.2 师资队伍

近五年，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引进优秀的博士或博士后 10 余人，已经形成

以教授、博士群为主体，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的创新

研究团队。现有指导教师 50 余人，其中博士学位人员占 90%以上，高级职称所

占比例为 60%以上，45 岁以下人员大于 70%。

2.3 科学研究

本年度本学位点导师共承担科研项目 10 余项。其中：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等省部级项目 2项，企业合作横向课题 2项，总经费 170 余万元。在国际重要期

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20 余篇；获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0

余项。本年度新增项目与发表代表性论文情况分别如表 1与表 2所示：

表 1 2020 年度新增项目情况表

序号 姓名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经费

（万元）

1 田海山 国防科技大学
基于MIMO的物理层安全数值仿真

平台（横向课题），2020-12-01 37.9

2 金湘亮
湖南省科技厅

科研项目

硅基单光子探测新器件与集成芯片

关键技术研发，2020.01-2022.12 50

3 金湘亮 湖南省科技厅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大学生科技创 20



科技创新人才

计划

新创业培养基地，(2020RC1003)，
2020.01-2021.12

4 金湘亮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研究生

培养创新基地

建设项目

湖南师范大学电子信息技术与应用

研究生创新基地，2020.01-2022.12 30

5 金湘亮
湖南静芯微电

子有限公司
产学研合作协议（横向课题），2020.04 -

6 蒋乐勇
长沙市科技局

项目

基于石墨烯表面波的低阈值光学双

稳态研究（kq2005007），
2020.08-2021.08

10

7 陈明

湖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

目

光纤 NHS-OFDM系统中关键 DSP算

法及其高效硬件实现（2020JJ4433）
2020.01-2022.12

5

8 窦威
湖南省教育厅

科技项目

基于透明衬底的低功耗氧化物晶体

管研究（20B345），2020.09-2023.08 3

9 刘理
长沙市自然科

学基金

桥梁检测工程特种机器人作业末端

抗扰动控制方法研究，
2020.07-2021.12

-

10 王润民
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面上项

复杂自然场景行车环境中的交通文

本检测与识别研究，（2020JJ4057 ）
5

11 刘双龙
长沙市科技局

项目

随机重采样粒子滤波器的硬件加速

与应用（kq2014079），2020.07-2022.06 10

表 2 2020 年度发表代表性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标题
作者
姓名

作者
类型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收
录情况

1

Low-Complexity
Time-Domain

Averaging-Based DAC
Clock Tone Leakage
Compensation for
Short-Reach PAM4

Transmission

陈明

第一与

通信作

者

IEEE
Photonics
Journal

12(3):
722014,
2020

SCI 收
录

2

Demonstration of a 2.34
Gbit/s Real-Time

Single Silicon-Substrate
Blue LED-Based

Underwater VLC System

陈明
第一作

者

IEEE
Photonics
Journal

12(1):
7900211,
2020

SCI 收
录

3
Sampling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in
non-Hermitian symmetric

陈明
通信作

者

Optics
Communicat

ions

472: 126048,
2020

SCI 收
录



optical OFDM

4

Frequency-domain
averaging-based hybrid
channel estimation for
short-reach discrete

multitone transmission
systems

陈明
通信作

者

Optical
Engineering

59(2):
026108,
2020

SCI 收
录

5

Compensation of DAC
clock leakage in

short-reach DMT
system in the presence of
sampling frequency offset

陈明
通信作

者

Optics
Communicat

ions

466: 125651,
2020

SCI 收
录

6

Dual-gate low-voltage
transparent

electric-double-layer
thin-film transistors with
a top gate for threshold

voltage modulation

窦威
第一作

者

RSC
Advances

2020，10(14) SCI

7

An extremely anisotropic
phononic crystal with

open elliptical dispersion
for energy convergence
and beam squeezing

鞠芳芳
第一作

者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20, 117
(183501)

SCI

8

Amisalignment resilient
system for

magnetically coupled
resonant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Zhu Liu
（刘柱）

第一作

者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7（47），2020 SCI

9

Actively manipulating
asymmetric photonic spin
Hall effect with graphene 周新星

通讯作

者

Carbon
166, 396
(2020) SCI

10

RBPF-MSIS: Toward
Rao-Blackwellized

Particle Filter SLAM
for Autonomous

陈灵
第一作

者

IEEE
Systems
Journal

2020, 14(3) SCI



Underwater Vehicle With
Slow Mechanical

Scanning Imaging
Sonar

11

Digital prolate spheroidal
window-based
S-transform for

time-varying harmonic
analysis

李建闽

第一作

者及通

讯作者

Electric
Power
Systems
Research

2020, 187 SCI

12

A Simple Calibration
Method for Ratio Error
and Phase Error of

Electronic Energy Meter

李建闽

第一作

者及通

讯作者

Electric
Power
Systems
Research

2020, 186 SCI

13

Cold atmospheric plasma
jet applied for

TiO2/carbon fiber
composite biomaterial

李立民
第一作

者

Laser and
Particle
Beams,

2020, (38)4 SCI

2.4 平台建设

本学科已建成嵌入式系统、DSP、PLD 等 1560 ㎡的基础实验室，拥有数字示

波器、信号发生器、频谱分析仪等实验设备。2013 年获批湖南省物理与信息技

术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每年资助 10 项创新性课题（1万元/项）。在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过程中，本学位点得到了省（厅）及学校的大力支持，获批湖南省电子

信息类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物理与信息技术大学生创新训练中心、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省级特色专业、湖南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湖南省高校“太阳

能 LED 显示器及照明技术开发”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光电能源技术湖南省研究

生创新基地和物理与电子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9个省部级平台，电子技术

及信息处理校级重点实验室、电路设计与光电系统开发湖南师大产学研示范基地、

信息器件设计与集成制造湖南师大产学研示范基地、高精度能源分析与检测仪器

湖南师大产学研示范基地和北京精仪达盛科技大学计划创新竞赛联合实验室 15



项校级平台。拥有与本学科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近 2万册，中外文专业期刊 20

余种。ACM 美国计算机学会全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Springer

LINK 全文期刊、Science Direct 等数据库，为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

力保障。

三、 学位授权点人才培养情况

3.1 研究生党建及思政工作

学院重视社会实践育人工作，立足专业特点，结合电子学科特色，始终将

学生实践放在重要位置。每年组织多支暑期实践队伍，奔赴全国各地下工厂、下

农村开展支教、调研等社会实践。每年有多支团队荣获学校优秀团队称号，多篇

调研报告荣获学校奖励。思政教育工作成绩突出，近年来，部分班级获得“全国

先进班集体”、 “湖南省先进班集体标兵”、校“十佳先进班集体”荣获称号；

学院先后获评“学生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学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学

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学生宿舍内务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学生资助工

作先进单位”和“网络思政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学院团委多次荣获

“先进团委”荣誉称号；学生寝室获评“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等。学生社团阳

光教育协会先后获得“湖南省十佳社团”、“全国百强社团”等荣誉称号；青年

志愿者工作部的“大爱我心 关爱智力残疾人”项目获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银奖、湖南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1 人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 1 人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和“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1 人荣获“湖南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学生个人或集体多次荣获校“芙蓉学子”

系列奖， 10 余人荣获“师大之星”称号。

3.2 奖助体系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本学位点设立了完善的奖助体系：

（1）国家助学金

每生每年 6000 元，所有在校全日制非带薪研究生均享受。

（2）学业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12000 元（约 15%） ；二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8000 （约

30%）元；三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4000 元（约 35%） 。



（3）国家奖学金

一次性奖励 2万元（约 8%）。

（4）设立“三助”岗位，并提供岗位津贴。

3.3 招生选拔

目前，本学位点共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50 余人。为了保证生源质量，近几年

一方面通过加大宣传，学院领导及导师到兄弟院校进行报告、座谈，增加影响力，

吸引生源。另外一方面，通过内部加强本学科的建设，提升本学科的研究水平与

人才培养水平，增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生源主要来自于本校毕业本科生，以及

国内同类院校优秀本科毕业生。本年度本学位点共招生 17 人，具体招生学生名

单见表 3所示。

表 3 2020 年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位点录取学生信息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属学院

1 202020110974 曾美玲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2 202020110975 贺京琳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3 202020110977 龙欣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4 202020110978 彭子晴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5 202020110979 汤承康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6 202020110980 袁红霞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7 202020110981 袁帅杰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8 202220293992 梁亚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9 202220293993 徐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202220293994 杨巧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202220293995 曹小菲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202220293996 孙坤亮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202020181492 陈奕霏 工程与设计学院

14 202020181493 李承骏 工程与设计学院

15 202020181494 刘梦雨 工程与设计学院

16 202020181495 吴芳 工程与设计学院

17 202020181496 张斯娆 工程与设计学院

3.4 课程教学

除了公共必修课程之外，本学科硕士设置了 2门学科必修课程；根据研究方

向不同开设了 10 余门方向限选课程以及若干门专业任意选修课程,具体见附件

培养方案。主讲教师均为本学科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表现突出的教授、副教授，满

足“湖南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的若干管理规定”，按照“研究生课



程教学质量评估办法”监督，以保障研究生课程的质量。本年度本学位点开设的

部分学科课程信息如表 4所示。

表 4 2020 年度电子与科学技术学位点开设的部分课程信息

序

号

课程名称 类型 学

分

授课教师 课程简介

1 数值分析 必修 3 刘小年

谢婷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科学研究和工程设

计中各类数值计算问题的解法，主要内容包

括插值问题、函数逼近问题、线性方程组求

解、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求解

等，旨在让学生理解计算方法的实质，熟悉

计算方法的构造和用法，会编写计算程序。

2 现代电路理

论与技术

必修 3 郑之伟

万求真

本课程是电类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课，是在

本科学习电路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近

现代电路理论的相关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网络理论、滤

波器的设计理论及方法、非线性电阻电路和

混沌现象等内容，为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研

究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

础。

3 现代数字信

号处理

选修 3 钱盛友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牢固掌握离散

时间信号的谱分析的原理及快速实现方法，

借助于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及实现，学生可掌

握数字滤波系统的分析及其设计方法。该课

程注重“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工程应用的

紧密结合，使学生深入理解信号处理的内涵

和实质，为从事科研和工程应用奠定基础。

4 超声电子学 选修 3 钱盛友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拓宽学生视野，将电子

技术与超声技术结合，为从事相关研究和工

程应用奠定基础。

5 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

选修 2 王润民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字图像处

理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图像处理技术的

特点、应用范围和现状；掌握图像处理的基

本原理和技术，熟悉图像变换、直方图和点

运算等基本运算；掌握图像增强、形态学处

理、图像分割、图像的编码与压缩、彩色图

像处理等相关原理；学会设计图像处理应用

系统的方法，能够通过编写程序解决基本的

图像处理问题，为今后在计算机视觉、模式

识别等领域从事研究与开发打下坚实的理

论基础。

6 光电子技术

及应用

选修 3 郑之伟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系统的光

电技术基础知识、光电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为将来学生从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类专业方向的教学、科研或者工程设计等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7 移动通信 选修 2 窦威 本课程主要介绍 5G独有的新技术、新特性，

另一方面着重介绍一些在 5G中得到融合发

展并使 5G更加强大和完善的信息技术，比

如虚拟技术、移动边缘计算技术、云计算技

术等。

8 纳米光子学 选修 2 蒋乐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牢固掌握微/
纳尺度下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特点及相关

原理。该课程注重“微尺度下光与物质相互

作用”的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为从事科研

和应用奠定基础。

9 神经网络及

应用

选修 2 马天雨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神经网络的

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

概念和特征，掌握神经网络的学习规则和最

简单的感知器，掌握多层前馈型神经网络训

练算法，了解误差反传训练算法及其改进和

应用，掌握反馈式神经网络工作原理，掌握

自组织神经网络工作原理；为今后在计算机

视觉、模式识别等领域从事研究与开发打下

坚实的理论基础。

10 随机信号处

理

选修 3 李晋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掌握随机过程的基本

知识，重点研究随机过程在通

信与信号处理领域中的应用。

11 智能控制理

论

选修 2 陈灵 本课程主要介绍智能控制理论与方法，主要

包括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和智能进化优

化算法

12 计算机视觉 选修 2 卢笑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机视觉相关的理论与

方法，包括二维视觉和三维视觉的基本理

论，以及深度学习方法。

3.5 导师指导

本学科导师队伍的选聘根据《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方

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实施办法》进行。对于符合要求的教

师自愿提出申请，研究生院聘请专家通讯评议，导师遴选通过者方可获得招生资

格与指标。学院组织导师的培训及考核工作，每年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导师培训活

动。

在硕士生整个培养过程中，指导小组负责制定硕士生培养计划，督促并检查

各培养环节完成情况，指导和检查硕士生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等。在保证基



本要求的前提下，导师和指导小组可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提高

硕士生的科研水平。

3.6 学术训练

本学科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包括科研实验为主的基本知识体系构建、

文献研读与科研动态追踪、科研实验、学术交流、研究结果的整理、科研论文的

撰写与发表、科研项目立项等多方面。本年度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10 余

次；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一般来源于指导老师所承担的各类研究课题；重视硕

士研究生的创新性训练，2020 年本学科研究生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

决赛、湖南省高校第四届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与长沙市第十七届大学生科技创新

创业大赛等比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等奖项 8项，并申报各类创新课题。按照“湖

南师范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标准”在基于相应学术工作与成果

的基础上，硕士生经评审、答辩合格后方可取得学位。本年度本学科硕士研究生

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信息与参加学科竞赛获奖情况分别如表5与表6

所示。

表 5 2020 年度本学位点学生参加重要学术会议信息

序号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1 汪洋

2020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systems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the
Double-Snapback
Dual Direction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Device
with Embedded

GGNMOS Structure

2020.10.17 中国-南京

2 杨健

2020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systems

Design and Analysis
of Data Processing
Algorithm for

Fluorescent Optical
Fiber Temperature

Sensor

2020.10 中国-南京

3 熊炳军

2020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Based on Deep

2020.12 中国-长沙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Submicron
Technology

4 贺娇娇

2020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Analysis
of Two-Stage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Fluorescence Signal
Processing

2020.12 中国-长沙

5 杨健

The 9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Design and analysis
of high-precision
weighted area ratio

algorithm for
fluorescent optical
fiber temperature

sensor

2020.10 中国-长沙

6 钟泽宇

The 9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A
Gate-Controlled

DDSCR Embedded
with MOS-path for
Adjustable Holding
Voltage in HV ESD

Protection

2020.10 中国-长沙

7 薛灵钥

The 9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ext-Generation
Electronics

DESIGN
ANALYSIS OF

XOR LOGIC GATE
BASED ON

PHOTOELECTRIC
MEMRISTOR

2020.10 中国-长沙

8 钟泽宇

2020
International
EOS/ESD

Symposium on
Design and
System

Verification of An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for
LDMOS-SCR Based
on 0.5μm CMOS

Process

2020.6 中国-成都

9 汪洋

2020
International
EOS/ESD

Symposium on
Design and
System

DDSCR Device
Structure Fabricated
on 0.5μm CMOS

Process

2020.6 中国-成都



10 张其俊

World
Symposium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SAI2020)

Nonlinear
Activation in
Deep Residual
Networks

2020.06 中国广州

11 竺一薇 ICISCE2020

Context-based
Fine Hierarchical
Object Detection

wit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2020.12 中国长沙

表 6 2020 年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序
号

年度 奖项名称 获奖作品
获奖
等级

获奖
时间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
位类型

获奖人姓名

1 2020

第六届全
国“互联
网+”大
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高性能芯片
级集成荧光
型光纤温度
传感器关键
技术研发

全国
铜奖

2020
年 11
月

中国国际
“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
业大赛组
委会

政府

杨健、汪洋、
钟泽宇、严
峰、熊炳军、
贺娇娇、肖宪
伟、肖力、刘
煜杰、曾美
玲、张维宇

2 2020

第十五届
全国研究
生电子设
计竞赛全
国总决赛

军民用抗万
伏级雷击浪
涌静电防护
器件机理与
片上集成研

究

全国
一等
奖

2020
年8月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
会、中国
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
心、中国
电子学会

学会、
协会

汪洋、杨健、
钟泽宇

3 2020

第四届大
学生集成
电路创新
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

赛

军用极高精
度荧光型光
纤温度传感
器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实

现

全国
一等
奖

2020
年8月

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

心

政府
杨健、汪洋、

钟泽宇

4 2020

第十五届
全国研究
生电子设
计竞赛华
中分赛

军民用抗万
伏级雷击浪
涌静电防护
器件机理与
片上集成研

究

华中
赛区
一等
奖

2020
年8月

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
教育学
会、中国
科协青少
年科技中
心、中国
电子学会

学会、
协会

汪洋、杨健、
钟泽宇

5 2020

第四届大
学生集成
电路创新
创业大赛
华南分赛

军用极高精
度荧光型光
纤温度传感
器关键技术
的研究与实

现

华南
赛区
一等
奖

2020
年7月

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
才交流中

心

政府
杨健、汪洋、

钟泽宇

6 2020
湖南省高
校第四届

先进单光子
探测器机

湖南
省特

2020
年 12

湖南省教
育厅

政府
汪洋、熊炳
军、曾美玲



研究生电
子设计竞

赛

理、器件与
实现研究

等奖 月

7 2020

长沙市第
十七届大
学生科技
创新创业
大赛

极弱光探测
用单光子器
件关键技术
与集成研发

长沙
市研
究生
组一
等奖

2020
年 12
月

长沙市科
技领导小
组办公室

政府

汪洋、杨健、
严峰、曾美
玲、刘煜杰、

张维宇

8 2020

长沙市第
十七届大
学生科技
创新创业
大赛

芯片级抗万
伏超高浪涌
电流静电保
护器件研发

长沙
市本
科生
组二
等奖

2020
年 12
月

长沙市科
技领导小
组办公室

政府
钟泽宇、潘乐
昊、薛灵钥、

周贤慧

3.7 中期考核与淘汰制

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行中期考核制度。在学院中期考核小组的领导下，

成立 5名具有具备博士/副教授以上学历/职称教师组成的导师中期考核小组，对

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完成情况、实践环节、学术活动、学位论文开题

等方面进行评议，并考评其科研能力，评定出结论性意见。中期考核前因本人原

因未修完本专业的学位课学分，根据情况给予暂缓通过。对政治思想、学习成绩

差，或独立科研能力弱，无法完成学位论文的研究生，由考核小组签署意见，报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后报研究生院批准，终止其学习，作肄业处理。对超

过最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将根据《湖南师范大学学籍管理规定》予以退学。

3.8 学位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选题需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硕士生应在入学后第二或第三学期内完

成选题，初步确定论文题目，在导师指导下拟定论文工作计划。开题报告需公开

举行报告会，由本学科 5人专家评审小组进行评审，并提出具体的评价和修改意

见，确保选题的科学性、前瞻性。

3.9 学风教育与思政工作

重视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根据《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文件，在研究

生入学初开设“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讲座，另外通过其他多种渠道加强学风建



设。明确从事学术活动应自觉遵守的基本道德、国家相关法律、基本学术规范。

本学位点每年坚持要求新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讲座。

3.10 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学校成立了“湖南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

全面领导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负责制定培养方案、教学基本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

促进课程、师资建设，实施办学质量评估等；研究生院设立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负责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学院设立研究生培养办公室，配备专人以及学位点负责

人具体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3.11 就业发展

本年度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含升学）为 94%（初次就业率真达 90%以上），

其中，中初等教育单位 5.8%、三资企业 5.8%、部队 5.8%、民营企业 47%、国有

企业 11.8%、攻读博士学位 17.6%，其他单位 5.8%，如图 1所示为本年度毕业生

签约单位类型分布饼状图。总体表现为就业率高、就业结构多元，民营企业就业

成为主力，均衡分布，充分体现了本专业在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方面的成绩，将

继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拓展就业渠道，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和发展平台。

图 1 2020 年毕业生签约单位分布饼状图

四、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情况

本学科始终以服务社会、满足社会对电子信息领域高层次科研应用人才的需

求为导向，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学术梯队和学科带头人，加强基础实验



室、实践平台和创新基地建设，改善培养条件，不断优化培养环节，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1）聚焦“卡脖子”技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本学科金湘亮教授团队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人体模型下抗静电强度高于 30KV

领域取得关键技术突破，先后为上海昱品、北京晓程科技、湖南国科微等公司提

供设计服务，提高芯片级抗静电能力和泄放电流、提升产品可靠性，已经销售过

亿颗芯片。

（2）对接产业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学科以电子信息类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广泛开展校企合作，助力地方产业

升级，培养创新人才。本学科先后与湖南长海数码、湖南新亚胜光电、湖南麓华、

力合科技（湖南）等建立产学研示范基地，开展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例如，钱

盛友教授团队与深圳普罗惠仁医学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超声医疗治疗仪的产品

研发；汪鲁才教授团队与力合科技（湖南）开展水质监测仪器研究，并建有联合

实验室。

（3）开展职教师资培训，引领地方职业教育发展

本学科依托的本科专业包括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电

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并且三个电子本科专业均为国家级一流本科建设专业建

设点。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专门是教育部“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职教师资培

养标准起草单位。该专业依托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全国职业院

校校长培训基地等 5 个国家级和省级平台，开展电子类职业院校师资培养，是

湖南省、华南地区电子类职教师资培养的摇篮。

五、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1.凝练培养方向

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生物医学电子与图像处理、低维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信号处理与智能系统等，这些方向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水平，但与国内、国际

高水平学科仍有差距，学科方向特色不够突出。

2.加大硬件投入



本学位授权点的教学科研支撑条件完善，科研实验室场地布局合理、仪器设

备全面，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和人才的引进，设备需要更新换代、科研用房方面

需要加大投入。

3.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将兼顾内培外引两方面，对内加强培养、扶持和留住青

年人才，对外引进与学科研究方向相关的高层次优秀人才。

4.加强国际交流

为了满足人才培养国际化的需要，本学位授权点须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的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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