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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3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科硕士点设置了 4 个研究方向，光子技术与器件、凝聚

态物理、理论物理、传感器网络与智能信息处理。物理学一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前共有硕士生导师 30 人，29 人具有博士学

位，教授 7 人。有学科带头人 2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4 人，

硕士点与国内外知名高校、企业、研究所及重点实验室有广泛深

入的合作与交流。 

1.1 研究方向 

本学科目前有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方向 1：光子技术与器件 

在该方向学位点主要开展高温原子气室抗弛豫镀膜技术、太

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调控技术、纳米复合光催化材料可控生长

技术、磁性目标特性建模和仿真技术，激光粒子源与辐射源、太

阳能利用（光伏电池）等方面的理论、仿真和实验研究。研发了

一种有利于实现批量化生产的新型抗驰豫镀膜方法，论证的磁目

标模型与实场测试结果一致，制备了高光电转换效率的钙铁矿薄

膜太阳能电池，设计了新型光子器件。拟开展的科学研究主要有：

金属氧化物薄膜半导体材料特性、基于高分子光电材料与器件的

柔性显示屏、新型微纳光电材料与器件建模与基础应用研究。 

方向 2：凝聚态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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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态物理学研究凝聚态物质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结

构、微结构及其形成与转变规律，探索新材料，注重与化学、材

料科学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本研究方向主要涉及：1)低维体系电

子结构及输运性质探究；2)热电材料输运性能的能带工程调控及

机理探究；3)低维介观纳米体系的新奇物理与低维半导体光电器

件设计研究；4)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光电转化效率机理及调

控；5)耐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方向 3：理论物理 

本方向研究领域涉及声学人工结构和声拓扑物理、量子光学及

其应用、圈量子引力理论、宇宙学、暗物质与暗能量、粒子物理、

高能核物理、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学、粒子天体物理、宇宙早期结构

及宇宙的演化、引力波的传播特征，黑洞全息等等，形成了相对稳

定合作的研究团队，在这些基础领域具有自己的研究优势。 

方向 4：传感器网络与智能信息处理 

学位点本方向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1)传感材料与微弱信号

检测、实时信号处理与应用的研究，如光纤光栅传感器材料、光

子器件的仿真，微弱信号的检测、处理以及多参数信号的同时测

量与处理技术研究；2)无线传感网络的信息采集和通信技术。主

要开展了低功耗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技术、自组网技术、信道特

性及其天线设计理论，以及网络的智能化组网、传输技术。 

1.2 师资队伍 

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目前共有硕士生导师 30

人，29 人具有博士学位，50 岁以上教授 3 人，40-50 岁教授 4

人，副教授 15 人。刘云新教授为“光子技术与器件”方向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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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该方向副教授 6 人；刘明伟教授为“凝

聚态物理”方向带头人，该方向副教授、高工 5 人；许英教授为

“理论物理”方向带头人，该方向青年骨干教师 2 人，副教授 5

人；詹杰教授为“传感器网络与智能信息处理”方向带头人，电

子学科带头人，该方向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 

1.3 培养条件 

本学位点拥有“智能传感器与先进传感材料湖南省重点实验

室”、“现代物理研究所”、“现代光学研究所”等科研平台 3 个；

拥有“电子元器件”国防特色学科、湖南省基础物理示范实验室，”

物理与光电创新创业中心”等国家、省部级教学平台 4 个。本学

位点实验室总面积达到 3000 m
2
；拥有拉曼光谱仪、原子力显微

镜、荧光分光光度计、荧光显微镜、热红外成像仪等一批大中型

先进仪器，新增了远场电磁侧信道信息采集平台、霍尔效应测试

系统等科设备，设备总值达 2800 余万元；有专门的研究生科研

工作室；学院科研经费每年超过 400 万元。 

二、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2.1 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 

2023 年主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如下：一、制订了新的研究生

导师遴选和考核制度，提高了对硕士生导师的考核要求和标准。

二、修订了物理学硕士点学术型研究生的毕业要求。三、制订了

新的培养工作量计算方案，鼓励导师指导研究生出高质量、高水

平的研究成果，鼓励研究生学生申报科技项目、参加各类学科竞

赛。2023 年，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了高水平论文 7 篇，专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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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获得国家级竞赛获奖 1 项，省级以上竞赛获奖 2 项。 

2.2 思政教育 

学院一直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思政与专业教学有机融

合。结合本专业研究生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对研究生能力的要

求，与时俱进，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定期组织教师政治学习，

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更好的承担育人使命。思政教育成效显著，

研究生整体学风优良，政治立场坚定，学院吴熳导师在研究生思

政讲课竞赛中获得湖南省讲课比赛二等奖。 

2.3 课程教学 

招生人数的增加和培养方案的修订给课程教学带来了压力，

重新修订的课程设置、课时分布符合本专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

化，特别强调了学科前沿讲座课程。根据《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

教育改革与创新实施纲要》精神，本学位点结合实际情况，改进

排课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注重提升学生在实际研究工作中

运用课程知识的能力。对研究生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和教学效果进

行监督，从主讲教师的确定、教学过程的监控、考试成绩等材料

的收集整理都制订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了课程教学质量。 

2.4 师资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每年围绕都师资队伍进行建设，形成了以湖南省学

科带头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学术梯队。2023 年学院

持续保持师资的引进力度，新引进并报到博士 10 人，其中海外

博士 1 人，新增副教授硕导 3 人，博导 1 人。导师队伍主要由中

青年教师构成，都有博士学位，职称结构合理。 

2.5 培养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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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在持续建设原有“新型智教系

统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的基础上，聘请了多名企业工程师为校

聘硕士导师，指导物理学研究生的实践活动。 

（2）科学研究工作。2023 年度硕士导师共发表论文 48 篇，

SCI 收录 32 篇，申请专利数量 7 项。本学位点本年度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获批军工项目 2 项，横向课题创新

高，科研进帐超过 400 万元；获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

获批中国指挥控制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与中科院空间信息

科学中心，多家企业对接，科研活动活跃。 

（3）招生与培养 

2023 年物理学学术硕士毕业人数 7 人，毕业率为 100%。2023

年物理学学术硕士招收 11 人，目前学院在读物理学学硕硕士生

32 人。每位硕导每年招生人数不超过 2 人，每位研究生都安排

进入了相应团队，提供了工作室的工位，保证了培养必须的环境。 

（4）论文质量 

2023 年，本学位点论文发表质量持续走高，本年度学院有 5

篇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11 篇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15 篇文章

发表在重要期刊。其中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质量也较

高，其中包括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顶级

期刊。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物理学研究生第一志愿招生人数一直不好，虽然有社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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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和本学位点的招生和培养环节有很大的关系。招生宣传的

力度和方法还不够，去年对专业课进行了调整，但还没有让大多

数考生知道，今年要加大力度开展招生宣传工作。学位点师资力

量还不够强，教授偏少，科研项目集中，师生互选带来困难。研

究生培养规模还偏小，得不到学校更好的支持，还存在领军人才

及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与引进还不够、少部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不高、研究生对外交流较少等问题。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创新招生宣传工作方式，提高第一志愿生源质量。第

一，设计新的招生宣传措施，通过开通微信号等举措向社会宣传

学院学科发展情况，及时回复考生的问题；第二，制订针对优质

生源和第一志愿报考本学位点并上线生源的奖励措施；第三，建

立招生宣传的长效机制，为招生宣传各项工作提供经费支持，及

时更新网站招生宣传内容，充分发挥教师和校友的作用，定期在

相关院校开展招生宣传。第四，大力鼓励本校本科生推免、报考

本学位点研究生。 

（2）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鼓励本学位点指导教师与国外名校或科研机构的沟通交流；加强

师资队伍团队化建设，建设一到二个导师团队，并探索出团队可

持续发展机制，申报省级以上科研奖励或教学成果奖等。 

（3）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制订鼓励研究生参与国内外学

术交流活动的措施，拓展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渠道，促进研究生与

国内高水平高校、实验室的交流学习，探索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

研究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