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学位授 

权点建设 2022 年工作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2019 年获得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是广西唯一招收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授权

点。 

本年度，科研项目到位总经费约 797.3 万元，其中国

家级项目 15 项、省部级项目 7 项，经费 425.31 万元。

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仪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

台等国家级项目，广西创新驱动重大项目、广西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发

表核心以上研究论文 69 多篇，其中 SCI、EI 收录 55

篇， 中科院分区 1 区论文 4 篇、2 区论文 9 篇。获省

部级科技成果 2 项。出版省部级优秀教材 1 部。 

本学科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发展成为仪器科学领域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是培养测控仪器

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基地。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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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

注重对博士研究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培养，使之成

为能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

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具有测试技术、控制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

技术、光学检测、精密机械等方面的知识结构，能够深入

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及国际科学与技术前沿；具有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

力，有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 

3.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熟练的阅读能力，较好的写

译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能力，能够以英语为工具，熟练地进

行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4.具有健康的体格。 

（二）学位标准   

1.学习年限  

自 2022 年起博士研究生学制为 4 年，最长学习年限

（含休学）不超过 6 年。 

2.培养方式及应修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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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必须要完成本

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类课程和培养环节，获得总学分不

少于 17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1 学分。 

（2）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导师负责根

据培养方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 

3.学术成果要求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的学术成果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导师第一作者）在 

SCI、EI 收录源刊上至少发表 3 篇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 

1 篇被 SCI 收录。 

（2）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

奖、发明奖，下同）奖励（有证书）。 

（3）以第一作者在 SCI、EI 收录源刊上至少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且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一等奖前 5 

名，二等奖前 3 名，三等奖前 2 名）。 

（4）以第一作者在 SCI、EI 收录源刊上至少发表 1 

篇学术论文，且作为第一申请人或第二申请人（导师为第

一申请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及以上。 

4、学位论文 

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最后完成博士学位论

文，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应在博士生导师

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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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选题和开展学位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属学科前沿或对科技和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在本

学科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培养方向(培养特色) 

本学科结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优势，电子信息特色鲜

明，国防军工优势突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自动检测技术

与智能仪器、测控理论与工业机器人、光电检测技术及器

件、生物医学检测与仪器等。多年来，为国家和尤其广西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自动检测技术与智能仪器  

开展自动测试系统、智能仪器、从芯片到系统级的内

置测试和边界扫描测试等研究，取得了虚拟仪器系统平

台、边界扫描测试系统等重要成果。 

长期专注于产、学、研相结合，服务国家、军队和地

方经济，重点面向军事装备的设计、生产和维修自动化，

成果应用于我军主战鱼雷和 XXX 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等国防

重点型号，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省部级以上

科技奖励 9 项。 

2.测控理论与工业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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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向以新型工业精密仪器和工业机器人等需求为背

景，主要开展非线性系统分析、建模及测控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针对具有纳米级定位精度的压电陶瓷、MEMS 执

行器、多维特种电机等存在的非光滑迟滞强非线性特性，

开展了基于神经网络等智能方法的建模与控制、智能检测

软测量、机器人控制等研究。 

3、光电检测技术及器件  

以现代光学测试方法、精密测量与仪器学科交叉融合

为特点，开展太赫兹器件与检测技术、光电信息处理、遥

感遥测等方面的研究。在太赫兹器件、新型太赫兹检测技

术、目标遥感识别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4、 生物医学检测与仪器  

主要开展人体生理信息的无创/微创检测、生物医学传

感、医学成像、血液动力学、医学信号处理、医疗仪器微

纳加工等方面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在人体生理信息的无创/

微创检测方面，创建了基于代谢能量守恒法的无创血糖检

测理论体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多项科研成果。 

（四）师资队伍 

学科拥有教师 41 人，其中正高职称 14 人、副高职

称 8 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 24 人。拥有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广西人体生理生化信息检测创新研究团队，

广西高校自动检测技术与仪器人才小高地创新团队；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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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桂学者、青年八桂专家 1  人，广西优秀专家 1  人。拥

有广西教学团队 1  个，全国模范教师 1  人。 

（五）培养条件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 1 个广西重点实验室，一个广西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 

拥有分布式网络化自动测试系统平台、光纤传感分析

与处理平台、太赫兹光谱系统平台、新能源电动汽车半实

物仿真测控平台等与学科密切相关的科研平台。拥有 10 

万以上的仪器设备 100 余台套，现有主要仪器设备总值近

6000 万元，为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

境。 

二、年度建设业绩  

（一）制度建设  

加强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管理，修改完善了《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和《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办

法》，保证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合理性和时效性。 

（二）师资队伍建设 

新增博士生导师 4  人，新增正高级职称 2  人、副高

职称 1  人。年度引进博士 4  人。博士学位比例和高层次

人才均有提升，博士比例达 60%。 

（三）培养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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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广西人体生理信息无创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

西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广西自动检测技术与仪器重点实验

室顺利通过广西科技厅考核。 

与政府合作，建立桂林市花江慧谷电子信息创业产业

园、南宁产教融合基地、深圳市桂电电子信息与先进制造

技术研究院；支撑包括中国‐东盟信息港、北海电子信息产

业园、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科技园等建设。 

（四）科研研究工作  

本年度，科研项目到位总经费约 797.3 万元，其中国

家级项目 15 项、省部级项目 7 项，经费 425.31 万元。

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3 项，经费 50 余万元。发表核心以上

研究论文 69 多篇，其中 SCI、EI 收录 55 篇。获得中国

电子学会科技奖等 2项。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新型冠状病毒胶体金

试纸获得了欧盟 CE 备案，相关产品已远销印度、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为阻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做出了贡

献。开展装备测试新技术研究，研制了的专用保障设备，

应用单位取得经济效益 1.75 亿元。作为重要科研团队，支

撑学校获得武器装备生产承制资质。 

（五）招生与培养  

2022 年度招收博士研究生 10 人，硕士研究生 87 人

（含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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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人才培养质量

稳中有升，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51 篇，申请发明专利 

71 项（含电子信息）。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 

博士研究生毕业 10 人，硕士研究生毕业 83 人，取

得学位比例 100%。 

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96.67%；博士研究生为 100%，培

养学生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六）学术交流  

协办第二届国际高端测量仪器高层论坛暨第 12 届精密

工程测量与仪器国际会议（IFMI & ISPEMI 2022），本论坛

由中国工程院、国际测量与仪器委员会（ICMI）共同指

导，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承办，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协办。共有来自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比利时、加拿大、俄罗斯、韩

国、日本、新加坡、中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 余位专

家出席本次盛会，2600 余名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观看了会

议直播。 

二、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高水平成果有待提升。缺少省部级一等奖以上

科研成果，成果转化能力有待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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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端人才缺乏，引进人才成效不明显。尤其部

分专业人才分离后，高端人才短缺现象更为突出。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今后拟通过结合学科发展、地方经济等多种方式，依

托重大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提升成果质量和数量。并通

过整合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更高水平的科研平台，结合

学校人才政策，进一步吸引高端人才。下一年度计划： 

（一）学科队伍 

依托仪器科学与技术广西一流学科、博士点，力争在

人才引进上取得较大进展。通过自培或者引进方式，在高

层次人才上取得突破。 

（二）科学研究   

拟结合学科发展、地方经济等，发挥学科交叉特点，

争取获得省部级以上重大重点项目 2-3 项；加大成果转化

力度，争取提升科研成果质量和水平。新增国家级项目 5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 1-2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100 篇。 

着力开展平台建设，在国家级平台上取得突破。 

（三）人才培养 

依托国家级、省部级、横向等各类项目，发挥团队力

量，培养高端综合型人才。争取新增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

果奖 2 项，省部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 100 项、在校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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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高水平论文 100 篇以上、获授权发明专利数 30 项以

上。 

（四）学术交流   

加强学术交流，承办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 1 次，在国

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师生 10-20 人次。参加学术会议 40-

60 人次。 

（五）社会服务 

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服务国防和地方经济建设。新

增横向项目 10 项以上，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10 项以上，

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军事效益，研制的仪器产值超过 

1000 万元。成果应用后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3 亿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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