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代码：081202） 

（1） 专业剖析、专业方向介绍、专业比较优势 

本专业为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其培养方向是建立在电子与信息

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航空航天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兴专业，是

工信部特色专业，所在学科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博士

后流动站。本专业主要研究航天卫星、航空无人飞行器等遥感信息的

获取、传输和处理过程的技术与方法，重点研究如何充分利用遥感信

息高效地服务于人类。 

本专业主要培养能够在多领域从事遥感系统设计与研发、遥感信

息处理及相关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的专门人才，以及能独立从事本学

科及其交叉学科研究能力的高级人才。 

本专业科研方向主要包括：空间信息智能处理、遥感数据融合、

微波遥感、医学图像处理以及智慧农业等。空间信息智能处理作为哈

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核心方向之一，其利用基于卫星、航空（有人机

/无人机）遥感数据及社交媒体数据，实现观测场景智能理解，致力

于推动空间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应用。遥感数据融合方向是运用现

今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高性能计算等先进理论，对卫星

遥感影像、无人机影像、地面视频数据以及通信数据进行多源融合，

实现遥感图像解译、信息融合挖掘、三维立体构建和图像压缩传输等

功能。微波遥感是利用微波具有全天候昼夜工作、穿云层、不易受气

象和日照条件影响的能力，实现地表目标的探测。医学图像处理将图

像处理技术与医学图像相结合，为医疗诊断提供辅助决策。智慧农业



融合了人工智能、遥感图像处理、卫星定位导航、地理信息系统等技

术，实现智慧农机装备、农作物病虫害检测和智能测土配方等功能。

科研实践平台包括黑龙江省天空地一体化智能遥感技术重点实验室。 

（2） 人才培养 

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

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具有优良品德、执着信念、家国情怀，尊重社会

价值，恪守工程伦理道德，具有沟通协作能力、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

具备多维知识结构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职业胜任力，能够引领未来

遥感科学与技术相关领域发展的杰出人才。 

（3） 师资情况 

该专业教师 30 人，教授 12 人，教授级高工 2 人，副教授/副研

究员 11 人，教师队伍包括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课程思政教学

名师和团队，黑龙江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团队，黑龙江省研

究生导学思政团队。师资队伍包括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杰青，

国家级领军人才，黑龙江省教学名师，黑龙江省优青，中国高被引学

者等。 

张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二级教授，博导。获

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2项，培养国家级人才 3人。主要研究方向：遥感

高光谱图象分析与处理、图象/视频压缩及传输、空间多源信息协同

处理及应用等。 

谷延锋，国家杰青，国家级领军人才，教授，博导，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副院长。担任黑龙江省天空地一体化智能遥感技术重点实验



室主任，IEEE地球科学与遥感汇刊 Associate Editor、《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青年编委。长期致力于空间智能遥感技术、高光谱遥感成

像探测与信息处理技术及应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项目、

重点项目、优青项目，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课题等，获黑龙江省自然

科学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4） 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程：电路基础、微机与微控制器原理、电子线路基础

（国家线下一流课程）、数字逻辑电路与系统、信号与系统（国家线

上一流课程）、电磁场与电磁波、通信电子线路（国家线下一流课程）、

数字信号处理、微波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随机信号分析、模式识别基础、测量学、无线电

定位原理与技术、数字图像处理基础、微波遥感技术基础、光学与红

外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5） 科研实践 

信息对抗技术专业学生学习期间，可利用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所

属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2011 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5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8个，开展科研创新实践。本专业学生 100%参与

大一年度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积极参加学科竞赛，获奖率达

60%。学生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委重大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比例达 80%，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100%来自实际项目和需求。 

（6） 学生国际交流、留学项目 

专业积极参与学校世界顶尖大学战略合作计划，开展互派学生、



互访讲学、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学生有机会参与环太平洋大

学联盟、中欧工程教育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联盟、“一带一路”

航天创新联盟、金砖国家大学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国际电信联

盟、粤港澳高校工科联盟等国际交流与留学项目。 

（7） 学生学习、生活 

学校持续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打造“智慧课堂”。现有研讨型教

室、分组研讨型教室、手机互动教室、多屏互动教室、工程创新实践

中心、创新实验室等，教学资源丰富、功能完备。图书馆利用最前沿

的数字技术，通过瀑布屏、太空舱、光影阅读、视听 PAD、朗读亭、

AI机器人、移动终端等多种高科技智能平台，营造全触觉视听阅读学

习空间，同时拥有 3D 体验空间、全息激光影院、解压体验室等。校

园建有“神舟揽月”、“卧震苍穹”等航天特色主题微景观，将生态

与文化有机融合，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厚培校园文化土壤。 

学校有“友来餐厅”和“学苑餐厅”等总共 23 个餐厅，可同时

容纳近 3万名学生同时用餐。川、湘、鲁、粤等各式美食供学生随意

选择。学校施行高质量住宿“421 工程”，即本科生高质量 4 人间、

硕士生 2人间、博士生 1人间；公寓配备空调，洗漱热水全覆盖，学

生洗浴不出楼。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双层游泳馆、体育馆等基

础设施一应俱全，启动建设风雨操场，集体操、篮球、乒乓球、冰壶

等运动项目于一体的多功能体育场馆。 

（8） 毕业生去向 

本专业本科毕业后，除可进一步出国学习外，还有 60%以上学生



经保送或考试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他毕业生可以在电信与

网络、城市规划及管理、农林与海洋、资源与环境以及国防领域的公

司、科研院所等与电子信息处理、遥感技术与应用等相关部门，从事

信息技术的系统开发、应用和设备生产、经营等工作。就业单位主要

有科研院所、移动、联通、华为、中兴等大型企业以及政府相关部门。 

（9） 权威推荐 

哈尔滨工业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9 年获评省一流专业建

设点，中国软科全国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排名第五。 

（10） 知名校友 

王刚 入选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全球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

（TR35），曾任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张晓峰 航天科工二院副所长 

林洲汉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 

（11） 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成宇 13766863391（手机微信同号） houcy@hit.edu.cn，

QQ：52339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