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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代码：0854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电子信息 

1. 培养目标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

实践创新能力为培养重点，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掌握电子信息领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能够创造性的

开展专业技术研究或管理工作、职业素养高、国际视野宽广的高层次应用型杰出人才。

电子信息领域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培养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注重从学术研究

到工程应用实践转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重点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解决重

大工程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2.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热爱祖国，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

“四个自信”；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信为人，恪守学术道德、

工程伦理道德，具有开拓进取、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服务。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熟悉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

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扎实的数理基础。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培养的学术学

位研究生应掌握现代数字通信、雷达系统设计、信号处理理论和分析、电子测量及控制

等基本理论，熟悉信号的建模与获取、滤波和变换、压缩与传输、检测与估计等基本方

法，熟练掌握软、硬件开发工具的使用方法。 

3）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电子信息领域培养的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创新意识，具

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备从学术研究到工程应用实践转化

能力，能够从事通信、信息与电子系统的基本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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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电子信息领域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完成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的训练，加深对

本领域的认知、加强对本领域国际科技发展水平的了解、增强就业竞争优势，提升职业

能力和应用实践创新能力。 

3. 研究方向 

（1）无线通信网络技术与应用 （2）新体制雷达探测与智能感知技术 （3）信息对

抗技术与应用 （4）遥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与应用 （5）电子测量及控制技术与应用 （6）

微波毫米波技术与应用 

4. 培养年限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培养年限为 5 年。 

5. 课程体系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学 

位 

课 

MX6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0 秋 必修 

MX6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0 春 必修 

MX7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0 秋/春 
博士学

位必修 

FL62000 第一外国语 32 2.0 秋/春 必修 

学 

科 

核 

心 

课 

 

MA63002 数值分析 B 32/12 2.0 秋 
任选 1

门，至

少达到

2 学分 
MA63006 矩阵分析 32 2.0 秋 

EI65101 学术规范及论文写作 16 1.0 春 必修 

EI65401 工程伦理 16 1.0 春 必修 

EI74101 信息与通信网理论 32 2.0 秋 

任选至

少 3 门

课达到

6 学

分，其

中包括

至少 1

门博士

课程 

EI74201 现代雷达信号检测与数据处理 32 2.0 秋 

EI74301 图像处理高级教程 32 2.0 秋 

EI74401 高等电磁理论 32 2.0 秋 

EI74501 现代信号处理 32 2.0 秋 

EI74502 线性系统理论 32 2.0 春 

EI64101 信息与编码理论 32 2.0 秋 

EI64102 现代数字通信 28/4 2.0 春 

EI64103 通信网理论与技术 28/4 2.0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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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EI64104 高等数字信号处理 28/4 2.0 秋 

EI64105 扩频通信 28/4 2.0 春 

EI64127 现代移动通信系统 32 2.0 春 

EI64201 统计信号处理 28/4 2.0 秋 

EI64202 雷达信号分析与处理 32/0 2.0 秋 

EI64203 信号检测理论 30/2 2.0 秋 

EI64204 时间序列分析与谱估计 28/4 2.0 秋 

EI64205 阵列信号处理 28/4 2.0 春 

EI64206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及应用 28/4 2.0 秋 

EI64207 雷达系统导论 32/0 2.0 秋 

EI64208 微波成像技术 28/4 2.0 春 

EI64301 模式识别技术 28/4 2.0 春 

EI64302 数字图象处理技术 28/4 2.0 春 

EI64303 遥感信息处理 24/8 2.0 秋 

EI64304 自适应信号处理 24/8 2.0 秋 

EI64305 DSP 原理与应用 II 16/16 2.0 春 

EI64312 电磁对抗原理与应用 24/8 2.0 春 

EI64401 工程电磁理论 26/6 2.0 春 

EI64402 微波网络 24/8 2.0 春 

EI64403 天线理论与技术 24/8 2.0 秋 

EI64404 微波器件理论 32 2.0 秋 

EI64417 电磁波理论 28/4 2.0 秋 

EI64418 计算电磁学时域有限差分法 24/8 2.0 春 

EI64501 计量方法与误差理论 32 2.0 秋 

EI64502 现代时域测量 32 2.0 秋 

EI64503 现代微波仪器 32 2.0 秋 

EI64504 智能诊断与可测性设计 32 2.0 秋 

EI64505 电磁兼容测试技术 32 2.0 秋 

选 

修 

课 

EI74102 时频协同通信信号分析与处理技术 32 2.0 春 

 

EI74103 无线传输与网络技术 32 2.0 春 

EI74202 先进信号处理理论与技术 32 2.0 春 

EI74203 新体制雷达技术应用与发展 32 2.0 春 

EI74302 多源遥感图像解译及应用 32 2.0 春 

EI74303 空天探测原理与信息处理技术 32 2.0 春 

EI74402 近代微波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32 2.0 秋 

EI74403 现代天线理论与技术 32 2.0 秋 

EI64106 宽带移动通信网络技术 24 1.5 春 

EI64107 星座卫星通信系统与技术 24 1.5 秋 

EI64108 图论及其在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24 1.5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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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EI64109 网络交换技术 24/4 1.5 秋 

EI64110 无线网络安全 24 1.5 春 

EI64112 深度学习 26/6 2 春 

EI64113 认知无线电技术及应用 24 1.5 春 

EI64114 压缩感知理论与应用（共建课） 24 1.5 春 

EI64115 抽象代数与编码构造 24 1.5 春 

EI64119 科技文写作：顶级会议和期刊论文

的写作要素（共建课） 
32 2.0 春 

EI64120 通信和信号处理中的优化理论 32 2.0 秋 

EI64121 数据通信网络前沿技术 32 2.0 春 

EI64122 无线网络的随机几何 32 2.0 春 

EI64126 通信网与分布式系统（共建课） 24 1.5 春 

EI64222 雷达数据处理 32 2.0 春 

EI64223 雷达系统分析与建模 20/4 1.5 春 

EI64211 凸优化理论及应用 28/4 2.0 秋 

EI64213  超宽带雷达技术与应用  24 1.5 春 

EI64225 干涉 SAR 技术与工程应用 16 1.0 春 

EI64215 无人系统目标探测与智能感知技术 20/4 1.5 秋 

EI64218 现代雷达前沿技术与工程实现 24 1.5 春 

EI64219 电磁环境建模与仿真 16/8 1.5 春 

EI64220 雷达目标特性及识别 32 2.0 春 

EI64221 现代雷达系统设计原理 24 1.5 春  

EI64307 现代电子战理论与技术 32/0 2.0 春 

EI64306 软件无线电技术 II 20/12 2.0 春 

EI64313 能源互联网技术（共建课） 32/0 2.0 春 

EI64420 微波固态器件设计 24/8 2.0 春 

EI64408 微波工程测量及应用 24/8 2.0 秋 

EI64409 毫米波技术 24/8 2.0 秋 

EI64410 智能天线 24/8 2.0 春 

EI64413 工程电磁兼容分析 24/8 2.0 春 

EI64414 5G 系统设计中的传播和信道建模

（共建课） 
16/8 1.5 春 

EI64415 基于 FDTD 算法的微波电路与天线

设计 
16/16 2.0 春 

EI64416 电磁超材料及其在微波器件中的应

用 
8/16 1.5 春 

EI64506 系统状态监测与健康管理 26/6 2.0 秋 

EI64507 嵌入式智能计算 24/8 2.0 秋 

EI64508 电子系统可靠性设计 28/4 2.0 春 

EI64509 工程软件开发技术 32 2.0 秋 

EI64510 嵌入式软件测试技术 32 2.0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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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EI64511 光纤测量与传感技术 32 2.0 秋 

EI64512 信号完整性分析与测量 24/8 2.0 春 

EI64513 可重构计算 20/12 2.0 春 

EI64517 自主无人智能系统开发与试验技术 16/8 1.5 春 

EI64514 航天器电测技术专题 24 1.5 秋 

EI64518 联合试验技术专题 20/4 1.5 春 

EI64124 无线信道测量与建模专题 16 1.0 春 

EI64117 空间通信技术专题 16 1.0 春 

EI64118 分数阶信号处理专题 16 1.0 春 

EI64123 天空地海一体化通信网络专题 16 1.0 秋 

EI64125 无线通信基础专题 16 1.0 春 

EI64216 新体制雷达技术专题 16 1.0 春 

EI64217 现代雷达信号处理专题 16 1.0 春 

EI64311 遥感信息处理新技术专题 32 2.0 春 

EI64314 航天电子信息新技术专题 16 1.0 春 

EI64411 现代天线新技术专题 16 1.0 春 

EI64412 太赫兹技术专题 16 1.0 春 

EI64419 基站硬件设计理论与应用 32 2.0 春 

EI65201 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 16 1.0 春 

EI68101 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 8/20 1.0 春 

 

EI68102 数字通信收发信机设计与仿真 8/24 1.5 春 

EI68201 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及应用 10/14 1.0 春 

EI68202 雷达系统仿真实验 10/14 1.0 春 

EI68203 电子系统设计与创新实践 8/16 1.0 春 

EI68204 
面向研究生学科竞赛的创新设计与

实践 
24 1.0 春 

EI68305 EDA 技术高级应用 4/20 1.0 春 

EI68302 遥感系统信息处理仿真与实现 2/22 1.0 春 

EI68304 电子对抗系统仿真与实现 4/20 1.0 春 

EI68306 基于 Python 的机器学习实践 12/12 1.0 春 

EI68307 电子信息领域前沿创新实践课程 16/16 2.0 秋 

EI68401 射频系统设计与仿真 8/24 1.5 春 

EI68402 毫米波成像建模与仿真 16/16 2.0 春 

EI68403 智能算法微波建模设计 8/8 1.0 春 

EI68501 网络化测试技术及应用 8/12 1.0 春 

EI68502 测控系统设计与实践 0/24 1.0 春 

EM65001 应用经济学 32 2.0 春 任选至

少 1 门

课达到

2 学分 

EM65002 管理学原理 32 2.0 春 

EM65003 研究开发与创新管理 32 2.0 春 

EM65004 项目管理与评价 32 2.0 春 

PE65001 体育健身课 32 1.0 秋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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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必修环节 

EI68004 专业实践  3.0  

必修 
EI78001 学术活动  1.0  

EI79002 学位论文开题  1.0  

EI79003 学位论文中期  1.0  

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7 学分，

学科核心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5 学分，必修环节 6 学分。专业学位硕博连

读研究生应修读不少于 2 学分的博士层次学科核心课（课程编号前四位为 EI74 的课程，

如 EI74101）。 

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可为考查课程。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学习一

般应在入学后 0.75 年内完成，其中博士政治课一般应在取得博士学籍后学习。 

 

对专业实践的要求： 

电子信息领域专业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一般应完成累计 1.5 年及以

上的专业实践，由校内导师和实践单位合作导师共同制定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学生需

撰写专业实践总结，经双方导师签字认可后提交学院备案。 

 

 

学院党委意见：                    学院、学部、校区教学委员会意见： 

签字：                            签字：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院意见：    

签字：                            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