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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 电子信息 

一、培养目标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等理论知识，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爱国主

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

意识，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遵守公

民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规

范；能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符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 

2.实践能力要求

校企联合培养具有电子信息专业相关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练掌

握现代技术手段及相关软硬件开发工具。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文献，并

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及现代信息工具。有创

新意识和协作能力，熟悉电子信息领域的相关规范和行业标准，在电子信息行业领域的

相关研究方向上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研究、工程实施、工程技术研

发和工程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服务。主要表现为具有以下能力之一： 

（1）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对企业产品不断更新改造，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扩大功能、更新换代的能力。 

（2）具有把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和管理新产品开发、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企业科学合理运行的能力。 

（3）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对企业生产不断优化、促进生产或工程建设效益高、

消耗低、保护环境好，从而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能力。 

3.学术诚信要求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恪守学术伦理道德，加强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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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忠于真理、探求真知，反对投机取巧的作风和行为，具有严

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电子与通信工程

主要开展电子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的工程领域研究。电子技术利用微波、

物理电子、光电子、微纳电子、电路等基础理论研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以及电子系

统的设计和制造等理论与工程技术问题。信息与通信技术利用信息理论、通信理论、传

输与交换理论以及信号处理理论研究信号检测、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交换、信息

处理与应用、通信与网络系统的设计和制造等理论与工程技术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计算机与网络通信：研究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感知与传输系统架构，

主要包括传感器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通信网技术、移动计算技术，覆盖了宽带接入、

路由与交换、网络性能、通信软件等多个领域。 

（2）无线测控与无线通信技术：研究现场测控与无线传输控制技术，主要包括干

扰环境下的信息感知、软件无线电与认知无线电、基于无线传输的对象控制等。对相应

的感知及传输性能、控制优化等进行分析。  

（3）通信电路与射频技术：研究通信、射频系统相关理论及电路实现技术，主要

包括高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微波与天线技术和射频前端核心器件

设计和微加工工艺技术等，从基本原理和制造工艺出发，探索宽带通信系统设计和电磁

应用系统研发。 

（4）物联网应用技术：研究物联网传感节点、无线传感器网络多跳自组网技术及

相关应用等。针对大规模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层面，研究设计其网络节点硬件功能、网

络协议、低功耗管理、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等关键支撑技术。  

（5）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研究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对不同应用领域信息系统的海

量及复杂信息进行建模、仿真、检测、优化、分析、决策。主要包括信息感知与识别、

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信息交互与控制、信息计算与服务等。 

2.控制工程

主要开展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现代应用数学基础理论与基础应用的研究，掌握

系统和控制科学的研究方法，善于将系统和控制科学中反馈、优化、融合、集成的理念

用于工程实践。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机器人技术及应用：研究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学建模、机器人场景建模与自

主导航技术、机电系统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技术。尤其是在特殊环境机器人作业技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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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开展机器人场景感知与作业控制技术、机器人技术与装置、可靠通信与信息救援、

人机共融、环境安全综合监测技术研究。 

（2）工业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将自动控制理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相结

合，致力于解决工业生产过程的实际问题。研究工业过程控制与故障诊断、系统建模、

能量管理、安全预警、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等问题。研究超常（高流速、高温、真空、

非线性等）条件下的在线智能测控技术。研究特殊环境机器人多自由度力反馈结构、接

触力模型、先进控制策略以及力反馈系统稳定性等关键技术。 

（3）先进检测技术与智能仪器仪表设计：针对国防、安全、生物、环境等领域检

测需求，开展基于物质定性定量测量的光电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研究。研究新型传感器、

智能仪表、精密仪器、现场光谱检测技术及应用、太赫兹检测技术及应用、微弱信号检

测技术等。研究射线低本底检测技术及能谱仪，研究传感器中的系统级优化设计，研究

超宽谱高功率太赫兹源、太赫兹功能器件、太赫兹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 

（4）图像检测与识别技术：针对特殊环境目标检测、跟踪、在线监测与场景重建

等需求，研究图像增强、降噪与校正算法，基于图像序列的场景增强现实三维重建技术，

基于机器视觉和模式识别的目标检测、特征提取和识别技术，基于电声换能器阵列的声

信号自适应增强与控制，以及将双目立体视觉、三维精密运动控制和虚拟现实相结合的

技术。 

（5）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设计：研究以决策分析、博弈论等为基础的复杂网络构

成要素、组织结构、信息交换、信道动态特征等，研究网络测量、网络海量信息控制与

管理等关键技术。研究微分动力系统、非线性系统等建模方法。紧密围绕新能源发展需

求，开展蓄电池检测及管理技术及装置研究，研究大电流、高噪声下的电池的高精度测

量与抗干扰技术、主动均衡技术、通信技术、容量估计和充放电控制策略等。 

3.计算机技术

主要开展计算机技术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工程研究、开

发与实践能力，能够运用本领域和相关方向的知识，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研究、设计、

开发、应用和维护等工作。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计算机系统结构（物联网技术）：主要开展嵌入式智能终端技术、军民两用系

统、智能医疗仪器与系统、边缘计算、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与智能识别技术、工业物联

网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2）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视觉）：主要开展图像处理、分析与理解、智能医学、

脑信号分析与处理、医学图像处理、机器视觉检测、图像融合、三维重建、科学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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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系统交互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3）信息系统技术：主要开展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的设备及系统的技

术研究及其应用。 

（4）信息安全（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主要开展网络系统安全理论与技术、无

线网络及安全协议、可信数字内容及隐私保护、区块链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安全等

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5年。对于学业特别优

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在校时间(取

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6 学分，培

养环节 9.5 学分，实践类学分不低于 10 分。 

硕士生由校内教师和行企专家组成导师组指导。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

专业类别（或领域）选择 1～2 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

业类别（或领域）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1~2 门，但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环节包含四个部分，要求研究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内容包括学校、学院、学科专业介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

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等。研究生必须全程参加入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

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不

少于 10 次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硕士研究生须公开作不少于 1 次学术报告。每次参

加学术活动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

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50 篇以上，其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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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献 20 篇以上，写出 4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考查，附上不少于 500 字的英文详细摘

要；综述考查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

考查。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1）专业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能反映工程硕士在工程能力和工

程素养方面取得的成效。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实践时间至少 1年，内容包括硕士生运用

所学知识到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和在校内参加专业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实践内容： 

创新实践至少 6个月。实践内容包括学生参加的科研项目实践、各类创新创业、学

科竞赛、行业竞赛等实践活动。提交创新实践报告。 

校外实践至少 3个月，参加学院安排的校外专业实践，或承担科研项目的导师提交

申请并经批准后可自主安排研究生进行校外专业实践，提交校外专业实践报告。 

校内实践至少 3个月，实践内容包括课程教学实践、实验室建设实践两种形式，集

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可根据情况进行组合选择。提交校内专业实践报告。 

专业实践期满后，由实践环节考核组负责考核，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

查备案，获得 8学分，其中创新实践 3个学分，校外实践为 3个学分，校内实践 2个学

分。 

（2）对于学校认定的联合培养研究生，需要在校外联合培养单位实践至少 1 年以

上。半年需要提交中期实践检查报告，由校内外导师和考核组负责中期实践成绩考核。

专业实践期满后须提交专业实践报告，由校外实践单位和考核组负责最终实践成绩考

核。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8个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技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应符合学术规

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绩合格，

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

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求，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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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辩者，

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信息工程学院（牵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参与） 

2.编写成员

张华（组长）、刘知贵、李强、姚远程、韩宾、刘桂华、周颖玥、郭玉英、秦明伟、

杨涛、楚红雨、俞文心、何刚、范永存、朱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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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17099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6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 选 1 

11116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6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81670991 高等工程数学 3 48 √ 考试 
2 选 1 

1072270006 计算机科学数学基础 4 64 √ 考试 

1081670986 线性代数与矩阵分析 3 48 √ 考试 
2 选 1 

1032270001 随机过程 3 48 √ 考试 

1032270002 数字通信理论 2.5 40 √ 考试 
电子与

通信工

程方向、

控制工

程方向

至少选 2

门 

1032270005 现代信号处理 2.5 40 √ 考试 

1032270004 人工智能 2.5 40 √ 考试 

1032270003 物联网通信技术 2.5 40 √ 考试 

1032270006 线性系统理论 2.5 40 √ 考试 

1032270009 先进传感与检测技术 2.5 40 √ 考试 

1032270008 模式识别 2.5 40 √ 考试 

1072270001 软件体系结构 3 48 √ 考试 计算机技

术方向 

3 选 2,共

5 学分 

1072270003 大数据技术 2 32 √ 考试 

1072270002 深度学习技术与方法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680993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680992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680994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1032080027 工程伦理 1 16 √ 考查 必选 

专业 

选修课 

1032280024 嵌入式系统设计 2 32 √ 考查 电子与

通信工

程、控制

工程方

向实践

课程至

少选 1 门 

1032280023 DSP 系统设计 2 32 √ 考查 

1032280004 现代数字系统设计 2 32 √ 考查 

1032280022 软件工程 2 32 √ 考查 

1071680016 信息安全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查 计算机

技术方

向实践

课程至

少选 1 门 

1071680028 知识工程技术与实践 2 32 √ 考查 

1071680018 视觉测量技术与实践 2 32 √ 考查 

1071680019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践 2 32 √ 考查 

1032280007 英文论文写作及国际会议英语 2 32 √ 考查 电子与

通信工

程以及

1032280008 计算机通信和网络 2 32 √ 考查 

1032280012 机器学习 2 32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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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1032280013 高级图像处理 2 32 √ 考查 控制工

程方向

至少选 2

门，不低

于 4 学分 

1032280025 软件无线电与认知通信 2.5 40 √ 考查 

1032280001 射频与微波电路 2.5 40 √ 考试 

1032280009 信号检测与估计 2.5 40 √ 考试 

1032280014 智能控制理论与方法 2.5 40 √ 考试 

1032280003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2.5 40 √ 考试 

1032280002 微电子技术基础 2.5 40 √ 考试 

1032280021 微机电系统基础 2 32 √ 考查 

1032270007 系统辨识与建模 2.5 40 √ 考试 

1032280016 自适应控制 2 32 √ 考试 

1032280011 机器视觉 2 32 √ 考查 

1032280018 机器人控制技术 2 32 √ 考查 

1081680020 系统工程 2.5 40 √ 考查 

1081680021 科学计算方法 2.5 40 √ 考查 

1032280015 优化理论 3 48 √ 考查 

1032280026 多旋翼飞行器设计与控制 2 32 √ 考查 

1032280019 控制系统仿真 2 32 √ 考查 

1071680008 人机交互 2 32 √ 考查 

计算机

技术方

向不少

于 2 门，

不低于 4

学分 

1071680022 数据可视化 2 32 √ 考查 

1071680009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2 32 √ 考查 

1072280003 密码技术前沿及其应用 2 32 √ 考查 

1071680004 基于 CUDA 的数值求解计算 2 32 √ 考查 

1072280002 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专题讲座 1 16 √ 考查 

1071680015 图像分析与理解 2 32 √ 考查 

1071680020 网络安全与防御 2 32 √ 考查 

1072280001 软件工程管理 2 32 √ 考查 

1071680010 开源软件开发方法 2 32 √ 考查 

1071680005 高性能计算与有限元分析 2 32 √ 考查 

1071680026 移动计算 2 32 √ 考查 

1071670003 云计算与计算机系统结构 3 48 √ 考试 

1071670005 软件质量保证技术 3 48 √ 考查 

培养环节 

103229000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3229000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3229000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32290005 专业实践 8 √ √ 考查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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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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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4 电子信息 

一、培养目标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等理论知识，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爱国主

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

意识，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遵守公

民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规

范；能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符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 

2.实践能力要求

校企联合培养具有电子信息专业相关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练掌

握现代技术手段及相关软硬件开发工具。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文献，并

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及现代信息工具。有创

新意识和协作能力，熟悉电子信息领域的相关规范和行业标准，在电子信息行业领域的

相关研究方向上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研究、工程实施、工程技术研

发和工程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服务。主要表现为具有以下能力之一： 

（1）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对企业产品不断更新改造，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扩大功能、更新换代的能力。 

（2）具有把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和管理新产品开发、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企业科学合理运行的能力。 

（3）具有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对企业生产不断优化、促进生产或工程建设效益高、

消耗低、保护环境好，从而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能力。 

3.学术诚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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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恪守学术伦理道德，加强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忠于真理、探求真知，反对投机取巧的作风和行为，具有严

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电子与通信工程

主要开展电子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的工程领域研究。电子技术利用微波、

物理电子、光电子、微纳电子、电路等基础理论研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以及电子系

统的设计和制造等理论与工程技术问题。信息与通信技术利用信息理论、通信理论、传

输与交换理论以及信号处理理论研究信号检测、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交换、信息

处理与应用、通信与网络系统的设计和制造等理论与工程技术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计算机与网络通信：研究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感知与传输系统架构，

主要包括传感器技术、计算机软件技术、通信网技术、移动计算技术，覆盖了宽带接入、

路由与交换、网络性能、通信软件等多个领域。 

（2）无线测控与无线通信技术：研究现场测控与无线传输控制技术，主要包括干

扰环境下的信息感知、软件无线电与认知无线电、基于无线传输的对象控制等。对相应

的感知及传输性能、控制优化等进行分析。  

（3）通信电路与射频技术：研究通信、射频系统相关理论及电路实现技术，主要

包括高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微波与天线技术和射频前端核心器件

设计和微加工工艺技术等，从基本原理和制造工艺出发，探索宽带通信系统设计和电磁

应用系统研发。 

（4）物联网应用技术：研究物联网传感节点、无线传感器网络多跳自组网技术及

相关应用等。针对大规模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层面，研究设计其网络节点硬件功能、网

络协议、低功耗管理、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等关键支撑技术。  

（5）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研究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对不同应用领域信息系统的海量

及复杂信息进行建模、仿真、检测、优化、分析、决策。主要包括信息感知与识别、图

像处理与机器视觉、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信息交互与控制、信息计算与服务等。 

2.控制工程

主要开展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现代应用数学基础理论与基础应用的研究，掌握

系统和控制科学的研究方法，善于将系统和控制科学中反馈、优化、融合、集成的理念

用于工程实践。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机器人技术及应用：研究机器人运动学和动力学建模、机器人场景建模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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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航技术、机电系统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技术。尤其是在特殊环境机器人作业技术领

域，开展机器人场景感知与作业控制技术、机器人技术与装置、可靠通信与信息救援、

人机共融、环境安全综合监测技术研究。 

（2）工业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将自动控制理论、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相结

合，致力于解决工业生产过程的实际问题。研究工业过程控制与故障诊断、系统建模、

能量管理、安全预警、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等问题。研究超常（高流速、高温、真空、

非线性等）条件下的在线智能测控技术。研究特殊环境机器人多自由度力反馈结构、接

触力模型、先进控制策略以及力反馈系统稳定性等关键技术。 

（3）先进检测技术与智能仪器仪表设计：针对国防、安全、生物、环境等领域检

测需求，开展基于物质定性定量测量的光电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研究。研究新型传感器、

智能仪表、精密仪器、现场光谱检测技术及应用、太赫兹检测技术及应用、微弱信号检

测技术等。研究射线低本底检测技术及能谱仪，研究传感器中的系统级优化设计，研究

超宽谱高功率太赫兹源、太赫兹功能器件、太赫兹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 

（4）图像检测与识别技术：针对特殊环境目标检测、跟踪、在线监测与场景重建

等需求，研究图像增强、降噪与校正算法，基于图像序列的场景增强现实三维重建技术，

基于机器视觉和模式识别的目标检测、特征提取和识别技术，基于电声换能器阵列的声

信号自适应增强与控制，以及将双目立体视觉、三维精密运动控制和虚拟现实相结合的

技术。 

（5）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设计：研究以决策分析、博弈论等为基础的复杂网络构

成要素、组织结构、信息交换、信道动态特征等，研究网络测量、网络海量信息控制与

管理等关键技术。研究微分动力系统、非线性系统等建模方法。紧密围绕新能源发展需

求，开展蓄电池检测及管理技术及装置研究，研究大电流、高噪声下的电池的高精度测

量与抗干扰技术、主动均衡技术、通信技术、容量估计和充放电控制策略等。 

3.计算机技术

主要开展计算机技术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研究，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工程研究、开

发与实践能力，能够运用本领域和相关方向的知识，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研究、设计、

开发、应用和维护等工作。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计算机系统结构（物联网技术）：主要开展嵌入式智能终端技术、军民两用系

统、智能医疗仪器与系统、边缘计算、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与智能识别技术、工业物联

网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2）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视觉）：主要开展图像处理、分析与理解、智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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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信号分析与处理、医学图像处理、机器视觉检测、图像融合、三维重建、科学数据可

视化、系统交互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3）信息系统技术：主要开展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的设备及系统的技

术研究及其应用。 

（4）信息安全（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主要开展网络系统安全理论与技术、无

线网络及安全协议、可信数字内容及隐私保护、区块链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安全等

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应用。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对于学业特别优

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在校时间(取

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6 学分，培

养环节 9.5 学分，实践类学分不低于 10 分。 

硕士生由校内教师和行企专家组成导师组指导。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

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

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择 1～2 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

跨专业类别（或领域）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

至少 1-2 门，但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环节包含四个部分，要求研究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内容包括学校、学院、学科专业介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

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等。研究生必须全程参加入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

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不

少于 10 次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硕士研究生须公开作不少于 1 次学术报告。每次参

加学术活动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

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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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50 篇以上，其中外

文文献 20 篇以上，写出 4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考查，附上不少于 800 字的英文详细摘

要；综述考查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

考查。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1）专业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能反映工程硕士在工程能力和工

程素养方面取得的成效。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实践时间至少 1年，内容包括硕士生运用

所学知识到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和在校内参加专业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实践内容： 

创新实践至少 6个月。实践内容包括学生参加的科研项目实践、各类创新创业、学

科竞赛、行业竞赛等实践活动。提交创新实践报告。 

校外实践至少 3个月，参加学院安排的校外专业实践，或承担科研项目的导师提交

申请并经批准后可自主安排研究生进行校外专业实践，提交校外专业实践报告。 

校内实践至少 3个月，实践内容包括课程教学实践、实验室建设实践两种形式，集

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可根据情况进行组合选择。提交校内专业实践报告。 

专业实践期满后，由实践环节考核组负责考核，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

查备案，获得 8学分，其中创新实践 3个学分，校外实践为 3个学分，校内实践 2个学

分。 

（2）对于学校认定的联合培养研究生或具有任职单位的研究生，需要在校外联合

培养单位或任职单位实践至少 1年以上，可以结合自身岗位任务开展。半年需要提交中

期实践检查报告，由校内外导师和考核组负责中期实践成绩考核。专业实践期满后须提

交专业实践报告，由校外实践单位和考核组负责最终实践成绩考核。考核合格后，将材

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8个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技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应符合学术规

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绩合格，

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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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求，毕业

（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辩者，

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信息工程学院（牵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参与） 

2.编写成员

张华（组长）、刘知贵、李强、姚远程、韩宾、刘桂华、周颖玥、郭玉英、秦明伟、

杨涛、楚红雨、俞文心、何刚、范永存、朱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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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27099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7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 选 1 

11117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5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81770994 高等工程数学 3 48 √ 考试 
2 选 1 

1072270506 计算机科学数学基础 4 64 √ 考试 

1081770989 线性代数与矩阵分析 3 48 √ 考试 
2 选 1 

1031770505 随机过程 3 48 √ 考试 

1031770510 数字通信理论 2.5 40 √ 考试 
电子与

通信工

程方向、

控制工

程方向

至少选 2

门 

1031770509 现代信号处理 2.5 40 √ 考试 

1031770501 人工智能 2.5 40 √ 考试 

1032270503 物联网通信技术 2.5 40 √ 考试 

1031770504 线性系统理论 2.5 40 √ 考试 

1031770502 先进传感与检测技术 2.5 40 √ 考试 

1031770503 模式识别 2.5 40 √ 考试 

1071670501 软件体系结构 3 48 √ 考试 计算机

技术方

向 

3 选 2,共

5 学分 

1071680521 大数据技术 2 32 √ 考试 

1071680512 深度学习技术与方法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78099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78099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1032080527 工程伦理 1 16 √ 考查 必选 

专业 

选修课 

1031780511 嵌入式系统设计 2 32 √ 考查 电子与

通信工

程、控制

工程方

向实践

课程，不

低于 2

学分 

1031780512 DSP 系统设计 2 32 √ 考查 

1031770508 现代数字系统设计 2 32 √ 考查 

1031780513 软件工程 2 32 √ 考查 

1072080601 信息安全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查 计算机

技术方

向实践

课程，不

低于 2

学分 

1072080602 知识工程技术与实践 2 32 √ 考查 

1072080608 视觉测量技术与实践 2 32 √ 考查 

1072080609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践 2 32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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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1032080501 英文论文写作及国际会议英语 2 32 √ 考查 

电子与

通信工

程、控制

工程方

向,不少

于 2 门，

不低于 4

学分 

1031780506 计算机通信和网络 2 32 √ 考查 

1031780510 机器学习 2 32 √ 考查 

1031780508 高级图像处理 2 32 √ 考查 

1032280525 软件无线电与认知通信 2.5 40 √ 考查 

1031780522 射频与微波电路 2.5 40 √ 考试 

1031780507 信号检测与估计 2.5 40 √ 考试 

1031780505 智能控制理论与方法 2.5 40 √ 考试 

1031770507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2.5 40 √ 考试 

1031770506 微电子技术基础 2.5 40 √ 考试 

1031780518 微机电系统基础 2 32 √ 考查 

1031780503 系统辨识与建模 2.5 40 √ 考试 

1032080503 自适应控制 2 32 √ 考试 

1032080504 机器视觉 2 32 √ 考查 

1031780504 机器人控制技术 2 32 √ 考查 

1081680520 系统工程 2.5 40 √ 考查 

1081680521 科学计算方法 2.5 40 √ 考查 

1032280515 优化理论 3 48 √ 考查 

1032280526 多旋翼飞行器设计与控制 2 32 √ 考查 

1031780502 控制系统仿真 2 32 √ 考查 

1071680508 人机交互 2 32 √ 考查 

计算机

技术方

向，不少

于 2 门，

不低于 4

学分 

1071780516 数据可视化 2 32 √ 考查 

1071680509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 2 32 √ 考查 

1071680514 密码技术前沿及其应用 2 32 √ 考查 

1071680504 基于 CUDA 的数值求解计算 2 32 √ 考查 

1071680513 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专题讲座 1 16 √ 考查 

1071780515 图像分析与理解 2 32 √ 考查 

1072080604 网络安全与防御 2 32 √ 考查 

1071680511 软件工程管理 2 32 √ 考查 

1071680510 开源软件开发方法 2 32 √ 考查 

1071680505 高性能计算与有限元分析 2 32 √ 考查 

1072080607 移动计算 2 32 √ 考查 

1072280503 云计算与计算机系统结构 3 48 √ 考试 

1071680502 软件质量保证技术 3 48 √ 考查 

培养环节 

103229050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3229050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3229050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32290505 专业实践 8 √ √ 考查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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