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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 

Electron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专业代码： 0809 ） 

本培养方案依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2019版）》以及《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关于开展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制定）工作的通知》修

订。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系统的电子科学与技术理

论基础和专门知识、富有创新精神、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科技、教育发展需要的高水平

人才。基本要求为： 

（一）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具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

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较为熟

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 

（三）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和方法，了解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能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博士生应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 第一外语为其他语种者，必修英语。 

二、主要研究方向 

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设有：①物理电子学（学科代码 080901）、②电路与系统

（学科代码：080902）、③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学科代码：080903）、④电磁场与微

波技术（学科代码：080904）四个二级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微纳器件、材料及工艺 

2.集成电路设计与设计自动化 

3.系统集成芯片 SoC 设计与应用 

4.微机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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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快电子学 

6.数据采集与信息处理 

7.核电子学 

8.光电器件研究与应用 

9.低温量子芯片 

10.电磁场理论与应用， 

11.微波与毫米波理论与技术应用， 

12.光波导理论与光波技术， 

13.量子信息技术 

 

三、课程类型和学分要求 

1. 硕士培养模式。通过硕士研究生招生统考或免试推荐等形式，取得我校硕士研究生

资格者。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时，取得的总学分不低于 35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硕士学科基础课和硕士专业基础课学分要求见表一，素质类课程不超过 3 学分，开

题报告 2学分。 

表一：二级学科硕士生公共必修课、硕士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学分要求 

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物理电子学、微电子与固体电

子学 
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公共必修课 7 

硕士学科基础课 

硕士专业基础课 
≥ 16，其中学科基础课学分≥ 8 ≥ 11，其中学科基础课学分≥ 3 

2．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学生在读硕士研究生完成硕士阶段基本学

习任务，通过博士生资格考核，可以取得博士生资格。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时，取得

的总学分不低于 45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硕士学科基础课和硕士专业基础课学分要

求见表二，博士专业课不少于 4 学分，素质类课程不超过 3 学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2

学分。 

表二： 二级学科硕博生公共必修课、硕士学科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学分要求 

课程类型 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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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电子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 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公共必须课 11 

硕士学科基础

课 

硕士专业基础

课 

≥ 16，其中学科基础课学分≥ 8 ≥ 11，其中学科基础课学分≥ 3 

 

3．普通博士生培养模式。已取得硕士学位，通过我校博士生资格考核者。研究生在申

请博士学位时，总学分、公共必修课学分和博士专业课学分要求见表三；素质类课程不

超过 3学分，开题报告 2学分。 

表三： 二级学科普通博士生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学分及总学分要求 

学分类型 学分要求 

物理电子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 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公共必须课 4 

博士专业课 ≥ 4 

总学分 ≥ 10 ≥ 12 

 

四、研究生培养过程要求 

1.博士资格考试： 

研究生进入博士阶段之前须通过本学科统一组织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安排在统考

生的博士入学考试之后，与统考生复试合并进行。统考生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者视同复

试未通过，不能录取；硕转博的研究生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者可以申请下一年度再次参

加博士资格考试，再次不通过者，不能申请转为博士生。 

2. 开题报告： 

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及评审过程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必要环节。开题报告的时

间一般应在硕士培养阶段的第二学年内完成；开题报告由硕士生在二级学科组织；硕士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由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人数不少于 3人（其中具

有正高级职称的硕士生导师不少于 1 人）；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二的评审专家同意通过的

方可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的硕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在下一学期重新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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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及评审过程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必要环节。开题报告的时

间由博士生导师根据博士生工作进度情况确定，一般应在博士培养阶段的第三或第四学

期内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最早可在博士阶段的第二学期内进行）；开题报告由博士生

所在二级学科组织；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由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

人数不少于 5 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不少于 3 人）；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二的评

审专家同意通过的方可通过；开题报告不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在下一学期重新开

题。 

3.中期检查： 

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报告及评审过程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必要环节。中期检查

最早在研究生通过开题报告之后的下一学期内进行；中期检查报告及评审由博士生所在

二级学科组织；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评审小组的组成及通过办法同开题报告；中

期检查不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在下一学期再次进行中期检查。 

4.毕业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的毕业答辩应在研究生通过开题报告之后进行；具体要求参见研究生

院的相关规定。 

博士学位论文的毕业答辩应在研究生通过中期检查之后进行；具体要求参见研究生

院的相关规定。 

5.国际学术交流： 

博士生在学期间须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交流学术论文，或短期出境访学一次。

国际学术会议和短期出境访学后，博士生应及时向所在系教学办公室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6.学术报告： 

博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听取不少于 15 场次的学术报告会，并得到报告会组织单位的

认定。有效报告记录累计次数大于等于 15次可以计 1学分。 

7.教学经验：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承担一次助教工作，以获得相关教学经验。 

注：第 3、6 条，物理电子学和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方向博士生不做硬性要求；第 5、7

条，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方向博士生不做硬性要求。 

五、选课要求和课程设置列表 

1. 公共必修课和素质类课程列表由学校统一设置和要求。  

2. 超出学分要求的基础课，学生可以申请调整为专业选修课；专业课不可以替换基础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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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硕士研究生专业课选修必须由导师签字确定，无导师签字自选课程不计学分。硕士

研究生中途由其他专业转入本专业的，应按照本专业课程要求补修课程，已修课程

符合本专业课程要求的，可以计入学位课程学分。 

4. 硕士研究生选修本专业培养方案以外的研究生课程，经导师签字同意，可以算作本

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5. 硕士研究生补修本专业培养方案以外的本科生课程，所获学分不计入学位课程学分。 

6. 研究生所选课程需经过导师同意。 

7. 本专业课程设置列表如下：备注中标注①②③④的课程依对应①物理电子学、②电

路与系统、 ③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④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四个二级学科推荐专业

基础课程。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硕士

学科

基础

课程 

 

 

ELEC6101P 物理电子学导论 80 4  

ELEC6102P 高等核电子学 80 4  

ELEC6103P 近代信息处理 80 4  

PHYS6051P 近代物理进展 80 4  

CONT6101P 矩阵代数 60 3  

INFO6101P 矩阵分析与应用 60 3  

CONT6102P 实变与泛函 80 4  

CONT6104P 组合数学 60 3  

ELEC5303P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学 60 3 ③本硕 

ELEC5304P 半导体器件原理 60 3 ③本硕 

PHYS6251P 高等固体物理 100 5  

硕士

专业

基础 

课程 

 

 

ELEC5301P #核电子学方法 80 4 ①本硕 

ELEC6201P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应用 60 3 ① 

ELEC6202P 
物理电子学逻辑设计与仿真

实验 
40 2 

① 

ELEC6203P 高速数字系统设计 80 4 ① 

ELEC5302P #快电子学 60 3 ①本硕 

ELEC6204P 
硬件描述语言程序设计与实

践 
60 3 

① 

ELEC6215P #数字系统架构 40 2 ② 

ELEC6205P 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60 3 ② 

ELEC6206P 数字系统设计自动化 60 3 ② 

ELEC6207P 集成电路工艺与设计实践 60 3 ② 

ELEC6208P 数字信号处理 II 60 3 ② 

CONT6205P 模式识别 60/20 3.5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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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6209P 数字图像分析 60/20 3.5 ② 

ELEC6210P 超大规模集成系统设计 60 3 ③ 

ELEC6211P 模拟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60 3 ③ 

ELEC6212P 高等电磁场理论 60 3 ④ 

ELEC6213P 微波网络理论及应用 60 3 ④ 

ELEC6214P 计算电磁学 60/20 3.5 ④ 

硕士

专业

选修

课程 

PHYS6252P 固体物理实验方法(Ⅰ) 80 4  

PHYS5051P 粒子探测技术 80 4  

PHYS6151P  高等电动力学 80 4  

INFO6207P 信号检测与估计 60 3  

INFO6405P 智能信息处理导论 40/20 2.5  

ELEC6401P 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 60 3  

ELEC6402P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 60/40 4  

ELEC6403P 射频集成电路设计 60/20 3  

ELEC6404P 先进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技术 60/20 3.5  

ELEC6405P 现代电子系统设计 60 3  

ELEC6406P 随机过程与随机信号处理 60 3  

ELEC6407P GPU 并行计算 30/40 2.5  

ELEC6408P FPGA 系统设计 40/20 2.5  

ELEC6409P 半导体先进制造技术 40 2  

ELEC6410P 先进存储技术 40 2  

ELEC6411P 集成电路前沿讲座 I 20 1  

ELEC6412P 集成电路前沿讲座 II 20 1  

ELEC6413P 先进电子线路 80 4  

ELEC6414P 神经网络及其应用 60 3  

ELEC6415P 微波电路原理与设计 60 3  

ELEC6416P 现代通信光电子学 40/20 2.5  

ELEC6417P 光波导技术基础 40 2  

ELEC6418P 毫米波通信技术 40 2  

ELEC6419P 现代微波测量 40 2  

ELEC6420P 信号完整性分析 60 3  

ELEC6421P 耦合模理论 40 2  

ELEC6422P 介质导波结构及应用 60/20 3.5  

PHYS5001P 高等量子力学 80 4  

ELEC6423P 现代天线技术 40 2  

ELEC6424P 机器学习 60 3  

博士

专业

课程 

ELEC7401P 物理电子学应用技术专题 80 4 ① 

ELEC7402P 物理电子学前沿技术 80 4 ① 

ELEC7403P 电路与系统专题 40 2 ② 

CONT7101P 信息科学的数学理论 40 2 ②④ 

ELEC7404P 智能信息系统 40 2 ② 

ELEC7405P 先进电子器件的射频建模兼 40 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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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验证 

ELEC7406P 功率集成电路设计 40 2 ② 

ELEC7407P 微机电系统及其应用  40 2 ② 

ELEC7408P 处理器架构 40 2 ② 

ELEC7409P 微电子学前沿技术 80 4 ③ 

ELEC7411P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题 40 2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