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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标准 

(一) 培养目标 

围绕中原经济区建设需求，结合我校“世界知名、全国著名、区域引领、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发展目标及地方师范类大学特点，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能够在光伏材料、

光电检测技术、光电子技术及制造等重点领域为企业、学校、工程建设部门

等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宽厚专业基础知识、创新意识和一定科研能

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专业技术高级人才。 

(二) 学位标准 

1. 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1）在满足学校博士学位答辩条件要求前提下，申请人在读博士期间

必须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申请人第二作者）在工程类或者物理类

期刊发表规定数量及档次的论文方可申请答辩：  

A、从事工程技术研究的，需发表 3 篇 SCI 论文，其中 1 篇必需为二区

以上期刊； 

B、从事理论和实验研究的，需发表 3 篇 SCI 论文，其中 2 篇必需为二

区以上期刊。 

（2）对于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如论文发表在材料类或者化学类期刊，

需发表 2 篇以上一区期刊论文方可答辩；或所发表论文 SCI 分区降一档按

（1）B 条执行。 

注1: 论文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河南省红外光谱测量与

应用重点实验室”，且通讯作者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河南省红外

光谱测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英文为“Henan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Spectrum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s, School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注2: 特殊情况者，由导师提出书面申请，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



通过，可申请答辩。 

2.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1）学术型研究生：在满足学校硕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

在攻读硕士期间第一作者或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至少在 SCI、EI 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作者署名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河南省红外光谱

测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英文为“Henan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Spectrum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s, School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一篇

(如果只有文章接收函，须导师签字确认)，方可申请答辩。 

（2）专业型研究生：在满足学校硕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

在攻读硕士期间第一作者或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作者署名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河南省红外光谱测量

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英文为“Henan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Spectrum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s, School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一篇

(如果只有文章接收函，须导师签字确认)，方可申请答辩；或者申请发明专

利一项，发明专利内容必需与毕业论文完全相关，且毕业时至少进入实质性

审查阶段；或者申请一项软件著作权，且内容必需与毕业论文完全相关。 

注 1：光学工程研究生所发表论文原则上要求为工程类或物理类期刊。 

注 2：研究生毕业时，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相当 1 篇 SCI、EI 论文(申

请人为第一发明人或除导师外第一发明人)。 

注 3：学术论文已经进入修稿程序的毕业生，由导师提出申请且学科负

责人签字情况下，允许学生进行答辩。若提请答辩资格学术论文不能在本年

度 12.31 日前接收，扣除导师次年度招生指标一个。 

注 4: 特殊情况者，由导师提出书面申请，经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

通过，方可申请答辩。 

二、基本条件 



(一) 培养方向 

学科立足于服务国家、河南省的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服

务于国家“中国制造 2025”战略、河南省“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以重大项目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机制创新为保障，

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卓越教师和优秀创新人才。学位点共有 3 个研究方

向，分别是红外物理与技术、光电材料与器件、激光技术与测量，具体如下：  

1. 红外物理与技术 

该方向主要开展红外辐射测量方法和仪器的研究，针对红外光电材料

等研究其红外辐射特性，研发针对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红外辐射

测量仪器。学位点在该方向有 20 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 4 名，副教授 6 名，

讲师 10 名，具体开展的研究如下： 

（1）红外光谱发射率测量仪器研制 

红外辐射测量一直是光谱测量领域一个重要而又困难的研究课题，目

前光谱辐射的绝对测量尚难达到较高的精度，因此限制了其应用。由于红外

辐射测量技术涉及到火箭蒙皮材料、隐身材料等，国外一直对我国进行技术

封锁，长期以来我国无相关的测量仪器，在此方面的研究一直落后于发达国

家。在该研究方向上，学科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成功研制了低、中、高温光

谱发射率测量实验装置，超高温发射率测量实验装置，极化光谱发射率测量

装置，半透明材料辐射特性集成测量装置等。发射率精度优于 3%，达到了

国际先进测量水平。 

（2）在线辐射测温仪器研制 

温度是金属冶炼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工艺参数，其精确的测量与控制是

决定金属材料产品质量与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缺乏高

精度的检测仪器仪表，我国工业过程中普遍存在能耗高、产品质量差、污染

严重等问题。在工业辐射测温领域，由于受制于材料表面红外光谱发射率的

影响，精确的在线辐射测温是工业生产中遇到的一个难题。针对该难题，实



验室探索出了一种准确的温度和发射率同时测温方法和装置，不仅在测量

方法上有所创新，而且大大的提高了测量精度。 

（3）半导体器件、金属材料等表面红外辐射特性研究 

利用研制的测量仪器，该方向研究团队开展了多种半导体器件、半导体

材料、金属材料等红外辐射特性的研究。与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合作

开展热辐射调控研究，为耐高温选择性辐射红外隐身涂层材料的设计和研

发提供关键数据；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反应堆换热器件涉及的关键

材料提供测试服务；为中南大学材料学院特种金属材料钼钴合金的研发和

制备提供热辐射特性数据。 

2. 光电材料与器件 

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在当代半导体光电子学和电子学的研究中占有重

要位置。作为最主要的光电器件的基础，他们在高效光电探测器、光开关、

气体探测、场效应晶体管及集成电路中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学科将运用基

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方法探讨新型半导体材料光电性质的物理机

理，探索运用掺杂、应变和电场等方法对半导体材料能带结构，光学性质和

载流子迁移率等基本物理性质进行调控。学位点在该方向有专任教师 14 名，

其中教授 4 名，副教授 5 名，讲师 4 名，实验师 1 名，开展的研究内容具

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新型半导体材料的设计及光电性质调控 

将运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方法对新型半导体材料，将首

先研究窄带隙半导体材料的电子结构、光学性质、载流子迁移率和电子输运

等光电性质，然后探索掺杂、应变、电场和吸附等因素对电子结构和光电性

质的调控规律，探索改进该材料的光学吸收和载流子迁移率等性质的有效

方法。因此，该理论的研究结果为相关物理实验及机理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对新型半导体材料在红外光电器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 

（2）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的大规模高质量生长 



大面积、高质量和低成本的二维半导体材料生长不仅是实验研究基础，

也是工业化生产的根本前提，因此材料生长尤为重要。当前较为成熟的机械

剥离法可制备不同层数的二维半导体材料，结晶质量高，对应的器件功能优

良，但是制备效率低下、尺寸较小，不适宜大规模生长。CVD 法可生长大

面积的二维半导体材料，所需温度低、时间短、成本低，适宜大规模生长，

但缺点是样品结晶质量低。针对这些问题，学科将继续优化 CVD 法过程中

的生长条件，如衬底、温度、时间、气流量和生长环境等，以减少样品中的

缺陷并提高晶体质量。同时探索这些低维半导体材料的生长模式，以实现大

面积的生长和晶体层数与结构的精确控制。 

（3）新型二维半导体及异质结的光电器件研究 

半导体材料作为目前发光二极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光探测器等重

要核心材料，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近年来，二维半导体材

料由于表现出特殊的性能，被人们认为未来微纳光电器件的重要材料。同时

二维半导体异质结是由不同二维半导体材料通过范德瓦尔斯力垂直堆积而

成，出现了新奇的物理现象和器件功能，并在异质结结构设计和集成光电应

用中引发了新的革命。因此，基于二维半导体的异质结正在成为研究新奇物

理现象和纳米功能器件的重要平台并有望成为新一代电子和光电器件的材

料基础。学科将瞄准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及异质结在光电器件应用中的关

键科学问题，探索其在红外探测器、光开关和传感器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以

实现二维半导体材料及异质结的产业化应用。 

（4）柔性红外光电材料 

随着智能化可穿戴电子设备的迅猛发展，柔性光电探测器成为国际上

科学研究和产业应用的一大热点。柔性传感与系统集成技术前景可期。本研

究方向集中于柔性光电探测器，是指基于柔性衬底，利用光与半导体相互作

用，将携带信息的光信号转换为易于识别和处理的电信号的一种光电器件。 

1.3. 激光技术与测量 



全球性的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制约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

瓶颈问题。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的利用与开发被寄予厚望。通过半

导体器件将太阳能或者基于太阳能所产生的电能转化成化学能，并有效存

储于氢气、甲烧、甲醇等高能量密度的燃料物质中，削弱人们对化石能源的

严重依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学位点在该方向有专任教师 19 名，其中

教授 5 名，副教授 8 名，讲师 5 名，师资博士后 1 名，主要开展红外光电

材料的精密光谱和光物理机理研究，载流子产生和复合动力学，以及在分子

层次红外光电材料的精密光谱计算。 

（1）红外光电材料的精密吸收光谱和光致发光光谱研究 

吸收光谱和光致发光光谱对红外光电材料进行无损测量的光谱测定方

法。研究红外光电材料的精密吸收光谱可以了解半导体器件的导带、价带和

禁带宽度方面的信息，而研究红外光电材料的光致发光光谱可以了解红外

光电材料的发光特性以及激子特性，通过对比精密吸收光谱和光致发光光

谱可以得到红外光电材料的光谱斯托克斯位移。 

（2）红外光电材料超快精密瞬态吸收光谱和超快光致发光光谱研究 

研究设计高效半导体器件需优先考虑的关键问题主要有：（1）如何提高

对太阳光吸收。（2）如何尽可能地提高所设计体系中光生载流子的产生和收

集效率（抑制光生载流子的复合、加速电子空穴向材料表面和材料外围环境

的迁移率）；（3）如何尽可能地减小能耗做到环境友好。显然这些问题的解

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所涉半导体器件的认识程度。近年来，通过超快

光谱对半导体器件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半导体器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法。 

（3）红外光电材料的精密光谱计算 

以量子力学为基础的相关理论计算能够在原子分子水平上深入理解半

导体器件的光电过程，从理论层面介绍实验测量的精密稳态光谱和瞬态光

谱，明晰微观光物理图像，为优化和设计器件性能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

目前研究半导体载流子传输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能带模型和跳跃模型，理



论计算可以在 Einstein 方程和 Marcus 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电子耦合、

电子-声子耦合、晶体重整化能、Frank-Condon 积分、扩散系数等物理量，

分析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几何结构、晶体结构、电子结构等与电学性质间的联

系，从微观角度探究不同作用因素对载流子速率的影响。 

(二) 师资队伍 

学位点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学位点专任教师和导师队伍实力雄厚，年龄、

职称、学历结构合理，有力支撑起学位点的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活动。 

1.专任教师情况 

学位点共有专任教师 53 人，其中 46-59 岁 10 人，36-45 岁 25 人，35

岁以下 18 人；专任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52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9

人，讲师 19 人，实验师 1 人，师资博士后 1 人。教师年龄结构合理，且多

数专任教师毕业于国内 985 高校、211 高校或者中科院科研院所。 

2.导师队伍情况  

学位点拥有高质量的导师队伍：中原学者、省杰青优青、创新团队等省

部级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8 人，有国外研究学习经历 8 人。 

专任教师数量和结构具体如下：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师

人数 

硕士导师

人数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及 

以上 

博士学位

教师 

硕士学位

教师 

正高级 13 0 4 9 0 12 0 7 13 

副高级 19 1 15 1 0 17 0 4 19 

中级 21 17 6 0 0 23 0 0 19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3 18 25 10 0 52 0 11 51 

(三) 科学研究 

1.科研项目 

学位点 2024 年新增国家基金 4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6 项，国家博士后

面上项目 1 项，横向科研课题 1 项，总经费 344.8 万元。具体如下：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号 负责人 
批准

经费 
项目分类 

1 

二维 IV-VI 族各向异性半导体

异质结的偏振光电特性及全光

逻辑器件研究 

12474067 夏从新 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 

氟硼二吡咯（BODIPY）光敏剂

分子近红外吸收和高效三重态

协同调控的光物理机理研究 

12474257 杨勇刚 5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 
负折射率平面透镜的大面积亚

波长光刻研究 
62405086 金启见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基于里德堡原子的光学孤子分

子形成、克隆及反应动力学研

究 

12404377 秦璐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 

连续域束缚态全介质非局域超

表面动态调控太赫兹波机理及

应用研究 

2024M750831 武小栋 8 
第 75 批博士后面上

项目 

6 
典型岩矿低温光谱发射率高精

度测量及光谱识别模型研究 
235200810059 李龙飞 20 

省科技研发联合基金

-青年科学家 

7 

光触发 WSe2 面内同质 PN 结

的载流子输运调控与光探测性

能研究 

242300421407 宋孝辉 10 
省级一般项目-河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 

8 
面向芯片级光互联的铌酸锂偏

振无关调制器研究 
242102211089 邓春雨 10 

省级一般项目-河南

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9 
窄缝增强拉曼探针检测细胞膜

标记蛋白的快速成像 
 杨勇刚 19.8 省科学院合作研究 

10 
基于级联石墨烯的太赫兹人工

微结构多功能调控的应用研究 
 武小栋 10 

河南省博士后科研项

目启动经费 

11 
超构表面产生可沿纵向多维度

调控的完美涡旋光束方法研究 
25A416001 刘悦 3 

教育厅项目-河南省

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

目 

12 

微纳结构太阳能集热器高温红

外发射率直接测量系统的技术

开发 

H2024003 张凯华 100 横向项目 

2.科研成果 

本年度学位点共获科技奖励两项，其中刘玉芳教授团队申报的“多频谱



特征融合的特种装备环境感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夏从新教授团队申报的“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设计及光电性质

调控”获得河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学位点共发表 SCI 学术论文 73 篇，

其中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Photonics Research，Energy，Renewable 

Energy 等一区期刊 9 篇，Physical Review B，Optics Letters，Optics Express

等光学及物理学权威期刊 67 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科技奖励列表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奖种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获奖等级 

1 

多频谱特征融合的特

种装备环境感知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 

科学技术进

步奖 

刘玉芳,李正安,李冬

伟,王芳,于坤,田跃军,

赵章,范光华,刘晓雨,

郭克伟 

河南师范大学,新乡北

方车辆仪表有限公司,

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

术有限公司,新乡市万

新电气有限公司 

二等奖 

2 
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

设计及光电性质调控 
自然科学奖 夏从新,李雪萍,赵旭 河南师范大学 二等奖 

部分学术论文列表如下： 

序号 论文标题 刊物名称 卷期页 
作者 

姓名 

作者 

类型 

1 

Layered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 gaps4 as a 

charge-trapping medium for 

use in high-temperature 

artificial synaptic 

application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4：2314649 刘玉芳 通讯作者 

2 

Tuning exciton dynamics by 

the dielectric confinement 

effect in quasi-two-

dimensional perovskites 

Photonics Research 
2024, 12(3): 563-

570. 
刘玉芳 通讯作者 

3 

Multifunctional action site 

strategy of a buried 

interface for high-

performance perovskite 

solar cells 

ACS Photonics 
2024, 11(11): 4916-

4922. 
刘玉芳 通讯作者 

4 

Melting spectral emissivity 

measurement of metal 

during the melting and 

solidification process 

Energy 2024, 300: 131651. 于坤 通讯作者 



5 

Vacuum-Assisted growth of 

single crystal perovskite 

arrays toward ultralow dark 

current photodetector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4: 2418968 张随材 第一作者 

6 

Optimization of visible 

transmission and NIR 

reflection in multilayer via 

PSO: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Renewable Energy 2024, 237: 121913. 张凯华 第一作者 

7 

Optoelectronic 

reconfigurable logic gates 

based on two dimensional 

vertical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Nano Letters 
2024, 24(44): 

14058-14065. 
夏从新 通讯作者 

8 

Investigation into X-point 

emissivity in metallic 

materials fo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ase Studies in 
Thermal 
Engineering 

2024, 57: 104371. 于坤 通讯作者 

9 
Coordinated multi-band 

stealth based on phase 

change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s 2024, 202: 109101. 于坤 通讯作者 

10 

Directional spectral 

emissivity measurement 

approach in a broad-

spectrum at low 

temperatures: Device and 

methodology study 

Measurement 2024, 225: 113999. 刘玉芳 通讯作者 

11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simultaneously measuring 

thermophysical parameters 

of semi-transparent 

materials 

Optics Letters 
2024, 49(7): 1812-

1815. 
刘玉芳 通讯作者 

12 

Multispectral radiation 

thermometry platform 

based on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Optics Letters 
2024, 49(15): 4086-

4089. 
张凯华 第一作者 

13 

Visible color camouflage 

and infrared, laser band 

stealth, compatible with 

dual-band radiative heat 

dissip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24, 159: 108265. 张凯华 通讯作者 

14 

Effect of phase distribution 

and defect passivation on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of quasi-2D Dion-

Jacobson perovskite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24, 

124(8):081103 
秦朝朝 第一作者 



15 

Anisotropic transport and 

ferroelectric polarization of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 for 

multistate nonvolatile 

memory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2024, 22(6): 

064016. 
夏从新 通讯作者 

16 

Ultrafast charge transfer and 

optoelectronic performance 

of n-InSe/m-SnS (GeSe)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s 

Physical Review B 
2024, 110(16): 

165409 
夏从新 通讯作者 

17 

Artificial optoelectronic 

synapse based on 

cdsenanobelt 

photosensitized Mos2 

transistor with longretention 

time for neuromorphic 

application 

Nanophotonics 
2024, 13(22): 4211-

4224. 
宋孝辉 第一作者 

18 

A two-dimensional thin film 

structure with spectral 

selective emission 

capability suitable for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s 

Case Studies in 
Thermal 
Engineering 

2024, 63: 105261 钱梦丹 通讯作者 

19 

Shock-wave gener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dissipative 

and nonlocal nonlinear 

Rydberg media 

Physical Review A 
2024, 110(1): 

013703 
秦璐 第一作者 

20 

Multinarrowband perfect 

absorption with 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for 

sensing application 

IEEE Sensors 
Journal 

2024, 24(4): 4400 - 

4406 
李丽霞 第一作者 

(四) 教学科研支撑 

1.仪器设备及实验室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4000 

代表性仪器设备名称（限填 5 项） 

低温飞秒瞬态吸收光谱装置、高真空低温发射率测

量系统、变温反射法发射率测量系统、多功能电子

束曝光系统、超高温红外辐射标定系统 

实验室总面积（M2） 2600 

 



 

 

2. 科研平台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限 100 字内） 

河南省红外材光谱测

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重点研究红外发射率测量、红外辐射

测温、原子能谱等领域的创新性和攻关性课

题，可为参与人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提升平台。同时，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和产业

化装置的开发也提供了实际应用和技术转

化的机会。 

河南省光电传感集成

应用重点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以传帮带及产学研结

合模式建立人才培养制度，通过机制创新和

协同创新项目的引导，加强创新性、复合型

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承担国家级项目 5 项，

培养研究生 20 余人。 

光电子技术及先进制

造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以人工微结构光学器件的制备、加工

与应用为主要研究内容，可支撑开展多物理

场复合人工微结构的制备与加工、微结构器

件光电性能的多物理场调控和微结构器件

在生物传感以及热物性调控等方面的研究。 

(五) 奖助体系 

为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积极性，学位点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生奖助

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生奖助体系 

奖学金体系 助学金体系 

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 易思教育奖学金 

卢锦梭奖学金 科研成果奖励 

岗位助学金 国家助学贷款 

优秀新生奖学金 导师科研补贴 

学院和学科奖学金 导师科研补贴 

三、人才培养 

(一) 招生选拔 



（1）研究生报考、录取情况 

学位点 2024 年博士研究生报考 14 人，录取 9 人，硕士研究生报考 131

人，录取 58 人，报考人数相比往年持续增加。 

生源结构上，目前博士招收学生主要来自光学工程硕士生，硕士招收学

生主要来自光电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 

（2）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制度与措施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可根据培养工作的需要确定副导

师和协助指导教师。为有利于博采众长，提倡对同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成立培养指导小组，对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和博士学位论文中的重要学术问

题进行集体讨论。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 2 个月内，导师应依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学生的个

人特点拟定出博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培养计划要对博士研究生的课程

学习、文献阅读、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工作等项的要求和进度作出计划与时

间安排，培养计划可在执行过程中逐步修订和完善。 

(二) 思政教育 

1. 加强思想引领，强化基层战斗力。立足支部建设，逐步实现支部+研

究所联动；实行“头雁计划”，招纳杰出人才加入党组织。 

2. 深化党建创新，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强力支撑。全面推进“三优化三提

升”举措，探索“党建+公寓”模式培养人才，聘任科研骨干担任宿舍导师，

汇聚育人共识。 

3. 着力促进融合发展，确立事业前行方向。强化党建融合，优化战略规

划，主动攻克发展难题；组建科研创新团队，重视人才培养策略，推进事业

高质量发展。 

(三) 课程教学 

1、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设置由学科点教授集体讨论决定。博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应至少修满 16 个学分，其中课程学习至少 14 学分，必修环节 2 学

分。专业必修课按研究方向设置 2 门，选修课 2－4 门（鼓励跨学科门类选

修 1 门课程），每学年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学术讲座 3－5 次。学分的计算一

般为每学期的周学时数（每学期按 18 周计）。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

博士研究生需补修本学科硕士生必修课 1－2 门，成绩记入本人档案，不计

学分。 

2、课程教学大纲 

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由学科教授集体讨论，经主管院长审核，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审批确定。 

3、学术讲座 

学术讲座应体现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上的前沿性研究内容和成果，学

术讲座一般由本学科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博士生导师主讲。 

4、任课教师 

每门博士研究生课程由专门任课教师授课，任课教师一般是从教学、科

研经验较丰富的教授或副教授（博士）人员中聘任。 

5、开课学期 

公共学位课政治在第一学期开设，外语在第一学年开设；跨学院基础类

课程原则上每学年开设一次，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原则上安排在第一学期

和第二学期开课。 

6、教材 

比较成熟的专业课尽量选用正式出版的教材（包括中文或外文教材），

教师可以根据学科发展趋势，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经验自编教材或讲义使

用。暂时没有自编（胶印）教材的课程，教师必须将详细授课提纲印发给研

究生。鼓励任课教师采用双语教学方式授课。 

7、相关说明 

（1）专业必修课：在学位专业必修课中至少选两门。 



（2）选修课：由导师根据学生知识结构和论文工作的需要，在学校开

设的博士研究生选修课和本学科当年博士研究生课程中选择确定。可选择

专业必修课替代选修课。 

（3）学位课为考试课程，选修课可为考试或考查课程。博士研究生课

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 学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1 年半。 

（4）在为博士研究生制定具体培养计划时，导师还可根据研究工作需

要和博士研究生的学科基础指定自选课程和补修课程。自选课程和补修课

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5）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在本一级

学科范围内参加 10 次以上的学术研讨活动，记 1 学分；在学术研讨活动中

至少做 2 次学术报告，介绍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阶段性进展，记 1 学分。

参加学术活动应有书面记录，做学术报告应有书面材料，并交导师签字认可。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前，将经导师签字的书面记录及学术报告交学院研

究生教学秘书保管，并记相应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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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课 

11_B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36 2  第一学期 

修 6 学分 

09_B000003 第一外国语 144 4 第一二学期 

专

业 

必

修

课 

18_B030602 现代光电信息技

术 
36 2 第一学期 

修 4 学分 

18_B0306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36 2 第一学期 

选 

修 

课 

18_B030604 当代光学计量测

试技术 
54 3 第二学期 

根据研究

方向 

修 6 学分 

18_B030605 现代光电系统设

计 
54 3 第二学期 

18_B030606 光纤技术与系统 54 3 第二学期 



18_B030607 微纳光学 54 3 第二学期 

18_B030608 半导体光谱和光

学性质 
54 3 第二学期 

18_B030608 半导体器件 54 3 第二学期 

必修环节 09_B039999 学术活动与学术

报告 
 2  修 2 学分 

补修课 根据研究方向，在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必修课中选择 1－2 门。 

(四) 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选聘：在学校相关文件基础之上，基于本学科的特点和发展需

求，本学位点制定了相应的导师资格遴选和招生资格审核文件，在学术成果、

科研项目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具体如下： 

1. 物理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招生资格实施办法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遴选与招

生资格审核实施办法》（师大研〔2023〕9 号）文件要求，经学院学位分委

员会讨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招生资格认定条件说明如下： 

一、任职资格遴选 

（一） 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a. 物理学和光学工程： 

主持有在研的厅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项目经费不少于 5 万元；或主

持有在研的横向项目，一次性到账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 

b. 课程与教学论： 

主持有在研的厅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项目经费不少于 2 万元（省部

级后期资助类项目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认定）；或主持有在研的横向项

目，一次性到账经费不少于 5 万元。 

（二） 学术成果要求 

a. 物理学和光学工程： 

近 3 年，申请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 篇，或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SCI 二区及以上)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 1 篇。 

b. 课程与教学论： 

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源期刊(不含扩展版)正式发表本专业学术

论文不少于 2 篇；或在二级顶尖及以上刊物正式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 篇；

或出版学术著作或译著 1 部（独著）。如申请人获得过教育厅一等及以上科

研成果奖励（国家级限前 5 名，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限前 3 名、二等奖

限前 2 名，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限第一名），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及以

上奖励（限前 3 名），或以第一发明人获得过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学术论文

可减少 1 篇，但至少有 1 篇在 CSSCI 源期刊（不含扩展版）或者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公开发表。 

二、招生资格认定 

（一） 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A .物理学和光学工程： 

近 2 年，主持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5 万元），或主持

在研厅市级科研项目（经费不少于 3 万元），或主持有在研的横向项目（到

账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 

b. 课程与教学论： 

近 2 年，主持有在研的厅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项目经费不少于 1.0 万

元；或主持有在研的横向项目，到账经费不少于 2 万元。 

（二） 学术成果要求 

a. 物理学和光学工程： 

近 3 年，申请人取得的科研成果须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中的 1 条： 

①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EI 源期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不

少于 3 篇。（其中，物理学专业导师，ESI 物理类论文不少于 1 篇；特殊情

况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决定） 



②  获得过教育厅一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限前 3 名、二等奖限前 2 名；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限第一名）；或者省部

级教学成果二等及以上奖励（限前 3 名）。 

③  以第一发明人获得过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2

项。 

b. 课程与教学论： 

近 3 年，申请人取得的科研成果须符合下列条件： 

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 CSSCI 源期刊及以上刊物正式发表本专业学术论

文不少于 2 篇；或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刊物（旬刊除外）正式发表本

专业学术论文不少于 3 篇，其中有 1 篇发表在 CSSCI 源期刊及以上刊物。

如申请人获得过教育厅一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限

前 5 名、二等奖限前 3 名、三等奖限前 2 名，教育厅科研成果一等奖限第

一名）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及以上奖励（限前 3 名），或以第一发明人获

得过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CSSCI 源期刊论文可减少 1 篇。 

三、低职高聘到期未获晋升的导师继续招生要求 

（一） 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主持有在研的厅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项目经费不少于 8 万元；或主

持有在研的横向项目，一次性到账经费不少于 15 万元。 

（二） 学术成果要求 

近 3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 二区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不少

于 2 篇；或者在 SCI 一区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 篇。 

2. 光学工程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招生资格实施办法 

根据《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及招生资格审

核实施办法》（师大研〔2023〕10 号）文件要求，经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

光学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招生资格认定条件补充说明如下： 



一、任职资格遴选 

（一） 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近五年主持有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不含国家各类小额资助，自然科

学类应为面上及以上），或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2 项以上（含 2

项，下同），或主持两年内到账经费自然科学类不低于 150 万元、人文社科

类不低于 50 万元的横向项目 1 项。 

（二） 学术成果要求 

近五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学术期刊至少公开发

表 3 篇 SCI 学术论文，或正式出版学术专著（15 万字以上／部）或译著（20

万字以上／部），或获国家级科研奖励（限前 5 位）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

成果奖（限前 3 位），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限前 2 名），或获批国家

发明专利 2 项且有一项获得转化。 

二、招生资格认定 

（一） 科研项目及经费要求 

1、首次招生导师要求 

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或以上项目，当前可支配纵向科研经

费 20 万元以上。 

2、已招生导师项目要求 

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不含国家各类小额资助项目）或省部级重大

项目或到账经费不少于 100 万元的横向项目（含当年已下达的项目）。 

（二） 学术成果要求 

1、首次招生导师要求 

近三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 SCI 学

术论文 4 篇、或获国家级科研奖励（排名前 3 位）。 

2、已招生导师要求 



侧重基础研究者近三年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发表本专

业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其中一篇为 SCI 一区)，或者 SCI 期刊论文 2 篇。侧

重应用研究者近三年曾获得本学科领域国家级或省部级二等以上科研成果

奖励（国家级一等奖限前 10 名、二等奖限前 7 名，省部级一等奖限前 3 名、

二等奖限主持人）；或 2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且至少有 1 项

授权专利转化，转化到账费用不少于 10 万元。 

3. 拟招收直博生的导师除满足上述条件之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发表本专业高水平学术论文 2

篇(其中一篇为 SCI 一区)，或者 SCI 学术论文 2 篇； 

（2）主持有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科研项目； 

（3）科研项目经费账面余额应满足生均不少于 10 万元（直博生不少

于 15 万元）； 

（4）原则上每名教师每年限指导一名直博生。 

4.项目及科研成果级别的认定以学校科技处规定为准。延期结项的项目

一律视为非在研项目。 

5. 其他未尽要求依照《河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

生资格认定办法》执行。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五) 学术训练 

1.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情况 

学位点鼓励教、研结合，并鼓励学生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或世界科技前

沿的研究课题，让学生在科研的创新实践中，激发求知欲望和创造冲动，独

立自主地运用已有知识去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途径，取得

创新的成果。学位点制定了各种科研管理制度，包括科研实验记录或野外调

查情况记录和实验结果定期汇报制度等，以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研精神和

优良的科研作风。 



在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方面，学校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用于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培育，优秀学位论文奖励，研究生科研成果奖励，研究生科技创新

项目资助等，为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鼓励在校博士生和

部分硕士生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学校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课题研究在

经费上给予专项资助（见《河南师范大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实

施办法（试行）》）。选择标准为遵循“好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从

第二次获得一等奖学金的博士生中选拔，培育对象名额不超过同级博士生

人数的 10%。每位培育对象学校资助科研经费 4 万元（人文社会科学为 2

万元），同时享受博士生特等奖学金。 

2.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取得的成效 

培育成果：所毕业硕士生 80%以上在国际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以上，博士生毕业时均能发表国际 SCI 期刊文章 2 篇以上，部分博士生在

SCI 1 区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科研成果突出。 

(六)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旨在促进学术合作与交流，拓展学术视野，提升研究生的学术

研究水平。学科鼓励全体研究生、教师及相关学术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学术讲

座、研讨会等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

果和学术见解，构建学术交流平台，激励参与者分享研究成果、展开深入讨

论，以促进学术思想碰撞与交流。活动结束后，对学术交流成效进行全面评

估，收集参与者反馈，调整活动方式和内容，确保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效果。

同时，对每次学术交流活动进行详细记录，包括演讲内容、讨论要点、参与

者反馈等信息，并及时整理归档，形成学术交流档案，为未来学术研究和合

作提供宝贵参考，推动学术研究与合作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助力学术界的进

步与创新。 

(七) 论文质量 

http://www.henannu.edu.cn/s/55/t/318/87/65/info34661.htm
http://www.henannu.edu.cn/s/55/t/318/87/65/info34661.htm


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和专业发展特点，学位点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制定新的管理措施： 

1. 论文撰写：学生撰写、指导教师初审、学院复审，严格把控学位论文

质量。 

2. 论文检测：要求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总体文字复制比例应分别低于

20%和 10%，同时学位论文主要章节的文字复制比例应低于 30%，否则，视

为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不合格。 

3. 论文送审：为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两份，且

均为双盲审；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 7 份，其中 5 份盲审， 2 份由导师

承担送审。 

4. 导师责任明确：若论文检测外审不合格，再次送审费用由研究生和导

师承担，以明确和督促导师对学位论文质量严格把控。 

(八) 质量保证 

1.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监控和质量保证 

研究生的培养，采取以导师为主，导师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

式。培养采用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学实践活动

相结合的办法。既要使研究生牢固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要培养研究

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高校教学工作的能力。研究生培养过程监控和质量保

证具体如下： 

①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制定是研究生入学后的首要工作，培养方案需要由研究生导

师根据本专业的特点指导完成，方案内容涉及研究生所需学习的所有专业

课课程，学分需要满足学位申请的要求，最终培养方案由研究生导师审核完

成。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期间，研究生秘书负责审核培养方案的完成情况。 

② 开题报告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基础，是保证学位论文

质量的重要环节。填写开题报告表，开题报告表由教学秘书存入博士生个人

档案袋中。开题报告的时间由博士生导师根据博士研究生工作进度情况确

定，一般应于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末完成，最迟应于第三学期开学后 2 个月

内完成。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审阅后，须公开答辩，接受检查，

学科点或研究课题组组织包括导师在内的 3－5 位专家组成的考核小组，对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进行审核。如果开题报告未能获得通过，可申请重新

进行一次，仍未通过作退学处理。 

③ 资格考试和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要参加资格考试，目的是考查博士研究

生是否掌握本学科专业领域深厚、宽广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相关研究方

向学术前沿的动向，以及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同时考察该生是否具有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通过资格考试者，不能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后，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一次中期考核，对其科学道

德、思想修养、学习成绩、研究能力等进行一次全面的综合考查，对其中不

合格者，取消博士生资格，按有关规定进行淘汰、分流。中期考核的时间一

般安排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 

论文进展检查，由导师负责。 

④ 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

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术文献资料，是申请和授予博士学位的基本

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应在导师指导

下，由博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应体现前沿性和创造性，必须按

规范认真执行。博士学位论文应以作者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为主体，反映作者

已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以及在本学科上已掌握了坚实宽广

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博士研究生至少要用一年时间完成学



位论文。 

⑤ 学位申请 

学位授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硕士研究生应在答辩前两个

月项指导教师递交学位论文，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并在《硕士学位申请书》

签署意见后，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专人结合培养

计划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审核通过方可参与学位申请。博士研究生应

在答辩前三个月向指导教师递交学位论文初稿和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或录

用证明，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向所在学科点提出预答辩申请。经过导师

组讨论、学科点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学科点可组织预答辩，参加人员三至五

人，一般应为指导小组成员。预答辩通过后，方可填写《博士学位申请书》。

指导教师在申请书上填写详细的学术评语及政治思想表现评语。申请书连

同学位论文、考试成绩单及发表的学术论文原件或录用证明等材料交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就是否同意答辩签署意见后，方可参

与学位申请。 

⑥ 论文评阅 

硕士学位论文应聘请至少两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的专家评阅论文（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需至少聘请三位

评阅人），其中要有一位外单位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博士学位论文至少评审七份（含），其中五份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双盲”评

阅；另外两份由学科点聘请两名教授级同行专家（其中至少有一名为校外专

家）进行评阅。七份评阅意见书需全部收回，如有欠缺需及时补审。 

⑦ 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须保密除外），且有详细的记录。论文答辩委员

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和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经

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表决，全体成员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做出硕士学位申请人在六至十二个月内、博士学位申

请人在六至二十四个月内修改论文并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若申请人逾期

未完成论文修改或重新答辩后仍不合格者,以后不再受理其学位申请。如论

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

硕士学位的水平，而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学位的，可做出建议授

予硕士学位的决议。 

⑧ 学位授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决议及对学位申请人的政治思想

表现和学术水平的审核，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成员通过（出席会议人员应不少于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做出向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申请人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在分委员会对学位申请人审核的基础上，对分委员会建议授予学位

者进行审批，并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成

员通过，做出授予学位申请人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定。凡答辩委员会建议不

授予学位者，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一般不再进行审核；对

个别有争议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重新审核，认为确实达到标准者，可做出

授予学位的决定；对某些经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但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后认为不合格的，也可做出不授予或暂缓授予学位的决定。 

2. 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措施 

① 学位论文管理措施 

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依照《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

（2008 年 10 月修订）编排。学位论文封面、扉页、《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

文使用授权的说明》均可从研究生院网站“学位论文”栏目下载。由学生撰写、

指导教师初审、学院复审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 

检测结果处理：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总体文字复制比例（在排除自引率，



即引述作者自己发表的文章所占比例之后，下同）应低于 20%，博士学位论

文总体文字复制比例应低于 10%，同时学位论文主要章节的文字复制比例

应低于 30%，否则，视为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不合格。对硕士学位论文首次检

测文字复制比例为 35%及以上者、博士学位论文首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例为

15%及以上者，本次不接受其学位申请，并记作本年度其导师指导学位论文

评审不合格 1 次。对学位论文首次检测文字复制比例达 50%及以上者，即

认为涉嫌学位论文作假，学校将按《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

处理实施细则》启动调查认定程序。经认定为学位论文作假，可取消申请人

学位申请资格；凡认定为学位论文作假但可以给予一次改正机会，学生应至

少在一年后提出学位申请（须重新进行选题、开题，重写论文、送审）。凡

指导的学生学位论文出现作假行为，本年度该导师指导的全部毕业学位论

文加送一份双盲评审(合计全日制两份，非全三份双盲评审) 

② 学位授予管理措施 

为了保证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并参照兄弟学院的学术型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经征求硕士生导师意见，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并经

学院分学术委员会研究决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的有关规定如

下： 

博士研究生： 

（1）在满足学校博士学位答辩条件要求前提下，申请人在读博士期间

必须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申请人第二作者）在工程类或者物理类

期刊发表规定数量及档次的论文方可申请答辩； 

A、从事工程技术研究的，需发表 3 篇 SCI 论文，其中 1 篇必需为二区

以上期刊； 

B、从事理论和实验研究的，需发表 3 篇 SCI 论文，其中 2 篇必需为二

区以上期刊）。 

（2）对于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如论文发表在材料类或者化学类期刊，



需发表 2 篇以上一区期刊论文方可答辩；或所发表论文 SCI 分区降一档按

（1）B 条执行。 

硕士研究生： 

（1）学术型研究生：在满足学校硕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

在攻读硕士期间第一作者或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至少在 SCI、EI 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作者署名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河南省红外光谱

测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英文为“Henan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Spectrum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s, School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一篇

(如果只有文章接收函，须导师签字确认)，方可申请答辩。 

（2）专业型研究生：在满足学校硕士学位答辩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

在攻读硕士期间第一作者或以除导师外第一作者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作者署名第一单位为“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河南省红外光谱测量

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英文为“Henan Key Laboratory of Infrared Spectrum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s, School of Physic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一篇

(如果只有文章接收函，须导师签字确认)，方可申请答辩；或者申请发明专

利一项，发明专利内容必需与毕业论文完全相关，且毕业时至少进入实质性

审查阶段；或者申请一项软件著作权，且内容必需与毕业论文完全相关。 

3. 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为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坚持奖励与淘汰相结合的原则，提倡竞争，鼓

励先进，淘汰不合格者，特制订本办法。硕士生中期分流的流向为：优秀研

究生可以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提前答辩和毕业(一般不超过一年)；继续

攻读硕士学位；不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肄业。 

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期末进行一次思想品德与业务素质的全面

衡量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及道德品质状况；研究生学位课

程的考试成绩；科学研究的能力与科研成果的质量；身体状况。考核委员会

根据考核结果给出分流意见，报研究生培养办公室审核备案。 



(九) 学风建设 

为培养良好学术素养，学位点积极开展学风教育活动。要求研究生严格

遵守《河南师范大学学术道德与行为规范》要求，并在每学期组织研究生认

真学习《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等相关文件。

组织多场有关学风方面的讲座报告、征文、辩论赛等活动。学位点自设立以

来无任何违反学术规范行为。 

(十) 管理服务 

1.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本学位点研究生专职管理人员有四人：主管

院长一名、研究生秘书、研究生辅导员、学位点建设工作秘书各一名。 

2.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学位点成立了《研究生权益保障中心》

和《研究生奖学金等评奖和监督委员会》，并严格遵照《河南师范大学学生

申诉处理委员会章程(试行)》等相关文件精神切实保障研究生的各项权益。 

3. 研究生对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在本中心成立以来，针对同学们反

映的各方面问题，其中 80%的问题得到了切实的解决，还有少数的问题正

在同有关部门沟通解决，保障同学们的切身利益。 

(十一)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2024 年度毕业博士研究生 2 人，全部就职省内高等院校。

毕业硕士研究生 30 人，其中考取博士学位 7 人，高等教育单位 5 人，中初

等教育单位 5 人，其他事业单位 4 人，国有企业 1 人，民营企业 6 人，三

资企业 2 人，就业率达到 10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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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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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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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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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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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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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2024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硕士 2024 0 5 5 0 0 4 1 6 2 0 0 7 30 

四、服务贡献 



(一) 科技进步 

本年度，科技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到校经费总额 100 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合同名称：微纳结构太阳能集热器高温红外发射率直接测量系统的技

术开发 

负责人：张凯华 

甲方名称：河南固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金额：100 万元 

(二) 经济发展 

1.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学科红外与物理技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光谱发射率测量和辐射测温技术

研究，解决了发射率测量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建立了完备的高精度光谱

发射率测量体系，实现国内高温最高（3000K）、低温最低（213K），为军事

隐身、航空航天等提供了核心数据和模型。研究成果为我国航天工业和基础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推动了光谱发射率测量技术的标准化进程。与

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合作开展热辐射调控研究，为耐高温选择性辐

射红外隐身涂层材料的设计和研发提供关键数据；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核反应堆换热器件涉及的关键材料提供测试服务；为中南大学材料学院

特种金属材料钼钴合金的研发和制备提供热辐射特性数据。  

2. 提升省内企业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 

针对金属冶炼产业中温度准确测量与控制的“卡脖子”问题，团队深入

研究多光谱辐射测温理论和方法，成功研制了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高精度

智能化在线辐射测温系统样机，目前该样机已成功应用于安阳钢铁第一轧

钢厂、七星钎焊、新乡中铝等企业，解决了传统接触式热电偶污染产品的问

题，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果有望推广应用于其他金属冶炼领域。 



3. 助力科技创新与产学研合作 

学位点在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大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硕士

研究生顺利被中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985 高校录取攻读博士学位。学

科积极引进优秀博士，鼓励其承担重要科研任务，为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注

入了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学位点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新乡百合

光电、北方仪表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密切合作，积极培养各类应用型和复合

型高层次工程专业技术人才。 

学位点的改革成果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对促进学科发展、推动产学

研合作、提升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学位点将继

续致力于推动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国家科技创新和高质量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 文化建设 

光学工程学位点近年来在学科特点、科学发展观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引

领下，不断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以服务社会、推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目标。

学位点注重培养光学工程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品质，充分发挥他们好

学、勤奋、思想活跃的特点，得到了积极支持和帮助。 

为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学位点举办了科研研讨会、报告会以及各

种科学和社会活动。每周四定期举办学术交流讲座，研究生必须参加，并受

到鼓励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小组讨论等形式，研究生们深入分析和探讨基础

课程和科学前沿问题，注重细节思考，培养了勤奋钻研的科学精神。 

为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学位点建立了光学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等平台，

积极开展与海内外人员的交流。除了引进海外专家外，学位点还进一步引进

外籍博士后，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将其打造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场

所，形成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品牌。这一举措成为光学工程学科在国

际交流合作中积极传播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 

学位点利用中原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的优势，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外籍博士后提供了有效的中国文化沉浸课程平台。通过丰富多样的课

程和活动，外籍博士后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增进对中

国的了解和友谊。 

光学工程学位点通过上述努力，不仅提高了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综合

素质，也为光学工程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通过积极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学位点在国际交流合作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促进文化的

传播与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学位点将继续致力于加强自身文化建设，

推动光学工程学科的繁荣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和推动科技创新做出

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