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 

学科名称：光学工程 学科代码：0803 

一、 学位授权点简介 

中国石油大学光学工程学科是由物理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光学发展起

来的。1990年获批无线电物理二级学科硕士点，2006 年获批物理学一级学

科硕士点，2010 年获批光学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2015年通过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 

该学科依托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油气太赫兹波谱与光电检测重点实验

室，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平台建设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光电+海洋/ 

能源”特色。主要开展光传感与光电探测技术、激光光谱技术、光学遥感技

术、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现代光信息处理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海洋与

能源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是本学位点的特色和优势。 

二、 培养目标 

本学科人才培养坚持“面向光电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和海洋/能源战

略，面向光学工程领域的国际前沿”，聚焦光学工程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问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国家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身心健康，理论基础扎实、应用能力强，

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拥有优良的科学素养和学习能力和国

际视野，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认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具有很强的事业心

和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良的学术修

养，身心健康。 

2、 学术素养：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优秀的科学作风和崇高的敬业

精神；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开拓创新，

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综合素质和国际视野。 



3、 知识结构：掌握坚实宽广的本学科领域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

门知识；具有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严谨的逻辑思维，活跃的学术思想，较

强的知识获取能力；重视多学科知识交叉应用，为系统性、创新性的科学研

究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在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明显成绩。 

4、 基本能力：系统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书刊，具

备良好的科技写作能力、知识信息检索和获取能力、国际学术交流沟通能

力、终身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等；掌握先进的科

学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能力。 

四、培养方向 

光学工程一级学科设 3 个培养方向：光传感与光电探测技术、新型光电

材料与器件和现代光信息处理技术。 

1、光传感与光电探测技术 

针对海洋与能源领域对光传感与光电探测技术的重大需求，开展相关物

质光学性质的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光学方法在海洋与能源领域应用的重大关键

技术、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高效、稳定的光电探测器件与系统以及满足实

时监测需要的新型光学传感与测控装备，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电探测

方法与技术。 

2、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 

面向光电领域前沿技术发展的需要，以先进光电功能材料及器件、先进

光电子学、集成光子学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开展有关光电子材料及激光器

件、微纳光电功能材料和器件、近场光学及非线性光学材料等领域的研 

究。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材料与器件。 

3、现代光信息处理技术 

面向信息领域前沿技术发展的需求，以光学成像技术、现代图像处理技

术、先进显示技术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开展有关干涉成像技术、数字全息成

像与处理技术、超分辨率生物医学成像技术、遥感图像处理技术、现代显示

技术等领域的研究。 

五、 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 年。 

六、 培养方式 



主要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可采取非全日制

学习方式。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研训练、学术

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个别导师指导或团队导师指导。 

七、 学分要求 

总学分最低 28 学分，必修课 15学分。 

八、 课程设置 

1.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高等光学（Advanced Optics） 

课程简介：高等光学是光学工程、光学等专业研究生的重要专业基础

课，是现代光学和光电子学的理论基础。本课程旨在解决：如何从光的电磁

理论出发，分析和理解光波场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线性传播特性。基本上包

含了经典光学、信息光学、光通讯等各个分支的基础内容，为后续的相关课

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本课程要求学生注重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学习，并利

用理论，通过习题解决光在媒体中传播的各种问题。 

核心课程 2：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Optoelectric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System） 

课程简介：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是从事光学工程、仪器仪表、测量与控

制研究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一门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

正在发展的新兴学科。本课程主要讲述光电检测理论基础知识以及现代光电

检测系统的结构组成、设计思路和应用特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和掌握光电转换的原理及光电检测技术所必须的各种知识，了解和掌握现

代光电测量方法及常用测量仪器的使用，具备进行各种常用光电测量所需技

能和设计光电检测系统的能力。 

核心课程 3：半导体物理（Physics of Semiconductors）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光学工程专业研究生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揭示

半导体的主要基本性质，探讨半导体在热平衡态和非平衡态下发生的物理过

程、规律以及相关应用。重点学习半导体中的电子状态及运动规律，载流子

的统计分布、输运理论及相关规律，载流子在输运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宏观物

理现象，以及半导体的一些基本结构。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半



导体方面的基本理论、规律及半导体的基本模型、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学习

其它相关课程提供理论依据，为将来的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核心课程 4：光学信息处理（Op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课程简

介：光学信息处理是光学工程、光学等专业研究生的重要专业核心课

程，介绍近现代光学信息处理的各个分支和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及其重

要的应用，以及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近期的发展动向。本课程旨在解

决：光学信号中的信息分解、抽取、综合等操作中的问题，要求学生注

重基本理论和实用技术的学习，结合光学信息行业实际应用，解决各种

光学信息处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核心课程 5：光纤传感原理与技术（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Optical 

Fiber Sensing）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光传感与光电探测技术方向核心课，通过学习光在

光纤中传输的基础理论和光纤传感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光纤中光传

输特性的几何光学分析方法；掌握光纤中光传输特性的波动光学分析方法；

掌握光纤传感的强度调制、相位调制、波长调制、偏振调制等典型的光纤传

感调制原理；掌握利用各种调制方法实现的功能性光纤传感器和传导型光纤

传感器的应用知识和关键技术；掌握单点式和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的基本原理

及应用技术。 

核心课程 6：非线性光学（Nonlinear Optics）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方向核心课，基于极化理论，

采用半经典理论体系，详尽地讲解非线性光学的理论基础，并讨论一些重要

的非线性光学效应及应用。其内容包括非线性电极化过程和耦合波理论，光

学二次谐波与参量变换，三次谐波与四波混频，光感生折射率变化及相关效

应，受激光散射如受激拉曼散射和受激布里渊散射，非线性光学材料。其教

学目的是让学生深入了解并掌握非线性光学的基础理论，熟悉非线性光学效

应及应用，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运用非线性光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7：数字图像处理（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现代光信息处理技术方向核心课，是研究数字图像

处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在智能化检测中应用的学科。本课程对图像分析



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进行系统介绍。目的是使学生系统掌握数字图像处理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处理方法，掌握数字图像的时域、频域处理方法，

掌握图像恢复、图像增强、图像分割、边缘检测等处理方法，了解数字图像

处理当前国内外的发展方向，使学生具备在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等领域从

事研究与开发的扎实基础。 

2.课程设置见附表 

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说明： 

（1）Upcic['ʌpsik]是 UPC Intensive Curricula的缩写，意为中国石

油大学集中式课程。研究生参加的各类学术创新实践活动，如各类暑期学

校、暑期集中安排课程、专题学术研讨会、学术论坛、重要学科竞赛、创新

创业活动等，均可以换算成 Upcic学分。Upcic 学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办法》进行认定。 

（2）第一外国语为公共必修课，原名为《基础外语》，研究生英语水平

达到一定要求可以申请免修。其他语种的学生修读相应语种课程。 

（3）研究生必选本方向被列为核心课程的专业选修课。 

（4）研究生可根据研究方向选择其他学科相关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 

（5）补修课：跨学科报考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研究生，由导师指定补修

我校对应本专业的 2 门本科主干课程。补修课所取得学分不计入总学分。 

（6）专业外语：专业外语是一个必修环节，由导师指导查阅一定数量

的专业外文文献资料，在第三学期开题阶段提交一份外语文献阅读报告，或

者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1篇以上（含 1 篇）外文学术论文。成绩由导师认

定。 

九、中期考核 

在第四学期对硕士生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研究生需要对自己目前的所

从事的论文进展进行总结，对照开题设计，需要完成论文工作量的 

30-40%，达不到本学科考核要求的，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延期考核或分流。

考核小组至少由 5 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老师组成，导师必须在考核小组

中；对于导师不参加考核的研究生中期考核不能进行。具体考核依据《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中石大东发 

[2015]35 号） 和本学科有关要求实施。 



十、 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本学科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培养工作有关规定》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硕士研

究生论文和答辩工作的有关规定》基础上，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做

出一些特殊说明或要求。 

硕士生要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通过文献信息检索阅读、调查与研

究等，选择适当的课题，开展学术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本学科各培养方

向研究生学位论文需围绕光电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和海洋/能源战略，以及

光学工程领域的国际前沿，聚焦光学工程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问

题。通过开展创新性和前沿性研究，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学术硕士学位研

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一般在第三学期完成。 

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硕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必须由硕

士研究生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要求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按照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关于学位论文格式、规范和要求进行编写。学位论文须做到论点明

确、推理严谨、资料和数据可靠、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图表规

范。 

硕士学位论文须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地体现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学术

学位硕士生科研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学年。 

十一、 创新成果与职业资格 

学术硕士须完成一个完整的课题研究工作，并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研究成

果（研究进展、论文或专利等）。根据光学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实际情况，

要求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需在行业内知名的统计源/CSCD 核心期刊目录内（含

录用）发表与本领域相关的 1 篇文章（研究生第 1 作者，或研究生第 2 作

者且导师第 1 作者，其他无效）；或者在国外正式期刊上发表与论文研究内

容密切相关的外文文章 1 篇（研究生第 1 作者，或研究生第 2 作者且导师

第 1 作者，其他无效）；或者以前 2 人身份申请国家/海外发明专利/软件著

作权 1 项；或参加行业知名且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并粘贴报告/ 学术

论文；或者获得光学及光学工程领域国家级赛事一等奖 1 项（团队奖需要是

主要成员，单项奖排名前二）。 

以上所有成果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必须是第一单位；其中论文、专

利、软件著作权等成果必须有导师署名。 



十二、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达到

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可申请学位论文评审

与答辩。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六学期进

行。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按照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 

（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和其他有关规定进行。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颁发相应学科毕业证书。达到本学科

学位（授予）标准及其他有关要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依据《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石大东发[2015]33 号）审批，授予

工学硕士学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硕士） 

 

学院名称：理学院  专业名称：光学工程   专业代码：0803 
 

        
 

课程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备注 
 

  

6000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中国概况》替代 

  

 

公共必修课 

      

        

 

6000012 

第一外国语（硕士） 

32 2 1 

  

    

  

（中文授课国际硕士生由《汉语言基础》替代）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6000025 数值分析 625 48 3 1 

  

（15 学分） 

  

 6095001 高等光学 32 2 1 平台核心课  

   

 

专业基础课 

6095005 高等光学工程实验 48 2 2 平台核心课  

 6095011 光子学原理与应用 32 2 1 平台核心课  

   

  6095009 光波导技术 32 2 1 平台核心课  

  7095002 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 32 2 2 光传感与光电探测技术方向核心课  

  7095010 激光物理学 32 2 2 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方向核心课  

  6095004 光学信息处理 32 2 2 现代光信息处理技术方向核心课  

  7095007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2   

 

专业选修课 

7095009 光谱学与光谱技术 32 2 1   

 

7095010 激光技术 32 2 2 

  

 (≥6 学分)   



 
7095011 量子光学 32 2 2 

  

    

  7095012 微纳光学 32 2 2   

  7095013 光束传输与控制 32 2 2   

  7095014 海洋与油气光学 32 2 2   

  7095015 光电系统设计及应用 32 2 2   

  6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必选  

选修课  6000013 研究生英语视听说 16 1 2   

  6000014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16 1 2   

  6000015 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 16 1 2   

 公共选修课 6000016 跨文化交际与沟通 16 1 2 7 选 2，必选  

  6000017 英语国家经典文学作品赏析 16 1 2   

  6000018 能源英语 16 1 2   

 

 

6000019 出国留学英语 16 1 2   

 6000067 公共体育 16 1 1、2 必选  

 6000071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16 1 2 必选  

 Upcic 课程 

600006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集中式课程 - 1 3-5 

  

    

        

  5095001 物理光学 32 2 1   



 

 补修课程 5095002 激光原理与技术 32 2 1 ≥4 学分：3 选 2，不计入总学分 

 （≥4 学分） 5095003 信息光学 32 2 1  

  7090101 参加 10 次以上学术报告，作 1 次公开学术报告 - 1 3  

必修环节 7090102 专业外语 - 1 3 3 学分 

  7090103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硕士） - 1 3  

 

总学分最低 28 学分，必修课 15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