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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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红外材料光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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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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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rared Materi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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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红外材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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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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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红外材料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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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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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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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名专任教师，其中教授 4 名，副教授 4 名，

讲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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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路对比法发射率

测量装置，反射式发射率测量装置，极化光谱发射率测量装置等。发射率精

度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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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室提出的反射式辐射测温方法和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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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工业大学、国家空间中心等

部门提供的航天器件的红外辐射特性进行了测量，对不同掺杂浓度的 Si 的

双向反射特性和表面红外辐射特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钛合金、铜等材料

的氧化辐射特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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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名，

其中教授 4 名，副教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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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名，讲师 6 名，全职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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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讲师 22 人，实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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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 15 1 0 17 0 4 16 

中级 23 17 6 0 0 23 0 0 17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3 18 25 10 0 52 0 11 46 

(三) 科学研究 

1.科研项目 

学位点 2023 年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15 项，总经费 478 万，承担

省部级-科研平台河南省红外材料光谱测量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承担横向科

研课题 3 项，总经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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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相变材料的微纳结构光谱

发射率动态调控及测量技术研

究 

U23A20377 刘玉芳 26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联合基金项目 

2 
拉曼机械力探针检测局域细胞

力学信号研究 
62305105 冯宁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 

基于表面温度修正的TPV发射

器光谱发射率高精度测量方法

研究 

62305107 李龙飞 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 
二维半导体异质结中杂化激子

的光物理特性研究 
12347118 郑舒文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博士后项目 

5 

二维钙钛矿异质结中光生载流

子动力学性质及其调控机理研

究 

12347158 崔明焕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博士后项目 

6 
级联石墨烯非厄米太赫兹人工

微结构的动态调控研究 
12347179 武小栋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理论物理博士后项目 

7 
模拟病毒细胞膜涂层金纳米颗

粒细胞质递送抗癌药物的研究 
GZC20230739 冯宁 24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

人员计划（C 档） 

8 

级联石墨烯非局域非厄米太赫

兹人工微结构高性能动态调控

的研究 

GZC20230728 武小栋 24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

人员计划（C 档） 



9 
二维钙钛矿激光材料的超快光

谱研究 
2023M741077 崔明焕 8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

74 批面上资助 

10 
基于半透明介质表观发射率的

深度温度分布反演研究 
225200810077 张凯华 20 

省科技研发联合基金

-青年科学家 

11 
二维宽禁带半导体 GeX2 的偏

振日盲紫外探测器研究 
232300421236 闫勇 10 

省级一般项目 -河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 

12 

基于液晶偏振光栅和偏振透镜

的视网膜投影型近眼显示技术

研究 

232300421389 林铁刚 5 
省级一般项目 -河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 

13 
细胞质膜筏区自组装的非标记

光学检测 
232300421388 董世青 5 

省级一般项目 -河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 

14 

光触发 WSe2 面内同质 PN 结

的载流子输运调控及光探测性

能研究 

24A140012 宋孝辉 3 

教育厅项目-河南省

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

目 

15 
基于光子晶体平板波导中 BIC

的无辐射倍频效应调控研究 
24A140013 张军 3 

教育厅项目-河南省

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

目 

16 双向透射分布函数测量技术 H2023017 刘彦磊 20 横向项目 

17 智能热辐射调控器件设计仿真 H2023032 张凯华 20 横向项目 

18 
红外透射光学元件发射率检测

技术 
H2023021 赵志军 20 横向项目 

2.科研成果 

本年度学位点共发表 SCI 学术论文 73 篇，其中 Photonics Research，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等一区期刊 9 篇，Optics Express，Optics Letters，

Physical Review B 等光学及物理学权威、期刊 42 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代表性论文列表如下： 

序号 论文标题 刊物名称 卷期页 
作者 

姓名 

作者 

类型 

1 

Enhanced nitrogen 

electroreduction 

performance by the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of supported single atom on 

N(O)-dual-doped graphene 

Nano Research 
2023,16(7):9099-

9106 
刘玉芳 通讯作者 

2 
Predicting the directional 

spectral emissivity for 
Tribology 
International 2023, 185, 108557 于坤 通讯作者 



rough surfaces polished by 

sandpaper 

3 
Carrier transfer in quasi-2D 

perovskite/MoS? 

monolayer heterostructure 

Nanophotonics 
2023, 12(24) 4495-

4505 
秦朝朝 通讯作者 

4 

Multiband metamaterial 

emitters for infrared and 

laser compatible stealth 

with thermal management 

based on dissipative 

dielectrics 

Photonics Research 
2023,11（2）：

290-298 
刘玉芳 通讯作者 

5 

Symmetry-protected third-

order exceptional points in 

staggered flatband rhombic 

lattices 

Photonics Research 
2023,11(2); 225-

233 
刘玉芳 通讯作者 

6 

Wavelength multiplexing 

infrared metasurfaces for 

protein recognition and 

trace detection 

Nanophotonics 
2023, 12(20): 

3963–3976 
董世青 第一作者 

7 

Memory Window Ratio 

Enhancement of p-Type 

WSe2 Memtransistors 

Using Dielectric GeSe2 

Nanosheets with 

Asymmetric Interfaces for 

Neuromorphic Computing 

Acs Applied Nano 
Materials 6 (17), 15632 闫勇 第一作者 

8 

The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of 

phot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and photoelectric 

properties of two-

dimensional MoxW1-xS2 

and MoS2xSe2 (1-x) alloys 

Solar Energy 
Materials And Solar 
Cells 

2023,262:112552 戴宪起 通讯作者 

9 

Near-field radiative heat 

transfer between multilayer 

structures composed of 

different hyperbolic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23,211：124229 于坤 第一作者 

10 
A planarized Mo/ZnS 

multilayer film for infrared 

stealth at high temperature 

Case Studies In 
Thermal 
Engineering 

2023,49：103193 于坤 第一作者 

11 
Near-field radiative 

modulator based on a-

MoO3 fil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23,216: 124603 于坤 第一作者 

12 

Fast Emissivity Measuring 

Apparatus With Adjustable 

Focusing and Field 

Calibr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2023, 72:6005012 刘玉芳 通讯作者 

13 

Integration of tunable solar 

spectral directional 

absorption and  switchable 

near-infrared transmission 

filters based on  phase-

change materials 

Case Studies In 
Thermal 
Engineering 

2023，49：103326 刘玉芳 通讯作者 

14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co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s 2023,192：108417 李龙飞 通讯作者 



crucible used for emissivity 

measurement of molten 

material 

15 

Stress-induced insulator-to-

metal transition in silicon-

based intermediate band 

material 

Solar Energy 2023, 249, 661-666 董晓 第一作者 

16 
Enhancement of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b-Ga2O3 by 

hydrog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23,48(82)31837-

31843 
戴宪起 通讯作者 

17 

Excitonic Effect Drives 

Ultrafast Transition in Two-

Dimensional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 

2023, 14, 41, 

9200–9206 
郑舒文 第一作者 

18 

Soliton molecules and their 

scattering by a localized PT 

-symmetric potential in 

atomic gases 

Optics Express 
2023; 31; 11116-

11131 
秦璐 第一作者 

19 

Radiation temperature 

measuring method with 

high dynamic range via fast 

double-exposure image 

fusion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2023,130,104625 张凯华 第一作者 

20 

Optimizing MRT data 

processing v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A and PSO 

algorithms: a simulation and 

numerical study 

Optics Express 
2023,31(13):20905-

20918 
张凯华 第一作者 

21 

Data processing for 

simultaneous inversion of 

emissivity and temperature 

using improved CABCSMA 

and target-to-best DE 

algorithms in multispectral 

radiation thermometry 

(MRT) 

Optics Express 
2023,31(20):32684-

32703 
张凯华 第一作者 

22 

Near-infrared normal 

spectral emissivity of 

molten Fe-Ni alloys by 

electromagnetic heating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2023，130：
104574 

于坤 第一作者 

23 

A Mo/Si multilayer film 

based selective thermal 

emitter for high-

temperature infrared stealth 

application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2023,131： 

104643 
于坤 第一作者 

24 

High-performance near-

field thermophotovoltaics 

based on CaCO3-

Graphene/InSb 

heterostructure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2023，20：064015 于坤 第一作者 

25 

Monitoring viscosity in live 

cells based on the excited-

state absorption signal in 

transient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23, 122, 073701 杨勇刚 第一作者 

26 
Unipolar barriers in near-

broken-gap heterostructure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23, 122, 043505 闫勇 第一作者 



for high-performance 

selfpowered photodetectors 

27 

Linear and symmetric 

synaptic weight update 

characteristics in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 

transistors based on 2D 

In4/3P2Se6 barrier layer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23, 123, 141902 闫勇 第一作者 

28 

Self-powered broadband 

photodetector based on a 

monolayer InSe p-i-n 

homojunction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2023,19(1):014039 夏从新 通讯作者 

29 

Strong interlayer coupling 

in p-Te/n-CdSe van der 

Waals heterojunction for 

self-powered 

photodetectors with fast 

speed and high responsivity 

Optics Express 
2023, 31(12), 

19804-19817 
宋孝辉 第一作者 

30 

Self-hybridized exciton –
polaritons in thin films of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for 

narrowband perfect 

absorption 

Optics Express 
2023，31（11）：
18545-18554 

刘玉芳 通讯作者 

31 

Merging 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in all-dielectric 

metasurfaces for ultrahigh-

Q resonances 

Optics Letters 
2023，48（19）：
5045-5048 

刘玉芳 通讯作者 

32 

Mirror-coupled toroidal 

dipole bound states in the 

continuum for tunable 

narrowband perfect 

absorption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2024（169）:110144 刘玉芳 通讯作者 

33 

Approach to multispectral 

thermometry with Planck 

formula and hybrid 

metaheuristic optimization 

algorithm 

Optics Express 
2023, 21(31): 

34169 
刘玉芳 通讯作者 

34 

The measurement and 

model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BRDF of brass under 

variable temperature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2023, 128: 104505 刘彦磊 通讯作者 

35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directional 

spectral emissivity at large 

emission zenith angle by 

surface temperature 

correction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2023,128:104515 李龙飞 通讯作者 

36 

Enhancement of transverse 

magneto-optical Kerr effect 

based on surface plasm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ensing 

Results In Physics 2023（51）:106640 李丽霞 第一作者 

37 

VIS-NIR TMOKE 

enhanced dielectric-metal 

hybrid structure for high 

performance dual-channel 

Optics Express 
2023，31（22）：
35880-35891 

李丽霞 第一作者 



sensing 

38 

Tuning electronic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BlueP/MoSe2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s by 

strain and external electric 

field 

Results In Physics 2023,44:106035 戴宪起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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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光谱测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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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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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报考 12 人，录取 8 人，硕士研究生报考 96

人，录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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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思想引领，夯实基层战斗堡垒。以支部为核心，逐步实现支部+

研究所；实施“头雁计划”，吸纳精英人才入党。 

2.深化党建创新，筑牢思政育人合力。全面实施“三优化三提升”，探索

“党建+公寓”育人模式，选聘科研骨干担任宿舍导师，凝聚育人合力。 

3.聚焦融合发展，抓稳事业发展方向。加强党建融合，做好顶层设计，

主动破解发展难题；组建科研创新团队，重视人才战略，推动事业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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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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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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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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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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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红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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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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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红外材料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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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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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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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以来学

位点无任何违反学术规范行为。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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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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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其中考取博士学位 5 人，高等教育单位 2 人，中初

等教育单位 3 人，其他事业单位 5 人，民营企业 6 人，三资企业 3 人，就



业率达到 10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类别 
年度 

党

政 

机

关 

高等

教育

单位 

中初

等教

育单

位 

科研

设计

单位 

医疗

卫生

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

有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三

资 

企

业 

部

队 

自

主

创

业 

升

学 

合

计 

博士 2023 0 2 3 0 0 5 0 6 3 0 0 5 24 

硕士 2023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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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1）合同名称：双向透射分布函数测量技术 

负责人：刘彦磊 

甲方名称：河南欧翊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经三路北 32 号财富广场 

（2） 合同名称：智能热辐射调控器件设计仿真 

负责人：张凯华 

甲方名称：河南睿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庆丰街 50 号院 1 号楼 1 单元 23 层 2309 室 

（3） 合同名称：红外透射光学元件发射率检测技术 

负责人：赵志军 

甲方名称：上海啁啾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地址：上海市金山市枫泾镇建安路 55 号 5 栋 

(二)经济发展 

1. 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刘玉芳教授团队长期服务于国防及相关行业

光谱发射率测量技术重大需求，先后成功研制了低、中、高温材料发射率测



量装置，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解决了发射率测量领域的一些关键科学和技

术难题。团队已先后为国防科技大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南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等单位提供了环境可控的发射率测量数据，被应用于航空航

天、国防建设等方面。  

2. 太阳能模拟设备助推 LED 照明 

在与新乡市百合光电有限公司的合作中，太阳能模拟设备的开发也取

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该设备提高了 LED 照明灯的红外光谱测量精度，为

LED 照明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了更准确和可靠的数据支持。根据市场调

研，LED 照明市场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预计每年可为新乡市百

合光电公司带来额外的销售收入约 1000 万元。 

3. 多光谱测温技术助力安钢降耗增效 

学位点光谱测量团队与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项目，通过

开发高炉铁水辐射测温新技术，解决了接触式热电偶污染产品的问题，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根据初步估算，新技术的应用使得钢铁生产过程中温度

测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提高了约 30%，从而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和产生的废品量。据统计，每年可节省能源成本约 700 万元，并减少废品处

理成本约 300 万元。此外，新技术还提高了生产线的稳定性和效率，预计每

年可增加产值约 1000 万元。 

4. 研究生考入顶尖院校，为高新技术企业输送优秀人才 

学位点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

展。一部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陆续被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985 院校

录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承担了重要的科研任务，为学科发展和科技创

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学位点还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紧密合作，积极为其

输送多批应用型及复合型高层次工程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



实的学术背景，还拥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为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发展贡献

了重要力量。 

学位点的改革成果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促进学科发展、推动产学

研合作、提升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做出了积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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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为国家科技创新和高

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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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