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端仪器”工程类别专业学位硕士招生简介 

一、招生简介及培养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事业发展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而仪器仪

表，特别是高端仪器，在四个“面向”的所涉及的领域里均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然而，我们国家的尖端仪器仪表与国外相比有着

巨大差距，在基础技术，制造工艺，产品性能和服务等方面仍相对落

后，外国企业在高端仪器如核磁共振仪，心电图仪等仍占据垄断的市

场地位。为摆脱我国高端仪器设备及其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

自主创新力弱的局面，我们亟需在高端仪器技术领域培养基础扎实、

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

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学位获得者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

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

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应掌握仪器

仪表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解决

仪器仪表工程领域工程问题或从事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的开发能

力，了解仪器仪表工程领域的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掌握解决仪器仪

表工程领域工程问题必要的实验、分析、检测、计算的方法和技术；

能够较好的阅读本领域的国内外科技资料和文献。 

二、培养方向 

1. 生物医学仪器 2. 微纳米工程与仪器 

3. 精密测控与智能传感器 4.智能仪器与系统 

5.光电信息 6.仪器分析软件 

7.人工智能与信息融合 8.仪器电路 

9. 环境遥感仪器与算法 



三、培养方式及修业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 5年）；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与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一般第一年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课程学习，第二、三年到实践单位（或实践

基地）进行主题明确、内容明确、计划明确的系统化实践训练。培养

单位将对学生实践单位进行严格的甄选，目前作为备选的实践单位见

下文附表（后续不断更新）。 

导师指导是保证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

障。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校内（即校

内导师），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指导经验的教师，负有工程硕

士研究生指导的主要责任，主要指导学生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另

一位导师要求来自研究生的实践单位（即实践导师），是具有丰富工

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主要指导学生专业实践环节的学习。 

具体要求遵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

导师遴选管理办法》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博

士研究生授予学位实施细则》执行。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按照 “电子信息”工程类别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严

格执行，其中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主要在培养单位集

中学习，其他课程可在培养单位或企业开展。 

五、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课题，可以是技术攻

关、技术改造专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

与开发等。工程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将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

研究成果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书写成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