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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1 年）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山西大学光学工程学科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自建立以来一直

坚持以应用基础研究为根本，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为抓手，

以产品开发为目标。依托于山西省极端光学协同创新中心、山西省先

进激光检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山西省光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

省光电信息产业研究院以及山西省光电信息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等五

个教学科研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学科形成了一支由“高层次海外

引进人才”和“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入选者带领，以“三晋英才”拔

尖骨干人才以及山西省人才计划等为骨干的研究队伍。设立了激光技

术与光量子器件、光学传感与检测技术、激光显示技术及仪器以及量

子精密测量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同时还在光电材料与器件以及激光医

学等方向形成了力量。近年来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在内的国家、省部级基金及企业横向课题多项。

在社会服务方面倡导成立了全国激光光谱技术学术论坛组委会并协助

举办了五届论坛；部分骨干兼任了国内外多个期刊的编委或在期刊组

织专刊等。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培养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促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注重综合素质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面向国家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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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学工程领域培养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一

门外语的阅读、写作和熟练交流能力，掌握本学科发展前沿及国际研

究动态，且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承担专业技术工作能力的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工程应用人才、创新科研人才和自主创业人才。 

培养方向：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1）激光技术与光量子器件 

本方向主要完善高性能全固态连续单频激光器，研制极短波长、

极窄脉宽、极低噪声的高质量激光装备、可调谐光学参量振荡器、全

固态小型光压缩器、量子纠缠态源等光量子器件，为高精度光刻机、

量子精密测量、引力波探测以及量子通信等提供光源。 

（2）光学传感与检测技术 

本方向主要从事超灵敏腔增强痕量气体激光光谱检测技术、高灵

敏光声光谱痕量气体检测技术以及激光诱导击穿光谱固态元素分析技

术等的研究，应对环境检测、温室气体监测、GIS 绝缘气监测以及煤质

分析等领域的需求。 

（3）激光显示技术及仪器 

本方向主要从事基于新原理器件的激光显示芯片技术、激光散斑

抑制技术、激光微纳加工以及半导体气体传感等的研究；同时还开展

新型光电材料的电学、光学、力学等性能研究，开展其在传感、储能

和催化等领域的应用。 

（4）量子精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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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主要从事高灵敏、超宽带响应的电磁场测量新原理和新技

术方面的研究，在工频、射频、微波、太赫兹以及红外电场探测原理

及技术、超灵敏磁场测量技术方面已取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生规模 

本年度招收硕士研究生 10 名，在读硕士研究生 27 人，直博到物

理学专业 6 人，获得硕士学位 3 人（其中 2 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

人工作于国企）。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学科现有教师 33 人，其中正高级 11 人，副高级 14 人，30人为硕

士研究生导师，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2人，45 岁以下教师 28 人。 

二、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情况 

学科的思政教育队伍是由专职和兼职研究生辅导员以及学术导师

组成。通过有效管理，近五年学生的学风学纪良好，上课出勤率保持

在 98%以上，心理问题能得到辅导员及导师的及时疏导。 

（二）思政课程建设与课程思政落实情况 

学科积极贯彻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

组织授课教师积极申报各类课程思政项目，将思政元素融入研究生课

程中，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同时通过定期邀请两院院士、杰青、

长江等专家学者开设专题报告，传承科学家精神，引领研究生攀登奉

献的成长之路。 

（三）研究生党建与校园文化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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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多次组织研究生参加“青年红色之旅”，

让学生亲身感受红色资源中蕴含的巨大能量；通过网络文化宣传示范

基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范围，形成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网络主阵地。 

（四）日常管理服务情况 

学科所在的学院党委通过制定学生党员日常管理规章制度，促使

其在学习、科研以及日常生活中起到带头作用；通过组织生活会的开

展，对党员、积极分子进行定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带动下有效提升

学科学生的整体面貌。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在课程建设中，学科以量子光学为核心设置了三门学科基础课；

为突出工程学科特色，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学科开设了以光电检测

技术为中心的应用开发课。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原理与应用相结合，

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实现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导师选拔培训 

研究生学院按照《山西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条例》定期开展

硕士研究生导师的选拔工作，并在半年内开展新任导师的培训工作，

集中学习《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山西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等文件；同时以专题报告和经验交流相

结合的方式，总结、交流培养经验，探索和改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方法、措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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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学科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重要

讲话的精神，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从强化思想

认识、建全规章制度和夯实师德督导三个方面积极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首先通过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引导教师争做科研成果的创造者、

建设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

领者。其次是构建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设置科学、完善、严格的

教师考核评价机制，成绩优异者在年终考核、招生指标分配、职称申

报时优先推荐；最后是设立教学指导委员会，做到教学、科研全过程

督导。 

（四）学术训练（专业实践）情况 

学科制定了完备的研究生学术训练制度，从二年级开始就直接参

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不仅学科开展学生周报告制度，各课题组还

有独立的学生周汇报。 

（五）学术交流情况 

学科鼓励学生外出进行学术交流。近两年有三人次参加了各自领

域学术会议。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科研究生本年度获得国家奖学金 1 人次，一等学业奖学金 2 人

次，二等学业奖学金 11人次，三等学业奖学金 12人次。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措施 



6 

 

本年度光学工程学科就研究生培养、师资水平提升、研究方向拓

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首先修订了研究生培养方案，设置了以量子光

学为核心的专业基础课和以光电检测、精密测量、激光技术、激光显

示与光电材料等为中心内容的选修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其

次是通过团队整合，建立了一支由“国家级海外引进人才”和“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带领，“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和山西省人

才计划为骨干的教师队伍。2021 年再次获批一项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提升了学科的竞争力。最后是增设了量子精密测量研究方向，进行工

频、射频、微波、太赫兹以及红外电场探测原理及技术、超灵敏磁场

测量技术等方面的研究。2020年“基于里德堡原子的微波电场精密测

量”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和“中国光学领域

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基于该方向研究团队，2021 年获批为“山西

省先进激光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①、学科特色不够突出。学科的研究方向与国家“双一流”学科

物理学存在交叉，特色相近，工程特色不太明显。 

②、产学研合作效果较差。学科教师在产学研转化上缺乏足够的

认识和推动的积极性，致使形成生产力的技术转化较为缺乏。 

（二）改进措施 

①、凝练技术，走向企业，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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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鼓励学科内、学科间以及学校间的协同创新，争取有更多的

老师参与到国内甚至国际高水平研究队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