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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081000     一级学科名称：信息与通信工程 

一、学科简介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于 2017 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有“信号与

信息处理”、“通信与信息系统”两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电子信息”

专业硕士培养领域。目前共有硕士生导师 45 名（含兼职教师 12 名）。长期以来，本

学科坚持以服务船舶与海洋工业和国防建设为己任，围绕雷达信号与信息处理、水声

信号处理、海洋信息智能感知与传输技术、现代通信理论与通信系统、生物医学信号

处理等五个研究方向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五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研究计划、省基础研究计划等高水平研究

项目四十余项，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依托镇江市海洋信息感知

重点实验室、NI 海洋通信联合实验室，建设了“雷达信号与信息处理”，“船舶通

信与导航”、“水声信息与通信”、“生物医学信号处理”等学科实验室，拥有先进

的教学、科研和开发设施和省部级及以上平台 10 个。以本学科为依托，“电子与通

信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被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卓越计划”研究生层次试点专业。本

学科下设有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水声工程四个本科专业，

其中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和通信工程专业为江苏省“卓越计划”试点专业（软件类）。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遵循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注重研究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素质的培养。所培

养的硕士研究生应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掌握信息与

通信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负担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和发展动态，能够创新性地解

决本学科的学术或技术问题；能结合与本学科有关的实际问题进行创新研究，具有较

强的自主学习、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能力。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有关方面的科

研、工程开发及管理工作。 

三、学制 

    学制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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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向 

序 

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介 

1 雷达信号与信息处理 

雷达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紧密跟踪该领域国际研究前沿，主要

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舰载雷达信号处理新理论和新方法；2) 合成孔径雷达信号

处理；3) 目标识别与跟踪、电子对抗技术、雷达杂波处理；4) 

雷达成像、星机双基地 SAR 成像及雷达遥感图像信息处理；5) 

船载多模激光雷达探测应用技术。 

2 水声信号处理 

水声下信号处理方向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我校特色，主要

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水声阵列信号处理技术；2) 声学目标探测定位与识别；3)

声学目标散射特性分析与建模；4）声学成像及处理技术。 

3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方向紧跟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对接精准医疗

的实际需求，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生物医学领域中涉电的相关理论；2) 生物医学信号检测电

路设计；3) 生物医学信号处理方法；4) 生物医学图像处理；

5) 半导体生物器件及传感器设计与应用。 

4 现代通信理论与通信系统 

现代通信理论与通信系统方向密切结合当代通信行业发展与建

设需求，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向的研究： 

1) 传输理论与技术；2) 通信网理论与技术； 3) 编解码理论与

技术；4) 无线网络与移动计算；5) 计算电磁学；6) 微波器件

优化设计。 

5 
海洋信息智能感知与传输

技术 

海洋信息感知与传输技术方向密切结合船舶行业及海洋经济建

设需求，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向的研究： 

1) 高速水下通信技术；2) 水域通信与组网；3) 海洋目标探测

与定位；4) 导航与定位技术；5) 海洋无人感知系统；6) 船舶

电子信息系统。 

五、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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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课 

公共 

学位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秋  

第一外国语 96 3 秋、春  

矩阵理论 48 3 秋 
2选 1 

数学物理方程 48 3 秋 

专业 

基础学

位课 

随机信号分析（全英文） 32 2 秋  

现代通信理论与技术（全英文） 32 2 秋  

专业 

学位课 

现代信号处理 32 2 秋 

3选 2 信号检测与估计（全英文） 32 2 秋 

水声通信原理及应用 32 2 春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春 必选 

中国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史 16 1 春 

    选 1门 

中华诗词美学散步 16 1 春 

中国大运河科技史 16 1 春 

中国共产党党史 16 1 春 

艺术导论 16 1 春 

应用文写作技巧与规范 16 1 春 

学堂在线课程（根据学校提供任选）    

 

 

 

 

 

 

 

 

 

专业 

选修课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前沿与论文写作 32 2 秋 必选 

现代雷达技术 32 2 秋  

现代优化理论（全英文） 32 2 秋 创新创业课 

生物医学电子概论 32 2 秋  

CPLD 与 FPGA 设计及应用 32 2 秋  

DSP 原理及应用 32 2 秋  

雷达信号理论 32 2 春  

阵列信号处理 32 2 春 创新创业课 

工程优化方法 32 2 春 创新创业课 

深度学习基础 32 2 春  

图像理解与模式识别 32 2 春  

声呐技术 48 3 春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应用 32 2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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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学

位

课 

 

 

 

专业 

选修课 

 

船舶导航与定位（全英文） 32 2 春  

现代天线技术 32 2 春  

神经网络 32 2 春  

机器视觉 32 2 春  

计算电磁学 32 2 春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春 创新创业课 

补修 

课程 

数字信号处理 64 4 秋 

4选 2 
信号与系统 64 4 秋 

通信原理 72 4.5 秋 

电磁场与电磁波 48 3 秋 

 

其他必修 

环节 

教学实践  1   

社会实践  1   

学术活动  1   

文献阅读  1   

六、学科相关规定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术学位授权点研究生的选题应在所属学科的研究方向内，体现

学科特色和学术前沿，突出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培养,研究生的学术成果，需要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方可毕业： 

（1）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是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 SCI/ESI 期

刊论文； 

（2）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 EI期刊论文； 

（3）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北大核心期刊论文或 SCD 期刊论文、研究生为第一

作者发表国际会议论文、研究生为第一申请人或导师是第一申请人研究生为第二申请

人受理国家发明专利、排名第一在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或互联网+竞赛或数学建模竞

赛等获全国奖或赛区二等奖以上，以上条件至少满足两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