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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起源于湘潭大学1976年成立的数理系，1977年开始招收培养第

一届物理学专业本科生。1981年单独成立物理系，2002年撤系成立材料与光电物理学院，

2014年9月更名为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成为学科平台齐

全、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势头强劲、人才培养显著的院系之一。学院现形成了一支以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全国教学名师（1人）、全国模范教师（1人）、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1人）、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2人）、湖南省

“芙蓉学者”特聘教授（3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3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

得者（1人）为中坚力量的科研教学团队，现有教职工77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24人，

博士生导师20人，大部分教师具有欧美发达国家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留学经历。学院

现设有物理学一级硕士点、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硕士点，光学工程专业硕士点、集成电

路工程专业硕士点、凝聚态物理博士点、物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其中物理学专业是湖南

省重点专业，物理学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是湖南省特色专业。近三年共获科研项目近100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6项、省部级项目43项，在研科研项目经费达4000余万

元；；平均每年发表SCI论文100余篇，申请和获批专利10余项；近年来获湖南省自然科

学一等奖1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学科重视学术交流与合作，与美国、德国、

法国、英国、日本等一流科研单位建立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简介



一 学位点介绍

1. 凝聚态物理博士点

研究方向
1.凝聚态与材料物理

2.理论物理与非线性物理

3.计算物理光电技术物理

4.星际介质物理

培养目标

掌握凝聚态物理的基本理论和相关实验技术，了解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当前

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熟练运用计算机及先进的检测设备，从事某一方向的理论

或实验研究，做出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从而初步具备独立承担科学研究

或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以胜任在凝聚态物理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开发及高校

的教学工作。

导师队伍 教授20人

2. 物理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学术型)

研究方向

1.低维凝聚态物理

2.计算物理学及其应用

3.纳米功能材料的制备与物性

4.非线性物理及交叉科学

5.光物理及其应用

6.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7.微纳能源材料与器件

8.天体物理与星际物质

培养目标

系统地掌握物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了解相关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

研究进展。具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承担教学任务或从事其他相关领域应用型

技术工作的能力。

导师队伍 教授15人，副教授13人

招生规模 50人/年

3. 光学工程 (专业型硕士点)

研究方向
1.光电能源材料与技术

2.发光与显示技术

3.光电检测技术与仪器

4.微光电与系统集成

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独立承担解决光学工程领域及其相关技术中包括器件、材料、系统设

计，光学与光电系统运行，技术分析，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开发和运行控

制，以及新产品研制、开发与维护等工程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专门人才。

导师队伍 教授8人，副教授8人

招生规模 15人/年



4.电子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点，学术型)

研究方向

1.物理电子学及应用 注重微纳电子器件的理论基础与应用研究

2.电子材料与器件
注重新型半导体材料、铁电材料及其相关器件的制

备与性能研究

3.光电子技术 注重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能量上下转换发光等研究

4.信号处理及系统设计
注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研究，基于ASIC、DSP、

FPGA等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开发等

5.集成电路设计 注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专用芯片开发等。

培养目标

掌握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相关的实验技术

及计算机技术，了解本领域国内外学术现状和发展方向。掌握一门外语，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及独立从事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

工作作风，能胜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有关方面的教学、研究、工

程、开发及管理工作。

导师队伍 教授9人，副教授7人

招生规模 28人/年

5. 集成电路工程 (专业型硕士点)

研究方向

1.器件设计 设计新型电子器件，器件应用研发

2.电路与系统设计 设计各种新型应用电路与系统；

3.集成电路设计 设计各种专用集成电路与芯片

4.集成定路CAD 开发芯片设计辅助工具软件

5.微机电系统 设计微系统芯片

培养目标

培养集成电路工程领域的工程技术人才。掌握“集成电路工程”领域宽厚的理

论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熟练掌握集成电路设计、仿真、工艺基本技能，熟练

掌握相关软件的使用，具有在某一方面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导师队伍 教授4人，副教授2人

招生规模 15人/年



1. 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 湖南省物理学重点实验室

3.“技术物理”国家级教学团队

4.“微纳能源材料与器件物理”教育部创新团队

5.“微纳能源材料与器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6.“微光电与系统集成”湖南省工程实验室

7.“量子工程与微纳能源技术”湖南省普通高校

重点实验室

8.“低维凝聚态物理与功能材料”湖南省高校科

技创新团队

9.“微纳能源材料与器件”湖南省自然科学创新

群体

10.“基础物理实验中心”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

实验室

11. 湖南省物理学会理事长单位

12.“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

13.“基础物理实验中心”中央与地方共建基础

实验室

14.“量子能源材料与器件”（湘潭大学，北京

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校级协

同创新中心

师资力量

 教职员工：77人

 专职教师：55人

 拥有博士学位教师：43人

 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师：17人

 教授：20人

 博士生导师：20人

 副教授：24人

 高级实验师：4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国家教学名师：1人

 国家模范教师：1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1人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

 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2人

 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3人

 宝钢优秀教师：1人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基金获得者：3人

 湖南省优秀青年专家：2人

 湖南省121人才工程入选：4人

钟建新教授：博士、博导、硕
长江学者，全国模范教师，国家教学名师

省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院长

钟建新教授：博士、博导、硕
长江学者，全国模范教师，国家教学名师

省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院长

学科平台介绍

详情请访问物理院官网：http://wlxy.xtu.edu.cn/

李爱根教授：

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2011-至今）

 荷兰Leiden大学博士（1998）

 在Nature 等SCI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

 已被引用8000余次(其中单篇引用最高

为400余次）

李爱根教授：

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2011-至今）

 荷兰Leiden大学博士（1998）

 在Nature 等SCI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

 已被引用8000余次(其中单篇引用最高

为400余次）

二. 师资力量与学科平台介绍二. 师资力量与学科平台介绍



专用会议室

研究生办公室（20间）

小型报告厅（40人）

大型报告厅（100人）2个

学生办公学习场所

环境可变高真空扫描探针
显微镜

实验室平台和科研项目

低温-超高真空电子隧道
显微镜 微区Raman光谱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

项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56项

 国家十二五重点专项子课题1

项

 中美NASA国际联合项目1项

 国家973项目子课题2项

 国家863项目1项

 教育部重点项目2项

 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1项

 在研科研项目经费 4000余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

项

 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56项

 国家十二五重点专项子课题1

项

 中美NASA国际联合项目1项

 国家973项目子课题2项

 国家863项目1项

 教育部重点项目2项

 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1项

 在研科研项目经费 4000余万元

高性能计算服务器

高性能计算集群系统 气相沉积系统

大型多媒体教室

普通教室

高真空原子力显微镜实验室 锂离子电池测试平台 并行计算机集群实验室

学院近五年主要科研项目学院近五年主要科研项目



学院历年来培养研究生1000余人，毕业生以基础好、适应

快、素质高、能力强而深受用人单位青睐，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各条战线的生力军。毕业生中

有相当一部分活跃在科教战线，涌现出1位千人计划国家特聘

教授、6位长江学者、5位国家杰青、1位全国模范教师、2位高

等学校教学名师。

研究生去向

攻读博士、出国深造

高等院校、专科学校

大型国企、私企、外企、跨国公司、政府工作

选择创业

三. 人才培养三. 人才培养

袁辉球：湘潭大学98届硕士毕
业，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学者

本院研究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1篇、湖南

省优秀硕士论文3篇、湖南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5篇、湘潭大学校长奖10余次、全国挑战杯

赛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和湖南省特等奖3个。近5年本院研究生累积发表SCI论文300余篇，

位居湖南省前列。

I 我院研究生关于拓扑绝缘体纳米结构

生长的工作被选为刊物封面

II  我院开发的国内首枚石油勘探用SOC专

用芯片

III 拓扑绝缘体应变效应的理论预言获

Nature Physics实验工作验证

IV  2015年我院2013级物理学硕士研究生

孙彬与艾关杰同学同时在国际著名刊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影

响因子11.8）发表论文2篇，其中一篇

并被选为封面文章。

I II

III IV

我院研究生与诺贝尔奖得主Novoselov教授合影



国际合作与交流：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田纳西大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英国Warwick大学

德国Chemnitz工业大学

德国马普固体研究所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

意大利原子能署（CEA）

日本东京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内合作与交流：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中国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吉林大学

 中山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

四. 交流合作四. 交流合作

承办、主办国际和国内会议：

近5年承办或主办国际、国内会议达10余次

国际国内会议学术报告：

近5年作特邀报告30多人次

承办、主办国际和国内会议：

近5年承办或主办国际、国内会议达10余次

国际国内会议学术报告：

近5年作特邀报告30多人次

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签订联合办学协议

与韩国延世大学理学院签订联合办学协议

我院研究生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与诺贝尔奖得
主Novoselov教授合影

英国华威大学Roemer教授来学院与研究生交流



纳米材料与器件国际研讨会—湘潭. 2011年美国、法
国、德国、日本、中国20余位世界级顶尖专家参会

第八届中国国际纳米科技研讨会—湘潭. 2009年，600余人参会

学术会议与报告

与吉首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科协“量子能源材料与器
件国际研讨会”吉首-湘潭-2014年

承办第八届“国际凝聚态理论与计算材料学会议”
湘潭-2009年



五. 研究生风采五. 研究生风采



湘潭大学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相关政策

11

22

33

44

录 取 的 全 日 制 硕 士 研 究 生 ， 特 等 奖

(10000元/年)、一等奖(8000元/年)、二等奖

(5000元/年)和三等奖学金(3000元 /年)各占

20%

录 取 的 全 日 制 硕 士 研 究 生 ， 特 等 奖

(10000元/年)、一等奖(8000元/年)、二等奖

(5000元/年)和三等奖学金(3000元 /年)各占

20%

助学金：6000元/年，参考教育部及湖南

省教育厅文件执行;

助学金：6000元/年，参考教育部及湖南

省教育厅文件执行;

助教岗位：岗位数为800～1000个/学期，

岗位助学金平均为1000元/标准岗位；

助教岗位：岗位数为800～1000个/学期，

岗位助学金平均为1000元/标准岗位；

导师发放科研生活补助，每人每月不低

于200元。

导师发放科研生活补助，每人每月不低

于200元。

热烈欢迎有志青年报考我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