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理学院及招生学科专业简介

一、理学院基本情况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理学院是以数学、物理为基础，以工学为依托，理工相融

的学院，设有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应用统计学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数学

教学部和物理教学部 5个教学单位和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现有数学和电子科学与技术 2个一级学科，集成电路工程 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点。数学学科近 3年在软科中国大学学科排名中位居前 40%左右，该学科包括基

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个二级学科。电子科学与技

术学科涵盖：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及固体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和电子信息功能

材料与结构 4个二级学科。

学院现有教职工 124 人，专任教学科研人员 113 人，其中，高级职称占专任

教研人员 78%，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为 80.5%。学院有博士生导师 5人，

硕士生导师 50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北京市教学名师、青年北京学者、北

京市青年拔尖人才等近 30 人。

理学院现有本科专业 3个，“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应用统计学”2个专业入选北京市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学院目前在校本科生 622 人，在校硕士研究生 166 名，近三年硕

士考博率平均 25%，就业率近 100%。

近年来，学院科研成果丰硕。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各 1项；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省部级奖 2项、行业奖 3项；近

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7 项（含重点项目 3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北京

市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项目 100 余项，科研经费达 4610 万元；发表科研论文 620



余篇，其中 SCI 检索 400 余篇，出版专著 7部，获得专利 37 项，为学校学科建

设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院坚持“加强基础，精化专业，优化学科，融合信息”的办学定位，着力

于为学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数理支撑，致力于培养具有较强实践

能力、创新意识与国际化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秉持“明理慎思，笃学善行”

的院训精神，紧密围绕国家、首都和行业发展需求及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开展

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提升学院教育教学水平，立足学校“建设信息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凝练学科专业发展“信息+”特色，并有效运用于本

科生、研究生专业培养工作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先后与爱尔兰科克大学、美

国辛辛那提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二、一级学科专业及下设方向简介

（一）“数学”一级学科

“数学”学科于 2010 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24 年软科排名前

43%。本学科包括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四个二级

学科。其中，应用数学二级学科 2005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2008 年成为北京

市重点建设学科。

1、基础数学

①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偏微分方程（组)解的存在性、结构、唯一性和

解的渐近行为等性质，初步掌握偏微分方程（组）与实际应用的联系。

② 解析数论：研究素数分布、Riemann zeta 函数零点分布、Dirichlet L-

函数的亚凸上界、素数平移性质、素数的有界间隔、一般代数整环上的素理想定

理等问题，综合运用分析与代数的工具研究数论问题并掌握数论与调和分析、代

数表示论等方向的联系。

2、计算数学



① 数值代数及其科学计算：线性或非线性方程组或矩阵方程的快速迭代算

法设计与分析，及其在金融数学和地震成像等领域的应用；密码学函数的构造及

计算复杂性理论；安全多方计算的理论模型与协议构建方法等。

② 高性能科学计算与人工智能计算的融合研究与应用：结合具体问题的物

理背景，通过深度学习技术结合高性能计算方法进行 AI for Science 研究。利

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及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来开展复杂流场以及量子效

应的研究。研究以演化算法、联邦学习、深度学习、可解释性机器学习相结合的

人工智能理论及其场景应用。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① 生物与交通统计研究：应用数理统计推断理论、统计经典算法和深度学

习算法，对生存分析数据进行建模和估计；将应用统计方法与交通预测、时空分

析等典型科学问题相结合，开展数据驱动的实践课题研究，实现统计数据分析与

深度学习的融通共进。

② 生物信息方法及肿瘤大数据和精准医学：针对全基因组测序数据、第三

代测序数据等高通量数据，发展基于统计和机器学习的计算方法和工具。通过分

析肿瘤的多组学大数据，建立能够准确预测肿瘤病人预后、药敏等临床特征的统

计和机器学习模型。

4、应用数学

① 计算机符号计算与非线性波动力学及应用：结合具体的物理问题，发展

孤子理论与可积系统中的解析求解和数值方法，研究非线性模型局域波的动力学

及形成机理，将计算机符号计算、数值计算、科学计算、物理信息神经网络、深

度学习与物理中的非线性波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数学理论和

应用研究。

② 量子信息理论研究：利用数学工具和方法，研究量子信息中的一些基本

理论问题，包括量子资源的刻画和量化，不同量子资源之间的关系和转化，量子

测量的特征和构造等，量子测量与量子资源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量子信息处理、

量子计算等领域中的应用。

本学科现有教师 63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25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38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54 人，入选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 1人，

北京市教学名师 1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拥有应用数学研究所、数学物理



研究所、理综实验室等校级科研机构和实验室。近 5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 项（包括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10 项，累

计科研到账经费 2500 余万元，授权发明专利 16 项，获省部级行业级科技奖励 2

项；发表 SCI 论文 255 篇，ESI 高被引论文 12 篇；出版专著 2部。

本学科依托学科优势，结合我校信息科学的特色，开展跨领域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持续性前沿研究，建设实力持续提升。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获评国家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目前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中以数学学科与其它学科交叉为

内容和背景的课题占比 60%，研究成果服务于海淀区新冠疫情大流量人群信息采

集样本筛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精准监测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交通运输信

息安全系列国家标准规范的制定等。

近五年毕业硕士研究生 107 名，在校期间发表 SCI 论文学生占比 60%，连续

六年获得校长奖学金，研究生就业率 100%，就业行业涵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教育等多领域；博士生深造率平均 22%，博士录取院校包含中国科

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经过近 20 年的建设，培养出

“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全国优秀教师”，“内蒙古地区青年气象英才”等优秀毕

业生。

数学学科将根据国家和地方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巩固学科

特色，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深层次上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继续发挥团队的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建立具有特色的基础理论和

应用研究的人才培养基地，为新时代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服务。

（二）“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于 2010 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包

括“物理电子学”、“微电子学及固体电子学”、“电路与系统”、“电子信息功能材

料与结构”四个学科方向。主要涉及“微机械惯性传感技术及系统”、“压电复合

材料及换能器”等极具传感、军工和信息特色的研究方向。

1、物理电子学

主要在光/电/声传感领域和理论物理领域进行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承担了

多项国家级和北京市科技项目，科研成果转化和军民融合发展效果显著。包含四

个研究方向：



光纤声传感器及声信号识别与定位，涉及光纤声传感器的研制、基于声学理

论和信号处理；光电传感器，涉及钙钛矿/有机复合的高性能光电探测器研究；

超导体，超导体微观特性研究；理论物理，涉及量子多体物理中的几何相与量子

度等方面的研究。

2、微电子学及固体电子学

主要在微电子机械和集成传感器、集成电路设计、新型半导体器件领域进行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点科

技项目，获多次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具有鲜明的传感特色，研究成果促进了军民

融合发展。涉及八个研究方向：

硅微机械惯性传感器的研究；微纳传感与系统集成研究；先进电磁探测技术

及应用研究；传感器系统及其数据融合研究；集成电路设计与纳米器件研究；空

天一体化水质微传感器及其检测系统研究；高低频电磁脉冲探测传感器研究；五

纳米以下节点新器件设计与制备。

3、电路与系统

研究领域包括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的设计、应用等理论、技术和方法，承担

了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和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显著，就

业率高。基金等重点科技项目，主要包含两个研究方向:

专用集成电路及系统设计，包括基于雷达的手势识别系统研究、模拟/数字

信号接口电路设计、基于生理信号的微弱信号检测、处理与转换电路设计、多功

能滤波电路设计与器件实现；电子信息系统及网络的设计，包括电子信息系统数

据分析及信息数据安全。

4、电子信息功能材料与结构

研究领域包括新型电子、光学、磁学等性能材料在电子信息领域的应用和声

信号的处理、通信，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发表数十篇

高水平论文（一区和二区 top）论文。主要包含两个研究方向：

信号的检测、识别、定位，包括超声检测识别；声阵列传感器声源定位；多

信号同步探测及智能处理，水声无线通信和探测；电子信息材料的性质、结构、

制备、应用，包括智能材料研究和新型电子器件制备，半导体材料设计测试，材

料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等）研究。



本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52 人，其中教授（研究员）11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31 人，具有博士学位 42 人，硕士生导师 29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教

育部新世纪人才 1人，北京市教委骨干教师 6人，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 1个。

本学科研究基地完备。拥有传感器重点实验室、现代测控技术实验室、信息

获取与检测实验室等 7个实验室，分别为北京市、教育部和信息产业部重点实验

室。传感器重点实验室是总装备部军工定点配套、并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和军工保密认证单位，是国内独具特色的传感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基地。

本学科科研基础雄厚，层次高。本学科建立以来承担国家“863”高科技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防科研项目、北京市

教委科研计划项目等。研究成果在航天、兵器、舰船、交通，矿井、医疗等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获省

部级奖 17 项，申请和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38 项，出版论著 5部，发表 SCI、EI

及核心期刊等论文 250 余篇。

本学科研究生就业率高，就业前景广阔。培养硕士 162 名（近五年毕业 59

名），研究生就业率 100%，博士生深造率逐年递增，就业分布于全国各地，去向

包括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外企等，就业行业涵盖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教育及科研院所等领域。

三、专业学位类别下设方向简介

（一）“集成电路工程”电子信息类专业学位

理学院专业学位类别为电子信息类(0854)下设的集成电路工程方向,本学位

点下设 2个研究方向：

1、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

主要针对电子信息领域内的电路与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制造等理论、

技术和方法进行研究，涉及深亚微米尺寸下集成电路设计、新型半导体器件设计

及工艺、信号采集与处理系统设计、物联网安全技术、大数据技术、AI 等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低功耗模拟/数字信号接口电路设计；

(2)生理信号采集及预处理电路设计；



(3)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及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4)网络数据安全技术。

2、传感器与微系统集成

以集成电路及 MEMS 工艺为手段，以高精度姿态感知、水下精细探测、微弱

声信号探测等应用场景为牵引，围绕下一代惯性、压电、光纤、光电、生物、化

学、热电等新型传感器及阵列技术开展研究，突破新型敏感材料及高性能传感器

设计制备关键技术，解决一系列重大、前沿的科学问题。具体研究方向如下：

（1）惯性传感器，主要研究各种新型加速度、角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

（2）压电传感器，主要研究各种水声、超声换能器的新材料、新结构及新

应用；

（3）光纤传声器，以光纤珐珀腔为敏感结构，设计各种光纤传声器及阵列；

（4）光电传感器，以钙钛矿为主要敏感材料，设计各种新型光电传感器。

通过分析功能层的化学成分、结晶质量、杂质缺陷的影响，进一步认识界面工程

及光管理策略，探索影响光电传感器性能的关键物理问题；

（5）生物、化学传感器，通过仿生等手段，对敏感材料进行界面改性，制

备具有某些特殊功能的传感器；

（6）热电传感器，在低维微纳热电器件领域，通过测试探究电极界面优化

对热电器件接触电阻和接触热阻的影响规律和机理，从而提升热电器件的发电和

制冷性能。

本专业学位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56 人，其中教授/研究员 15 人、副教授/副研

究员 29 人，具有博士学位 42 人，硕士生导师 25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

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人，北京市教委骨干教师等称号 6人，北京

市学术创新团队 1个。行业导师 29 人，其中正高职称 24 人，副高职称 5人。

拥有传感技术研究中心、现代测控技术实验室、电磁信息技术与煤层气开放

实验室、理综实验室、海洋信息与科学计算联合实验室、科学计算与研究生教育

实验室及大学物理实验室等 7个实验室。其中传感技术研究中心为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现代测控技术实验室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是中国电子

学会敏感技术分会挂靠单位，亦是总装备部军工定点配套、并通过 ISO9000 质量

体系认证和军工保密认证的单位，已建立传感器及材料的设计、加工、制作及测



试的良好实验条件，拥有传感器设计仿真实验室、传感器性能测试实验室、材料

制备实验室、压电性能测试实验室及力学分析实验室，仪器设备固定资产近 4916

万元，形成了国内独具特色的传感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基地。理综实验室具

有较齐全的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可以很好支撑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的学习和

科研需求。

主要承担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防预研及军工配套项目、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等。研究成果

在航天、兵器、舰船、交通、矿井、医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省部级奖

18 项，申请和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38 项，出版论著 5部，发表 SCI、EI 及核心

期刊等论文 250 余篇。

本专业学位方向点将按照学校专业学位培养质量要求，在融合先进集成电路、

传感器的外部企业资源基础上，高质量地培养出符合本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满足

国家在集成电路工程领域的人才紧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