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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是对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情况的全面总结，撰写主要突出学位授

权点建设的基本情况，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分为六个部分：学位授权点基

本情况、基本条件、人才培养、服务贡献、存在的问题和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只编写一份报告。

三、封面中单位代码按照《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管理信息标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年 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教育部《高

等学校代码》（包括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填写；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

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

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2011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写；同时获得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级别选“博士”；只获得硕士学位授权

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级别选“硕士”。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数

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

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本报告的过程数据统计时间段为 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状态数据的统计时间点为 2022 年 12月 31 日。

六、除特别注明的兼职导师外，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均指目前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专职人员（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

复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励

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

学位点重复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

写、不统计。

八、本报告是学位授权点合格评评议材料之一，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

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应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发布。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纸张限用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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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学位授权点发展历史及内涵

【包括本学位点发展历史、主要研究方向、人才培养概况、优势

特色等】

聊城大学物理专业有近 50年办学历史，物理学本科专业是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品牌专业。2003 年获批光学二级学

科硕士学位授权，2006年获批凝聚态物理硕士学位授权，2011年获

批物理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本学科现有教师 42人，其中教授 12人，

副教授 16人，依托于山东省光通信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平台，形

成了凝聚态理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激光物理与技术和量子光学

与量子信息四个研究方向。在极端条件物态调控、新型光电材料与器

件、超短脉冲激光和光力学系统中的量子纠缠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

色。

图 1.1 专业与学位点发展历史

2020 年以来，本学位点共承担科研项目 20 余项，总经费 2500

余万元，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项，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10项。共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150余篇；学

院邀请教育部教指委、长江学者和国家杰青等专家 30余人次来学院

做学术报告；参加国内、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 40人次，做大会报告

10人次。该专业 2022年毕业 5人，招生 10人。近 3年，研究生以

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23篇，2人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人

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有 6人分别考取了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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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本学点培养目标与科技创

新、经济社会（行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吻合性，人才培养的特色等】

培养目标：

本学科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物理理论基础

和专业知识，能够在物理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人

才。

具体目标：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2)具有严谨的科学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思考、勇于

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了解学科发展动向；能

够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物理学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3)掌握并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阅读本学科文献，较好地运用英

语进行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

2.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本单位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

质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包括修课学分、学术交流、实践环节、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等）、毕业学术成果等方面的

基本标准和要求等。参考《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专

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本学位点相关内容】

（1）研究生培养学分要求

获得学位所需的总学分不低于 36分，具体学分要求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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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总学分 36学分（具体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 学分

学位公共课 须修 3门 至少修满 6学分

学位基础课 须修 3门 至少修满 7学分

学位专业课 须修 4门 至少修满 10学分

非学位公共选修课 须修 2门 至少修满 4学分

非学位专业选修课 须修 3门 至少修满 6学分

前沿讲座 1学分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1学分

中期筛选 1学分

补修课程 不计学分

（2）前沿讲座-学术交流

前沿讲座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前沿

讲座不少于 10次，包括各类学术论坛、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主

讲前沿讲座不少于 2次。每次报告均应有记录，总结和记录交研究生

辅导员备案。导师负责考核评价，通过者获得 1学分，学术活动材料

学院存档备查。

（3）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

践和创新实践活动包括研究生参加教学第一线工作,如上课、指导实

验、指导本专科生课程论文、辅助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等多种形式，

以及学校规定的各种社会实践及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时间不少于

32学时，完成 1篇不少于 3000字的社会实践报告，合格获得 1学分。

（4）学分互认

为充分利用校外优质资源，发挥我院与其它院校的学科特长，取

长补短，合作共赢，加深双方交流，推动双方学科发展，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我院硕士研究生博士入学率，我院鼓励与其它院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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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对于联合培养研究生，与联合培养单位之间签

订包含课程互选、学分认定、成绩转换、课程缴费、安全责任等内容

的协议书。学院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联合培养研究生的

个人培养计划由校内、校外导师共同协商制定，其课程学习、开题、

中期、实践、预答辩、答辩等培养环节由双方指导完成。学院原则上

要求研究生第一学年在本校完成所有课程学习，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在

联合培养学校完成的课程，需要根据培养方案所选的相同或相近的课

程进行学分认定，由学院逐一认定。在联合培养学校完成的前沿讲座、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和中期筛选等培养环节需要进行学分互认。

（5）学位论文

硕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导师负责考核评价，通过者提交学校进行专家盲审，盲审通过者方可

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1 学位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确属研究生所在学科专业，选题要密切联系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在学术上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或在技术应用方面具有

先进性，使研究课题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选

题应结合本学科的发展与实际应用结合，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难

度；同时所选课题应为本学科、专业在仪器设备、实验条件等方面具

有基本条件，经过努力能按期完成的项目。

2 学位论文开题

确定选题之后应进行开题工作，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开题报

告。经开题审核小组审核同意开题的，按论文工作计划开展学位论文

研究工作。在导师的指导下，研究生最迟在第三学期末确定学位论文

选题并通过开题报告论证，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开题报告重点考

查研究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研究设计能力和主要理论（技

术）难题及拟解决方案等，并通过 PPT 进行开题论证。论证未通过

者，必须重新做选题报告，不能获得该项 1学分。毕业（学位）论文

从通过开题论证到论文答辩，应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否则将不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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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

3 学位论文中期筛选

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开题论证后，进入论文的研究和撰写阶段。

研究生撰写论文期间，应及时向导师汇报论文工作情况，导师应经常

了解研究生论文进展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所在培养单位应对研究生

学位论文进行中期筛选考核制度，综合考察研究生思想品德、课程学

习、科研能力等情况。中期筛选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中期筛选考核“合格”及以上者，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获得 1学

分，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中期筛选考核“不合格”者，终止培养过

程，按相关程序做退学处理，加大分流力度。

4 学位论文的撰写

学位论文撰写应符合《聊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撰写格式（试行）》

和本学科现行的国家标准等有关规定。学位论文必须观点正确，条理

清晰，论据可靠，论证充分，推理严谨，逻辑性强，文字通顺；引用

的参考文献资料全面、充分，应特别注重引用本领域近几年文献资料。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培养方向名称参照《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备案的自设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

的名称填写，应体现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确定了凝聚态理论、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激光物理与技术和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四个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极端

条件下的凝聚态物理、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

激光技术与超快过程、计算物理等方面的研究。从理论基础研究出发，

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综合极端条件物性研究方法；结合实际应用中的基

础问题，发展了众多具有针对性的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包括光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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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探测器，高性能发光器件等；理论结合实验，对激光物理与器

件这一方向进行了许多前沿工作；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方向的发展对

超精密测量等方面有重要应用。最终形成了以理论研究为“驱”，行业

应用为“牵”，“驱”“牵”互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模式。各研究方向

的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如下表所示。

表 2.1主要培养方向及特色优势简介表

序

号

培养

方向

培养方向对应的研

究领域
特色与优势

1
凝聚态

理论

极端条件物态调控、

分子反应动力学、拓

扑半金属材料奇异

物性

建立了集超高压、高低温、强磁场、超快光场于一

体的综合极端条件物性研究方法，证明了离子型氨

水冰的存在，对解释海王星或天王星的异常磁场具

有重要意义；实现了高压下离子、电子在传导过程

中的贡献区分；提出了基于 ReaxFF 和消息传递神经

网络的分子反应动力学力场模型。

2
光电功

能材料

与器件

新型光电半导体材

料与器件、柔性电子

器件、信息存储材料

与器件

制备了光子晶体微腔蓝光有机激光原型器件；利用

零维材料和二维材料进行耦合，解决了零维材料的

“非浸润”生长问题，将器件的光响应提高了 105倍；

利用空气升华技术，实现了有机晶体的快速制备，

实现了高速超灵敏光电探测器；利用金属纳米颗粒

等离子体共振效应有效调控了镧系材料发光过程，

使发光效率提高近 20倍；证明了铁磁/非磁重金属薄

膜体系的磁各向异性会受到应力调控。

3
激光物

理与技

术

光场调控、超短脉冲

激光、半导体可饱和

吸收体锁模技术、光

纤传感

在 Yb:CALGO激光器中实现了 17.8飞秒、约 4.8个
光学周期的超短脉冲输出，是目前已有掺镱晶体激

光器中获得的最窄脉冲宽度；首次实现了二硫化钼

在 2 微米波段的基频锁模；建立了全正色散非线性

偏振旋转锁模光纤激光器数值模型，实现了只通过

旋转偏振控制器波片获得不同形态脉冲的转换；设

计制备了多种基于不同特殊光纤结构的生物传感

器。

4
量子光

学与量

子信息

光力学系统中的量

子纠缠、光场量子态

工程、介观电路系统

的量子理论

提出了利用微波谱来表征拓扑超导相的新方法，为

验证马约拉纳零模的存在、优化和改进零模的编织

操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引入了新的多变量特殊多项

式及其产生函数，丰富和发展了特殊多项式理论；

光力学为宏观尺度上的量子力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

想的平台，并在微小力、位移、质量等物理量的超

精密测量方面有重要应用。

（二）师资队伍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在师德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励等

方面进展；入选全国优秀教师先进典型情况，以及师德师风负面问题

情况等）。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术影响、科研情况、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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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研究生及教学成果情况）、主要师资规模结构情况（人数、学历结

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国外学习经历，导师占比等）。专业学位

授权点应包括专任教师及行业教师情况。】

1.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

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着力健全师德师风长

效机制，用制度的力量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化。学校强化

师德师风制度建设，完善师德师风考核机制。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

注重师德师风养成。发挥模范教师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利用新

媒体手段，充分发挥典型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本年度开展的师德师

风建设活动如下表所示。

表 2.2 2022年师德师风建设培训/会议汇总表

序号 培训/会议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参加人员 主办单位

1
聊城大学 2022-2023学年师

德师风全员培训
2022.1-2022.5 全体校内外导师 聊城大学

2
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达标测

试
2021.7.8

岗前培训、教育实

习、师德师风考核

合格且教师资格

证笔试成绩合格

的所有教师

聊城大学

3 2022年新入职教师教育实习 2022.8.29 新入职教师 聊城大学

4 科研诚信专项整治活动 2022.12 全体校内外导师 聊城大学

2.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凝聚态理论：刘才龙，教授，博士生导师，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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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青创人才引育计划-极端条件材料

改性与光电器件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事极端条件下光电材

料的超快动力学和光、电性质研究。曾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和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等杂志

发表一作或通讯作者文章 70余篇；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发计划子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等项目，累计科研经费达 1500余万

元；曾获山东省青年科技奖、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创新奖二等奖、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优秀奖等。带领团队研发出了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的可实现原位温度和压力调控的多套测量系统（包括瞬态吸收

和受激拉曼联合测量系统；微区稳态吸收、荧光、拉曼测量系统；光

电测量系统；高阻霍尔效应测量系统和阻抗及介电测量系统；挥发性

气体封装系统等）。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王文军，二级教授，理学博士，博士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山东

省教学名师，山东省科技创新人才。主讲的《光学》课程为国家级一

流课程，作为第一主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光学》教材为国家级规

划教材，获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聊城大学“十一五”教学工

作先进个人。在科研方面主要从事激光技术、非线性光学及有机光电

子材料与器件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 160

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项；参与完成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项。曾获山东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山东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

激光物理与技术：张丙元，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本科生的电

动力学及研究生的高等激光物理、激光技术与器件和现代光学实验等

课程。指导的研究生获评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山东省研究生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项，获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称号。作为负

责人获山东省一流课程 1门；获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 1项。主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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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激光脉冲技术及其应用，包括皮秒、飞秒光脉冲的产生及放大技

术的研究；新型可饱和吸收体材料及器件的研究；光纤激光器及光纤

传感技术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1项、山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 2项、横向课题 1项、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获山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项、山东

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等。

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杨震山，教授，1995 年获中国科技大学

物理学学士学位，2005年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光学博士学位，2005-2011年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和美国圣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先后承担《计算物理》、《固体物理》、《电磁

场和电磁波》、《电动力学》、《非线性光纤光学》、《专业英语》

等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从事量子光学和信息光子学

方面的研究。先后在 Nature Photonics、Physical Review A、Physical

Review B、Applied Physics Letters、Optics Letters和 Optics Express等

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 40余篇学术论文。

3.主要师资规模结构情况

表 2.3专任教师数量及结构表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行业经

历教师
35岁以

下

36至 45
岁

46至 59
岁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2 2 2 8 11 1 3 9 2

副高级 16 2 13 1 15 1 0 16 3
中级 14 13 1 0 14 0 0 10 2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42 17 16 9 40 2 3 35 7

（三）科学研究

【在研项目情况（包括纵横向课题及到账经费情况）、科研获奖

情况以及取得的科研成果（包括专著出版、发表学术论文、专利转化

等）及学术声誉等情况。】

2022年，本学位点共承担在研科研项目 24项，其中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7项，山东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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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 10项，总经费 2368余万元。

物理学学位授权点本年度累计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58篇，其

中包含 Carbon Energy、Advanced Science、ACS Applied Materials and

Interfaces和 Optics Express 等高水平期刊；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

实用新型专利 4项，并有多项专利在申请。

2022年，学院邀请南京邮电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来

学院做学术报告；参加国内、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 20人次，做大会

报告 12人次。具体科研成果如表 2.4、2.5中所示。

表 2.4 2022年度科研项目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来源 负责人

经费（万

元）

1
“冲一流”学科建设

经费
无

学科提升

工程
聊城大学 刘才龙 1000

2
大腔体金刚石芯柱合

成块关键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无

山东省重

点扶持区

域引进急

需紧缺人

才项目

山东省发

改委
王庆林 600

3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无
泰山学者

经费
刘才龙 100

4
极端条件材料改性与

光电器件研究创新团

队

无

山东省高

等学校青

创人才引

育计划

山东省教

育厅
刘才龙 200

5
综合极端条件创新团

队
2019KJJ0

19

山东省高

等学校青

创科技计

划

山东省教

育厅
王庆林 15

6
高温高压下氨水合物

分子的离子化相变及

电输运性质研究

11874174 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刘才龙 64

7

高压下零维有机金属

卤化物发光材料的物

性调控与激子行为研

究

12174146 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王凯 61

8
基于矢量点扩展函数

算法实现快速矢量聚

焦的研究

61905103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谢一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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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于二维异质结的浮

栅型光电存储器及层

间隧穿机制的研究

62004086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秦书超 24

10
二维 VA材料饱和吸

收特性及其被动锁模

超快动力学研究

61905104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苏现翠 24

11

n型纳米WO3/p型金

刚石异质结高温紫外

探测器的构建及其载

流子输运行为研究

62104090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桑丹丹 30

12

有机/无机范德瓦尔

斯异质结自组装及高

性能柔性光电探测器

研究

62105135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杜倩倩 30

13

拓扑绝缘体饱和吸收

电场主动调制器在超

快激光器中的应用研

究

62105134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王祎然 30

14
可见光促进的重氮化

合物原位生成叔碳自

由基反应研究

22101002 青年项目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

李磊 30

15
叠氮化铵压致解离后

的相图研究
ZR2021Q
A092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张国召 15

16
高温高压下一水合氨

超离子相的电输运性

质及超快动力学研究

ZR2021Q
A087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张海娃 15

17
新型二维异质结光电

存储器及层间隧穿机

制的研究

ZR2020Q
F081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秦书超 15

18
外延有机半导体异质

结增强石墨烯光电探

测器的研究

ZR2020Q
F085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杜倩倩 12

19
层状 Bi2Te3光调制

器件在超快激光
ZR2020Q
F093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王祎然 15

20
金纳米颗粒修饰的二

氧化钛树阵列基宽波

段光电探测器

ZR2020Q
A068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解艳茹 15

21
基于表面电荷转移掺

杂优化设计 n 型金

刚石半导体材料

ZR2022Q
F135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王雪婷 15

22

基于三元 MXenes
饱和吸收体的近红外

方波脉冲光纤激光器

研究

ZR2022Q
F137 青年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李国儒 15

23
热活化延迟荧光辅助

提高有机增益介质激
ZR2022M
F240 面上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李淑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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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特性 目

24
二维非周期微纳结构

中光学拓扑态的形成

机理及其调控研究

ZR202103
050650 面上项目

山东省自

然基金项

目

杨冰 10

表 2.5 2022年度代表性科研成果一览表

序号 论文题目
第一/通讯

作者

发表/出版

时间
发表刊物/论文集

刊物

类型
收录

情况

1

Stretchable supercapacitor
based on a hierarchical
PPy/CNT electrode and

hybrid hydrogel electrolyte
with a wide operating

temperature

李淑红 2022 Carbon Energy SCI SCI

2

Ultrafast and sensitive
selfpowered photodetector

based on
graphene/pentacene single
crystal Heterostructure with

weak light
detection capacity

秦书超 2022 Advanced Science SCI SCI

3

Enhanced lasing properties
of BUBD-1 film with
multifunctional buffer
layers doped with silver

nanoparticles

李淑红 2022 Optics Express SCI SCI

4

Pressure-induced transition
from pure electronic to
mixed ionic-electronic
conduction in strontium

hydride

刘才龙 2022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SCI SCI

5

Pressure-induced negative
capacitance and enhanced
grain boundary conductivity
in nanocrystalline solid
electrolyte BaZrO3

刘才龙 2022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SCI SCI

6

Ag NPs/PMMA
nanocomposite as an
efficient platform for

fluorescence regulation of
riboflavin

王青如 2022 Optics Express SCI SCI

7

Large-area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of R6G based

on uniform PVA-Au
plasmonic substrate

王青如 2022 Optics Express SCI SCI

8

Convex fiber-tapered seven
core fiber-convex fiber
(CTC) structure-based
biosensor for creatinine
detection in aquaculture

张丙元 2022 Optics Express SC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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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ltrafast and stable organic
single crystal vertical
phototransistor for
self-powered

photodetection and
high-speed imaging

秦书超 2022 Advanced Electronic
Materials SCI SCI

10

Self-assembled
graphene/BUBD-1 hybrids
for ultrasensitive organic

phototransistors

秦书超 2022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SCI SCI

11

Dependence of amplified
spontaneous emission

threshold of BUBD-1 thin
films on molecular

orientation

李淑红 2022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SCI SCI

12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solution-processed OLEDs
by altering the molecular
transition dipole moment
orientation of emission

layers

李淑红 2022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SCI SCI

13

Photoluminescence and
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n-Ce-Doped ZnO

Nanoleaf/p-Diamond
heterojunction

王庆林 2022 Nanomaterials SCI SCI

14

Mesoporous SiO2
decorated superhydrophobic

fabric evaporator with
selective oil removal and
Rh B photodegradation

performance

苗晓 2022
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

SCI SCI

15

Mn2+ ions substitution
inducing improvement of
optical performances in

ZnAl2O4: Cr3+ phosphors:
Energy transfer and
ratiometric optical
thermometry

张栋 2022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SCI SCI

16

Influence of Mn2+ ions on
the structur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cal
thermometry performances

of ZnAl2O4:Cr3+
multifunctional phosphors

张栋 2022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SCI SCI

17

A high sensitivity
dual-mode optical

thermometry based on
charge compensation in
ZnTiO3:M (M = Eu3+,
Mn4+) hexagonal prisms

张栋 2022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SCI SCI

18

Investigation of temperature
sensing based on

luminescence intensity
ratiometric and lifetime of
Zn0.9Mn0.1Al2O4:Cr3+
phosphors with various

张栋 2022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SC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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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ing time

19

Research progress of
optoelectronic devices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MoS2

materials

桑丹丹 2022 Rare Metals SCI SCI

20

Dual-wavelength
mode-locked laser based on

optimization of
erbium-doped fiber length

张丙元 2022 Optik SCI SCI

21

Near-infrared all-fiber
mode-locked laser based on

vanadium carbide
nanosheets

张丙元 2022 Optik SCI SCI

22
Generation of h-Shaped
pulse in a mode-Locked
erbium-doped fiber laser

张丙元 2022 Frontiers in Physics SCI SCI

23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an
SMS-/MSM-/SMSMS-base

d optical fiber sensor
structure

张丙元 2022 Applied Optics SCI SCI

24
Advances in novel

nanomaterial-based optical
fiber biosensors-a review

张丙元 2022 Biosensors SCI SCI

25

2-D Nanomaterials assisted
LSPR MPM optical fiber
sensor probe for cardiac
troponin i detection

张丙元 2022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SCI SCI

26

Dual-wavelength
controllable Q-switched
Nd:GSAG laser with
molybdenum disulfide
saturable absorber

张丙元 2022 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SCI SCI

27

Plasmon-based
tapered-in-tapered fiber
structure for p-cresol
detection: From human
healthcare to aquaculture

application

张丙元 2022 IEEE Sensors
Journal. SCI SCI

28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n
SMF-/MMF-based

single/double/quadruple
tapered optical fiber

structure

张丙元 2022 Applied Optics SCI SCI

29

Sub-60-fs ultralow
threshold and efficient
Kerr-lens mode-locked
Yb,Gd:CaSrF2 laser

苏现翠 2022 Optics Letters SCI SCI

30

Flexible Method for
generating arbitrary vector

beams based
On modified off-axis

interference-type hologram

谢一言 2022 Photonics SCI SCI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Applied-Optics-1559-128X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EEE-Transactions-on-Instrumentation-and-Measurement-0018-945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EEE-Transactions-on-Instrumentation-and-Measurement-0018-945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EEE-Transactions-on-Instrumentation-and-Measurement-0018-945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nfrared-Physics-Technology-1350-449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nfrared-Physics-Technology-1350-449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EEE-Sensors-Journal-1530-437X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IEEE-Sensors-Journal-1530-437X
https://www.researchgate.net/journal/Applied-Optics-1559-128X
https://www.x-mol.com/paper/journal/184?r_detail=152095170224492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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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ing

31

Exploration of electrical
contact type in
two-dimensional

WS2/Nb2CX2 (X = H, F,
Cl) heterostructures

赵宝 2022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SCI SCI

32

Light-responsive organic
artificial enzymes: Material

designs and
bio-applications

王文军 2022 Nano Research SCI SCI

33

High-temperature pyrolysis
behavior and structur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graphene oxide: A ReaxFF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郭峰 2022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SCI SCI

34

Preparation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a self-sealing
hydroxyapatite- MgO

coating on magnesium alloy
by microarc oxidation

苗晓 2022 Ceramics
International SCI SCI

35

Mechanical behavior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multilayer graphene oxides
with various oxygen

contents and functional
types: A ReaxFF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郭峰 2022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SCI SCI

36

Nanostructured copper
hydroxide-based interfaces

for liquid/liquid and
liquid/gas separations

苗晓 2022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SCI SCI

37

Boron difluoride
formazanate dye for
high-efficiency NIR-II

fluorescence
imaging-guided cancer
photothermal therapy

王文军 2022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SCI SCI

38

Rapid synthesis of resilient,
conductive, and transparent

hydrogels with
Mo2C-derived

polyoxometalates

王文军 2022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SCI SCI

39

Gamma-Fe2O3 loading
mitoxantrone and glucose
oxidase for pH-responsive
chemo/chemodynamic/phot
othermal synergistic cancer

therapy

王文军 2022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SCI SCI

40

An injectable and
biodegradable hydrogel

incorporated with
photoregulated NO
generators to heal

王文军 2022 Acta Biomaterialia SC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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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A-infected wounds

41
Recent nanotechnologies to
overcome the bacterial
biofilm matrix barriers

王文军 2022 Small SCI SCI

42

Starvation, ferroptosis, and
prodrug therapy

synergistically enabled by a
cytochrome c oxidase like

nanozyme

王文军 2022 Advanced Materials SCI SCI

43

Crystal engineering of
ferrocene-based

charge-transfer complexes
for NIR-II photothermal
therapy and ferroptosis

王文军 2022 Chemical Science SCI SCI

44

Multifunctional nanolocks
with GSH as the key for
synergistic ferroptosis and
anti-chemotherapeutic

resistance

王文军 2022 Biomaterials SCI SCI

45

Copper-doped MOF-based
nanocomposite for GSH

depleted
chemo/photothermal/chemo

dynamic combination
therapy

王文军 2022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SCI SCI

46

Metal-free polymer
nano-photosensitizer
actuates ferroptosis in

starved cancer

王文军 2022 Biomaterials SCI SCI

47

Multi-target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nanoparticle

delivery systems for cancer
therapy

王文军 2022 Materials Today Bio SCI SCI

48

Impact of oxidants O-2,
H2O, and CO2 on graphene

oxidation: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reaction
kinetics and gasification

behavior

郭峰 2022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SCI SCI

49 Discovery of Type II
Interlayer Trions 秦书超 2022 Advanced Materials SCI SCI

50

Boosting the sensitivity of
WSe2 phototransistor via
janus interfaces with 2D

perovskite and ferroelectric
layers

秦书超 2022 ACS Nano SC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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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包括研究生培养

的科研平台（国家级、省部级、校地合作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等），

用于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场所、实验室数量与面积、实践基地、仪器设

备情况；图书、期刊与数据文献等建设使用和管理等情况；科研平台

对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支撑作用情况。专业学位授权点应突出案例教

学、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情况。】

该学位点依托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物理学”与山东省重

点学科“光学”,以山东省光通信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光通信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支撑，建设完成

如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极端条件物态调控、光纤激光器与光纤传感、

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等一批优势科研方向的创新实验平台。曾获教育

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项，拥有良好的科

研实验条件，科研实验室实用面积 2610平方米，现有仪器设备 5800

余万元。投入使用了如稳/瞬态吸收、拉曼散射光谱测量系统，激光

分子束外延薄膜制备系统，高精度磁控溅射系统，低温/高压霍尔测

试系统和特种光纤加工系统等一批大型科学装置，配有完备的大型仪

器共享机制，为研究生的高水平科研创新成果的产出提供了良好的培

育环境。院设有研究生教室 4间，研究生自习室 4间，研究生教学办

公总面积超过 300平方米，教学条件持续改善。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

形成了以纸质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多媒体数据库、电子图

书数据库、全文期刊数据库及题录数据库等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协

同服务的信息资源体系。全校现有纸质藏书 256.28万册，年订购中

外文纸质期刊 1950 种，电子图书 310万种，中外文电子期刊 3.5万

种，各类中外文数据库 60 个。学院鼓励科研实践相结合，与山东聊

城莱鑫粉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太平洋（聊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建立了研究生校外培养与实践基地。鼓励研究生到企事业进行调研，

参与实际课题的研究与开发，增强社会实践能力。

表 2.6 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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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1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物理学专业 教育部 2022

2 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光通信科学与技术

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08

3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山东省物理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1995

4 山东省重点学科 光学专业 山东省教育厅 2011

表 2.7 实验室代表性大型仪器设备信息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与型号 生产厂家 价值（万元） 购置时间

1
瞬态吸收及受激拉曼测量系

统

Spectra-Physi

cs（美国）
520 2021.02

2 拉曼散射光谱测量系统
Horiba有限

公司（法国）
230 2022.10

3 FSL1000荧光光谱仪
英国爱丁堡

公司（英国）
120 2022.08

4 中红外光谱仪 岛津（日本） 110 2022.03

5 飞秒激光器
Spectra-Physi

cs（美国）
260 2021.04

6 扫描探针显微镜

布鲁克

Dimension

（美国）

139 2020.12

7 电子束曝光系统
赛默飞公司

（美国）
283 2020.12

（五）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结构与水平、覆盖

面等情况。】

学校根据教育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规定，出台了聊城大学研究

生各类奖助学金奖助办法，如《聊城大学研究生综合评定细则》、《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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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实施细则》（聊大校发【2021】12号）、

《聊城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助学金实施细则》（聊大校发【2021】

12号）、《聊城大学研究生兼任 “三助”工作管理办法》（聊大校发

【2014】112号）、《聊城大学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评奖办法》

（聊大校发【2014】113号）。各类奖助学金的设立为研究生顺利完

成学业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详细制度如下表：

表 2.8 2022年奖助体系一览表

序号 奖、助、贷名称 资助水平 资助对象 覆盖比率

1 国家助学金 6000元/年 定向研究生除外 100%

2 学校助学金 4800元/年 定向研究生除外 100%

3 国家奖学金 20000元/年 特别优秀学生 按国家标准

4 学业奖学金（一等） 8000元/年 优秀学生 按山东省标准

5 学业奖学金（二等） 3000元/年 优秀学生
在校研究生

30%

6
研究生三助

（助研、助教、助管）

500-800元/月 参加“三助”学生 10%

7 其他专项奖励

优秀科技创新成果、优

秀硕士论文、优秀实践

成果奖等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招生录取情况（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

人数、生源结构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专业学位

授权点须说明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招生选拔机制。】

为保证生源数量，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招生工作，通过校园

宣传、社交媒体等多种途径向广大学生宣传学院物理专业的特色、优

势和就业前景等信息，同时积极完善招生网站的建设，提高招生信息

的透明度和准确性。每年设立由书记、院长和导师组成的招生工作小

组，组织相关教师赴省内外各高校进行招生宣传，积极采取各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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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吸引本校学生报考学位授权点，凡第一志愿报考本专业的学生给

予资金奖励。

为提高生源质量，本学位点采用普通招考方式招生，入学考试分

为初试和复试，按照“德才兼备，择优录取”的原则，除了分数以外，

还采用面试和笔试的形式对考生进行多维度评。注重了解考生的学术

背景、科研经历、论文发表情况、实践经验、语言沟通能力等方面，

综合考虑其学术潜力、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

招生的准确性和针对性。2022年本学位点报考人数为 35人，录取学

生 10人，录取比例为 28.5%。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思政类课题、思政队伍建设、

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学生的思想政治与品德关系到立德树人这个教育的根本任务，本

学位点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贯彻执行中央、教育部要求，不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

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抓好各方面基

础建设。为了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增加了与时俱进的内容，如网络安

全、国家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些内容既有针对性，又富

有启发性和实践性。2022年，本学位点党总支完善了研究生党员管

理制度及相关工作流程，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组织研究生党员到

企业参观调研，进行集体学习和谈心谈话，以帮助其坚定信仰，增强

爱国主义意识和服务意识。除此之外，本学位点还积极开展了学生思

想政治文化课竞赛、志愿服务等活动，培养了学生的积极向上、团结

协作和责任担当等素质。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情

况；课程教学改革课与课程教学质量保障措施等情况；课程标准或教

学大纲的完备情况与实际执行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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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达成度情况；课程教学成效（国家级及省级一流课程、研究生

优质课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库及教学成果奖等情况）和持续

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情况（出版国家及省部级优秀教材、入选国家级

规划教材、参编“马工程”教材及其他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在课程上力求做到基础性、方向性和前沿性结合，科学

合理开设相关课程，如表 3.1所示。本学位点开设课程分为 3类：一

是基础类，如高等量子力学、群论、高等物理光学；二是方向类，如

量子信息理论、量子光学、高等激光物理、非线性光学、介观物理、

激光拉曼光谱学；三是前沿类，如凝聚态物理导论和激光技术与器件

等。

表 3.1 核心课程开课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学分
授课

教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1 高等量子力学 必修课 3 梁宝龙

高等量子力学是物理学类各专业硕士研究生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并掌握量子力

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为学生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实验研

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中文

2 群论 必修课 3 赵宝

群论是物理学类各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本

课程要求掌握群及其线性表示的基本理论，点群、三

维转动群及 SU(N)群的基本性质。通过本课程学习,
希望学生掌握群论基本知识，特别是学会用群论研究

物理系统对称性质的方法。

中文

3 高等物理光学 必修课 3 李淑红

高等光学是现代光学和光电子学的理论基础。从

光的电磁理论出发，分析和理解光波场在各种不同环

境中的线性传播特性。并从全新的概念给学生建立一

个从经典光学到现代光学系统理论的构架,为现代光

学打下理论基础。

中文

4 量子信息理论 选修课 2 梁宝龙

量子信息理论是物理学专业研究生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讲授的内容包括量子计算机的基本知识、量子

线路模型、量子逻辑门、基本的量子算法、量子比特

的退相干、可容错量子计算、量子计算机的物理实现

等。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掌握量子计算的基本原

理和量子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方向。

中文

5 量子光学 选修课 2 张振涛

量子光学是高校理科物理专业学术型硕士的专

业选修课之一。主要内容包括：量子力学基础、经典

电磁场与原子的相互作用、电磁场物理量的算符表

示、电磁场的量子态、电磁场量子态在相干态表象中

的表示、电磁场的相干性、量子电磁场与原子的相互

作用、量子光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前沿、量子光学相

关科技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前沿几部分。

中文

6 高等激光物理 必修课 3 刘才龙

高等激光物理是物理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必修

的一门重要学位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激光产生

的原理和激光器的工作特性及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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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理论。包括激光的光谐振腔理论、经典理论、

速率方程理论、半经典理论和量子理论、以及相关激

光技术等，并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应用。

7 非线性光学 必修课 3 王文军

《非线性光学》是光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

一，它是一门介于基础与应用之间的学科，本课程采

用经典、半经典极化理论，详尽地讲解非线性光学的

基本理论，讨论一些当前重要的非线性光学学科分

支。除了讨论非线性光学的理论基础外，还主要介绍

在非线性介质中产生的各类非线性光学现象。通过本

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有关非线性光学的基本现象及

其物理描述，掌握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稳态过程、动

态过程。

中文

8 介观物理 选修课 2 王青如

介观物理是物理学专业研究生的选修课程。本课

程旨在介绍介观体系的物理性质，介观物理研究的重

要应用背景，相关微加工技术及其在器件方面的应用

及一些小尺寸系统中的物理问题，并为微纳结构及技

术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本课程要求学生注重基本概

念和理论的学习，并通过理论解决一些经典小尺寸系

统中的物理问题。

中文

9 激光拉曼光谱

学
选修课 2 张海娃

激光拉曼光谱学是物理学专业一门重要的选修

课程，内容包括拉曼光谱原理，晶格结构，晶格振动

性质，光学元件性能，仪器设备构造和材料电子能带

结构分析，半导体材料物性分析，纳米材料结构和物

性分析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能够掌握激

光拉曼光谱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实验技能以及

现代拉曼光谱学的最新发展。

中文

10 凝聚态物理导

论
选修课 2 张栋等

凝聚态物理导论是凝聚态物理专业研究生的选

修课程。本课程主要通过极端条件物理、功能材料与

器件、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的学下，让学生掌握和了解

凝聚态物理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

中文

11 激光技术与器

件
选修课 2 李国儒

激光技术与器件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及相关专业

研究生的一门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

生了解和掌握激光器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术。熟悉

一些典型的激光器的工作原理，同时将介绍目前激光

技术领域中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为学生将来从事信

息、光学、传感及通信等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中文

授课教师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教学采用教师讲授与

学生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课程的考核方采用考试和课程论文相结合的

方式。建立督导制度，由学校督导员和学院领导组成的双重督导组随

堂听课，保障授课质量。凡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均须有教学大纲、

授课教案或讲义，教学文件不全者不允许开课；及时公布教学计划，

通知相关任课教师，并将课程信息、授课教师信息及授课时间地点录

入研究生管理系统，在系统开放时间内完成网上教学任务维护，保证

教学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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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制度设置与落实情况。导师指导

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在提升研究生导师工作水平、营造和

谐师生关系，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文件精神，发挥导师

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第一责任人”作用方面的成效），博士生导师

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专业学位授权点须说明行业产业导师

选聘，研究生双导师制情况。】

本学位点导师的选聘、培训、考核制度按照《聊城大学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和管理办法》、《聊城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

年度考核办法》等文件执行。明确规定：硕士研究生导师须具有博士

学位或高级职称且有在研基金项目；导师指导学术型研究生原则上每

年不超过 1个，对于正在主持国家基金或 3年内到校基金 40万以上

的导师，可以指导 2名研究生；所指导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外审未通过、

延迟答辩或毕业后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导师，学院停止其招生资格 1

年。

本学位点为保证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和培养质量，要求导师必须

定期检查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必修课程的学习情况，指导研究生

的科学研究工作；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做好论文选题、开题报

告和中期考核；负责修改、审定学位论文，把握学术标准，做出学术

评价，给出是否同意答辩的意见；注重对学生科学道德和协作精神的

培养。并通过校级督导小组和学院督导小组定期对导师指导情况和质

量进行考评。

（五）学术训练（实践教学）

【学术学位授权点须阐明本学位点“学术训练”的内容，包括研

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导师科研项目、助教”、“助研”、“助管”以

及社会实践等方面等情况，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研究生代表性

成果，包括学术成果与获奖、学科竞赛获奖、实践与创业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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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专业学位授权点须阐述本学位点“实践教学”的内容，专业学位

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制度保证、经

费支持，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情况等。】

本学位点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学术科研和论文写作相结合

的方式，实行导师或导师团队负责制，鼓励研究生入校即进入课题，

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同步进行。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以不断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

宗旨，采取系统的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实践活动、学术交流等与导

师负责、导师团队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为研究生培养第

一责任人，定期了解研究生的思想、学习、科研等情况，及时予以指

导和帮助；导师积极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着重培养研究

生优良学风素养、学术创新意识和科研创新能力。

本学位点要求学生阅读广泛的中英文综述、经典学科前沿论文，

具有扎实专业基础，掌握基本研究方法和实验技能。定期组织研究生

进行总结、交流和讨论，激发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培养他们的科研交

流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以扩展研究生的视

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激励学生敢于尝试和挑战勇气,学生积极参

加学术比赛。加强对学生思政教育，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1. 制度保证

按照《聊城大学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评奖办法》、《聊城大

学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办法》、《聊城大学关于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科研成果的基本规定》等相关文件要求，本学位点要求课题

组每两周至少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通过工作进展汇报、研究问题探

讨、论文阅读等方式对研究生实施严格、完整和系统的科研训练；要

求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听取至少 10个以上的学术报告；鼓励研究生

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2. 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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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设有专门经费资助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导师需承担纵向

或者横向科研项目，以保障学生正常的科研费用；学院设有研究生创

新项目，鼓励学生的科研创新、培养学生的科研自主性。

3. 学术训练成果

本学位点研究生在学术科研训练方面成果显著，2022年，物理学

专业毕业5人。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8篇（如表3.2所示），

2人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Zn-Al/Ti 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料

结构及发光性能调控的研究，基于LSPR 耦合结构提高稀土Eu、Tb 发

光特性的研究），1人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基于LSPR 耦合结

构提高稀土Eu、Tb 发光特性的研究），有3人分别考取了合肥工业

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和青岛大学博士研究生，考博升学率达60%。

表 3.2 研究生代表性论文

序

号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刊物名称（CN号）或

出版社名称

级别

或索

引

影响

因子

1 张玉婷

Ultrafast and Stable Organic
Single Crystal Vertical

Phototransistor for Self-Powered
Photodetection and High-Speed

Imaging

论文
Advanced Electronic

Materials SCI 6.593

2 刘新新

Ag NPs/PMMA nanocomposite as
an efficient platform for
fluorescence regulation of

riboflavin

论文 Optics Express SCI 3.833

3 赵雪苗

Large-area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of R6G based on
uniform PVA-Au plasmonic

substrate

论文 Optics Express SCI 3.833

4 祝炳军

Mn2+ ions substitution inducing
improvement of optical

performances in ZnAl2O4: Cr3+
phosphors: Energy transfer and
ratiometric optical thermometry

论文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SCI 4.831

5 祝炳军

Influence of Mn2+ ions on the
structur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cal thermometry
performances of ZnAl2O4:Cr3+
multifunctional phosphors

论文
Journal of

luminescence SCI 4.171

6 祝炳军

A high sensitivity dual-mode
optical thermometry based on

charge compensation in ZnTiO3:M
(M = Eu3+, Mn4+) hexagonal

prisms

论文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SCI 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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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帅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solution-processed OLEDs by
altering the molecular transition
dipole moment orientation of

emission layers

论文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A: Molecular and

Biomolecular
Spectroscopy

SCI 4.831

8 刘进华
Enhanced luminescence of
Eu-doped films based on gap

coupled plasmons
论文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SCI 6.371

（六）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包括本学位点组织

学术交流情况；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和交流学者情况；在校生赴境外交

流学习情况；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国内（际）学术

交流资助等专项经费投入情况。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包括参加创新实践

训练和国内外科技竞赛的情况。】

为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学位点资助每位同学参加

学术会议 1次，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如下表 3.3所示。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2022 年由于疫情限制了国际旅行，本学位点

研究生们积极参加线上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研究生们利用视频会议平

台参加了多个国际会议，并通过线上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虽然无法

亲临现场，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仍然能够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学者进行深入交流，分享彼此的研究进展。此外，本学位点的研究生

还积极参与了一些国际合作项目，通过远程协作与国际团队合作，推

进科研工作。

在国内学术交流方面，研究生们也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参与各种学

术研讨会、论坛等活动。他们积极提交论文，并通过线上演讲的方式

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此外，本学位点的研究生还积极参与了一些本

校和其他高校组织的学术实践项目。他们利用线上实验室和数据分析

平台，与其他高校研究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虽然无法面对面交

流，但通过线上平台，他们依然能够互相启发，共同进步。通过这些

项目，本学位点的研究生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科研能力，丰富了学术知

识，还展现了他们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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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表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022 隋文杰
第二十届全国凝聚态

光学性质学术会议

拓扑自旋光子晶体中螺

旋边界态单向传输调控

研究

2022.08.05 中国-曲阜

2 2022 任仕琪
第二十届全国凝聚态

光学性质学术会议

基于不同还原时间

Zn0.9Mn0.1Al2O4:Cr3+ 纳

米荧光粉发光强度比和

寿命的温度传感研究

2022.08.05 中国-曲阜

3 2022 吴自业
第二十届全国凝聚态

光学性质学术会议
有机光放大与有机激光 2022.08.05 中国-曲阜

（七）论文质量

【学术学位授权点：体现本学科特点的学位论文规范（选题、开

题、中期检查与预警）、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本

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学位论文获奖）和

论文质量分析。】

【专业学位授权点：体现本专业学位特点的学位论文类型（如调

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等）

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强化专业学位论文应

用导向的情况。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

论文质量分析。】

本学位点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严格学位论文选题、开题、中期

检查、预答辩、论文检测和论文送审等过程管理环节，对申请学位的

所有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100%进行查重和盲审。学位论文第一次检测，

一般安排在学位论文送审之前进行，在预答辩后一周内进行提交，学

位论文复制比<15%，检测结果认定为“合格”，可进行学位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第二次检测，一般安排在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学位授予审核

之前进行。同时，学位论文匿名送审，至少送审两位专家。近几年省

教育厅抽检本学科的硕士毕业论文全部合格。

（八）质量保证

【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课程教学评价、研究生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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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果质量评价、导师指导情况评价、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评价），

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

汰机制等情况。（可参照《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的若干意见》（学位〔2020〕19号）对照编写）】

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通过教学督导委员会加强教学管

理，确立教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保证教学质量。

1. 执行严格的导师准入制度。对新遴选的导师进行岗前培训。

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每年对导师根据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

核，对考核不合格者予以解聘。

2. 对研究生学术训练提供制度保障与经费支持。对课题组学术

研讨会、学术报告等学术训练项目提出严格数量要求，保证学术训练

强度。设置研究生创新项目经费与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的专项资助经

费，鼓励研究生进行科研创新与学术交流。

3. 执行完善的分流淘汰机制，保证培养质量。对没有按期完成

学业和研究任务的研究生，进行延期毕业、留级学习、退学等处理方

式。

4. 对学位论文进行全过程监控。充分发挥资格考试、选题开题、

中期检查、毕业答辩等培养环节的督促和质量把关作用。实施学位论

文盲审全覆盖，并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毕业后论文抽检。

（九）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报告会、课程或

其他），预防学术不端行为的措施，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情况。】

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结合当前学院的实际情况，严格执行学校

文件《聊城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实施细则》，为学风建设提供制

度保障；

1. 师生互动，促进良好学风。开展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演讲，

增加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贯穿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始终，提升研究生

的科学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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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举办学术诚信交流会。结合校内校外案例和自身科研经验，

强调违反学术诚信的后果，警示抵制不良学术行为；

3. 树立典范，提高综合素养。重视研究生的学风建设，定期举

办研究生学术论坛，激发研究生热爱科研并潜心于科研的热情。本学

科研究生和导师未发现违背科学道德和学生规范的行为。

（十）管理服务

【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机构设置、岗位质量要求等），研究

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包括学籍管理、奖助制度、社团活动、申

诉及解决机制等），研究生心理健康、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方面指

导管理情况，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本学位点社团活动丰富，单独设立学生会研究生部，用于协调各

专业研究生的社团活动。学院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

作的重要内容，学院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一名，助理一名，用于

关注及解决学院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生活等问题。定期举办心理

健康教育讲堂，为研究生缓解情绪和释放压力，通过具体的行动建议

指导研究生塑造阳光心态。对于毕业生面临的升学就业创业压力，学

院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通

过开设就业指导课，向社会收集需求信息、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等

一系列措施，做到全程指导，精准施策，助力每位毕业生都可以顺利

就业创业和高校再深造。

本学位点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

长和副书记具体负责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和思想教育；配有一名研究

生秘书和班主任，负责研究生招生宣传、教学教务管理、学生实习、

学位论文答辩、档案管理及学生管理等日常工作；每年级研究生党支

部设党支部书记一名对研究生党员的思想进行引导与教育。

（十一） 就业发展

【学术学位授权点：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

析，就业职业与培养目标的吻合度，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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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调查情况。】

【专业学位授权点：本学位点人才需求与就业动态反馈机制建立

情况，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报告发布情况，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

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2022年，本学位点毕业 5人，就业率 100%，其中 3人赴合肥工

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和青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人当地中学

任教。根据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反馈，高校和用人单位对我们的毕业

生的政治素质、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等方面给

予高度评价，普遍认为本学科的毕业生专业知识扎实，知识面广，适

应性强，综合素质高，有创新意识，实践和动手能力强。本学科授权

点秉承“厚德、博学、明理、致远”的院训，及“以人为本，理工结合，

成人成才”的育人理念，持续为高校和中学、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培

养输送优秀人才。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科研成果转化（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专利转让的数量、效益、

到校经费情况等）、促进科技进步情况（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解决“卡

脖子”问题等）。】

积极推进聊城大学与国内材料科技企业、光电信息产业企业、钻

石生产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加快推进聊城大学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

院各技术团队成果在产业界转化落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在新型二

维材料、有机柔性材料、光电转换材料以及高性能光电探测器、有机

半导体激光器和信息存储材料与器件的制备及性能调控开展研究，进

一步加强光信息材料理论模拟平台、信息光电子材料与微纳集成器件

平台和极端条件材料改性平台建设；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深化与山东

聊城莱鑫粉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隆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

航天福道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合作，在“智慧管网安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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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智能光互联网络的内容分发机制的优化及性能传输监测”

和“新型光电材料与器件”领域培育应用基础研究的地域特色。坚持

“四个面向”、“四个服务”，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国内一流的

科技成果。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经济社

会与国防事业发展；参与行业标准规划制定，开展高端人才培训，服

务行业事业发展；智库建设、服务国家政府决策和参政议政方面成效；

举办重要会议论坛，制定学科与学术发展规划，创建和服务国内外重

要学术组织，服务学术共同体；开展科学普及、对口帮扶、全民终身

学习等公共服务等）】

图 4.1服务经济发展运行机制

积极推进聊城市产业技术升级，服务我省材料科技产业和信息产

业融合发展；我院积极为聊城市材料科技和光电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服

务与产业咨询服务，在项目、人才、平台、市场等方面推动产业发展，

对山东三木众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聊城）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和山东舜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人员培训、技术咨询与指导

服务。刘才龙教授团队为山东聊城莱鑫粉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颗

粒钻石合成与鉴定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

表 4.1 2022 年度开展的培训与咨询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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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类别 面向对象 开展时间

1 陆上采集器的研发 技术指导

山东三木众合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2.3-10

2 新型光电产品的研发 技术指导

太平洋（聊城）

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2022.6-12

3 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咨询与技术指导
山东舜启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2022.5-10

4
大腔体金刚石芯柱合成块

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培训与技术指导

山东聊城莱鑫粉

末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2022.3-12

（三）文化建设

【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情况（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革

命文化的建设和弘扬方面）。】

1.坚持文化建设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思想教育课程，系统开展文

化教育。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领悟文化建设

精神。

2.坚持文化建设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积极开展“学习二十大 永

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云党课、“追寻党史百年记忆”、“感

受中国之美”等观影、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等活动。以班级，年级为

单位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学习的重要阵地。体会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激发爱国情怀。

3.开展多种形式的红色主题教育。通过专题民主生活会、红色主

题观影活动、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会、参观红色文献库、博物馆、革命

纪念馆等不同形式带领研究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基因。

图 4.2 2022年度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情况一览表

序号 活动主题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1 主题党日活动 5 月 28 日
学院党员活

动室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组织学生观

看学习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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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题党日活动 6月 8日
学院党员活

动室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组织开展毕

业生主题党日活动

3 主题党日活动 10 月 10 日
中欧（聊城）

研究院

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党支部

到中欧（聊城）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研

究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4 主题党日活动 11 月 9日
学院党员活

动室

学院举办“喜迎二十大，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贺卡征集活动

五、存在的问题

【学位授权点存在问题及分析。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

件》（2020）中的要求，排查本学位授权点存在差距和不足；对标《学

位授权点抽评要素》中的评价维度和内容要素，分析各要素建设完成

情况及在后续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的内容；上一年度整改的情

况及存在的不足。例如：在研究生分流淘汰、导师培训、立德树人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 学科高层次人才队伍水平有待提升

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水平有待提高，国家级人才空缺，省级称

号人才数量较少，现有人才队伍中获批国家级人才称号、国家级奖励

潜力不足。学术骨干教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量少，科

研水平有待提高。聊城大学地处地理位置对人才吸引力优势不明显，

教师的科研积极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2. 学术交流少，学科影响力不足

国际国内学科合作交流不足，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的人数

少，教师在国家级学术组织和高水平学术期刊兼职人数需要提升，学

科在国内外影响力不足。

3. 学科和研究生培养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有待提升

本学科多为物理学基础研究，“产、学、研”服务社会能力有所欠

缺，同时与地方企业联系不够密切，对接针对性不强。学校及学院已

出台新的与企业对接的政策，加快与地方企业的区域深入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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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一年建设计划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改革方向）和下一步思路举措（工作

重心）包括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

1. 人才队伍：精准引才，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素质，打造创新型

高层次人才队伍结构。围绕物理学学科的特色方向建设人才队伍，注

重内引外培，协同发展，逐步实现结构合理、梯次配备。加强学科团

队建设，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采取切实措施关心支持教

师队伍人才，提高其科研积极性。

2. 学术交流：加大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合作力度，鼓励师生参加

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定期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和学术

报告。通过国内外高校合作办学，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合作，

围绕物理学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进行学术研讨，促进学科科

研及学术团队建设，提升学科在国内外知名度。

3. 服务经济社会：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加强产学研合作，更好

服务我省材料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发展，积极为材料科技企业发

展提供技术服务与产业咨询服务，形成一个极端条件下材料物态调

控、有机发光器件、新型生物电子器件、激光技术和量子信息等领域

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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