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学院代码 301） 

学院及专业简介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B+ 

 重庆市一流学科 

 重庆市首批“两江学者”“巴渝学者”设岗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移动通信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支撑学科 

 学校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学科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 1%的

主要支撑学科 

 

一、学院概况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拥有“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新

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领

域的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学校规模最大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学院拥有

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导师队伍，拥有“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千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青

年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重庆市“两江学者”、重庆高校“巴渝学者”特聘教授等各类省

部级及以上人才和荣誉称号 80 人次。学院现有博士生指导教师 64 名，硕士生指

导教师 233 名。 

学院拥有教育部“新一代信息网络与终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发

改委“移动通信终端与网络控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及信息产业部及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与工程中心 12 个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以及国家级教学示范

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学院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充分利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

研究生项目”“巴渝海外引智计划”“百名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计划”、重庆市

海智工作站等计划大力吸引国际知名专家来校工作或学术交流。学院与美国卡耐

基梅隆大学、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国利兹大学、法国

巴黎高等电子学院、德国纽伦堡大学、芬兰国家技术研究院、德国赫兹研究所等

十多所国外大学及科研院所进行项目合作和研究生交换培养。 

目前学院在校生达到 5000 余人的办学规模，其中：博士生 97 人、硕士生



1653 人、本科生 3623 人、外国留学生 66 人（博士 34，硕士 32），形成了完整

的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表 1 省部级及以上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序号 名  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日期 

1 
移动通信终端与网络控制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11 

2 国家“3G 军民结合终端设备动员中心” 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 2006 

3 移动通信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 

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06 

1999 

4 泛在感知与互联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科技局 2018 

5 重庆市通信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6 

6 移动通信技术重点实验室 

信息产业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00 

2000 

2004 

7 重庆高校光通信与网络重点实验室 
信息产业部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00 

2000 

8 信号与信息处理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09 

9 重庆高校通信网测试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07 

表 2 主要教学科研平台 

序号 年度 项目名称 

1 2012 信号与信息处理科研平台 

2 2013 LTE 移动通信实践教学平台 

3 2013 移动信息终端与测试技术创新团队建设 

4 2014 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研究方向建设 

5 2014 移动信息终端与测试技术创新团队建设 

6 2014 信息与通信学科专业群建设 

7 2015 卫星移动通信科研平台 

8 2015 高速光通信与网络技术科研平台 

9 2016 多媒体信息处理与传输方向学科平台 

10 2016 无线移动通信终端技术研发平台 

11 2016 光通信技术研发平台 

12 2019 新一代信息网络与终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二、学位点简介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本学科源于新中国通信事业发展需求，具有近七十年的学科积淀，率先在我

国开展数字通信等领域研究，并取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 1992、2003、

2008、2011年度国家科技奖等系列重要成果。本学科自 1965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1992、1993 年分别获得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与信息系统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授权， 2000 年起为重庆市重点学科，2006 年被认定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

2013 年被认定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2018 年被认定为重庆市一流学科，教育

部第四轮学科评估进入 B+，主要支撑的学校工程学学科进入 ESI 国际学科排名

全球前 1%。本学科是重庆市首批“两江学者”设岗学科、重庆市首批“巴渝学

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移动通信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支撑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始终着眼于科研团队和平台建设、着力于基础研究和

前沿探索、着重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坚持夯实基础学科研究、促进国际学术交

流、主动服务行业企业需求，致力于宽带通信网理论与技术、无线网络与移动通

信、信号处理与数据分析、光通信与网络技术、智能多媒体信息处理、天地协同

与融合通信等 6 个主要学科方向建设。学科所属的“移动信息终端与测试技术”

创新团队 2012 年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并在 2016 年获滚动支持，“新一代信息网

络与终端”协同创新中心 2013 年入选重庆市首批“2011 协同创新中心”，参与

东南大学牵头的“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2014 年入选国家级“2011 协同

创新中心”。 

2016-2022 年，依托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承担国家 973 计划、863 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基杰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项目 81 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 152 项，各类科研项目经费约 23500 万余元。在 IEEE WIREL 

COMMUN、IEEE COMMUN MAG、IEEE NETWORK、IEEE T WIREL COMMUN、

IEEE T COMMUN、电子学报、通信学报、计算机学报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

表 SCI/EI重要期刊论文 700 篇，在 AAAI、IEEE GLOBECOM 、IEEE ICC、IEEE 

VTC 等重要会议交流 50 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559 件，转让国家发明专利成果 30

件，出版专（编、译）著 22 部。研究成果“TD-SCDMA 移动通信标准”、“通

信网络测试与优化平台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TD-

SCDMA 手机核心芯片平台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面向

异质服务的移动复杂网络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高抗毁光网络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TD-LTE-Advanced 无线接口标准化关键技

术”和“宽带无线移动接入网传输控制技术”获重庆市技术发明一等奖，“面向

智能电网的高效数据传输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研发

出世界首枚 0.13 微米的 TD-SCDMA 手机基带芯片，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十大科

技进展殊荣。 

本学科的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包括：现代信号处理、现代数字通信、通信网

理论（含全英文授课）、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通信网络体系与协议、模式识别



与机器学习等。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

等）等专业领域面向国家信息通信事业发展需求，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电

子信息类别(专业学位)招生领域，可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通信工程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

数据技术与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设计与规划等，在

研究信息通信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驱以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通信技术，力求在探索新型网络架构，在内生智能的新型网络、增强型无

线空口技术、新物理维度无线传输技术、太赫兹与可见光通信技术、通信感知一

体化、星地一体融合组网、定位导航与智能感知技术、通信信号处理、检测与优

化、智能图像处理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近年来，本院招生专业领域通过践行“应用驱动、强化实践”理念，创新实施

“点-线-面”模块化课程教学模式；搭建“产学研”校企协同平台，创新实施“平

台+项目”的培养模式；融合多维度本行业智力资源，创建“高校+企业”的学生

指导团队等举措，形成了完整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成果喜人。

本招生领域的主要学位与专业课程包括：现代信号处理技术（含全英文授课）、

通信理论与系统、通信网理论、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通信网络体系与协议、工

程伦理、工程项目管理、通信工程规划与设计、技术论文写作方法与技巧等。 

三、招生与就业 

学院历年招生情况良好，招生生源质量优良，毕业研究生就业率高，就业走

向主要是国内外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制造商、通信工程设计院和科研院所，深

受用人单位欢迎，其中约 3%的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校期间有机

会到国外高校交换学习一年。 

表 3 近 3年本学科招生与就业情况统计表 

年级 专业 招生人数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初次就业率 

2019 级 

（2022

届）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7 194 191 98.45%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现为电子信息专

业） 

258 255 254 99.61% 

合计 455 449 445 99.11% 

2018 级 

（2021

届） 

信息与通信工程 188 180 180 100%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现为电子信息专

业） 

254 234 229 97.86% 

合计 442 414 409 98.79% 

2017 级 

（2020

届）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8 191 187 97.91%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现为电子信息专

业） 

245 238 230 96.63% 

合计 443 429 417 97.20% 



表 4 近 3年本学科研究生就业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行业 

人数 

2022 届 2021 届 2020 届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71 353 356 

制造业 24 10 1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3 12 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 6 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2 4 

交通运输、邮政业 0 1 1 

教育 13 11 10 

金融业 16 14 20 

合计 445 409 417 

四、科技活动与校园文化 

学院已形成学术沙龙、“新生杯”篮球赛、英语风采大赛、优秀毕业生交流会、

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研究生创“芯”大赛、研究生数模竞赛、“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等多项科技与文化品牌活动，积极鼓励与组织研究生参加各项科技创新大赛，

引导学生个性发展，为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添光加彩。 

表 5 近 3年研究生参加各类主要省部级及以上的竞赛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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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3-62460782  电子邮箱：sciegs@cqupt.edu.cn

 
“兆易杯”研究生电子设计赛一等奖 “华为杯”网络精英挑战赛全国亚军 

 

“百年建党路·不忘初心魂”主题党日活动 

 

中国研究生数模竞赛全国一等奖 

 

2021年“迎新杯”篮球赛 
 

2021年迎新晚会 

 
优秀研究生交流会 

 

学院毕业生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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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301) 
 226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01)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5G/6G）理论与关键技术 

陈前斌  教  授 博导 

唐  伦  教  授 博导 

柴  蓉  教  授 博导 

申  滨  教  授 博导 

景小荣  教  授 博导 

梁承超  教  授 博导 

王光宇  教  授 

刘占军  教  授 

徐勇军  副教授 博导 

徐  鹏  副教授 

邵  凯  副教授 

王  毅  副教授 

王  平  副教授 

庄  陵  副教授 

薛  青  讲  师（高校） 

胡  林  讲  师（高校） 

蒲旭敏  讲  师（高校）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 

通信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电路分析基础 

②数字信号处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02)泛在感知与智能互联技术与

应用 

王汝言  教  授 博导 

吴大鹏  教  授 博导 

吕  翊  教  授 

周  非  教  授 博导 

应  俊  教  授 

熊  余  研究员 博导 

张普宁  副教授 博导 

刘乔寿  副教授 

范馨月  副教授 

李职杜  副教授 

崔亚平  副教授 

邹  虹  副教授 

杨  静  高级工程师 

何  鹏  讲  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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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301) 
 226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03)通信核心芯片、协议及系统

应用 

郑建宏  教  授 博导 

申  敏  教  授 博导 

黄俊伟  正高级工程师 

段红光  正高级工程师 

王  琼  正高级工程师 

罗  雷  副教授 

夏  军  副教授 

何  云  高级工程师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 

通信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电路分析基础 

②数字信号处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04)通信网理论、通信网络测试

与优化技术 

张治中  教  授 博导 

鲍宁海  教  授 博导 

席  兵  副教授 

邓炳光  副教授 

(05)融合通信新技术与高性能网

络优化 

郭  磊  教  授 博导 

宋清洋  教  授 博导 

侯维刚  教  授 博导 

刘业君  教  授 博导 

宁兆龙  教  授 博导 

王小洁  教  授 

巩小雪  副教授 博导 

(06)智能无线通信核心技术、关

键装备与系统应用 

林金朝  教  授 博导 

李国军  教  授 博导 

李国权  教  授 博导 

吴  建  正高级工程师 

黄正文  副研究员 

(07)定位导航与智能感知技术 

田增山  教  授 博导 

周  牧  教  授 博导 

何  维  副教授 

李兆玉  副教授 

谢良波  副教授 

李玲霞  高级工程师 

王  勇  讲  师（高校） 

聂  伟  讲  师（高校） 

杨小龙  讲  师（高校） 

(08)宽带无线接入及无线移动通

信网络技术 

李  云  教  授 博导 

刘期烈  教  授 博导 

苏开荣  教  授 

鲜永菊  副教授 

吴广富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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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301) 
 226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09)无线信息传输与数据处理 

张祖凡  教  授 博导 

于秀兰  副教授 

张家波  副教授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 

通信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电路分析基础 

②数字信号处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10)未来互联网、移动大数据、

移动物联网及智能终端系统 

雒江涛  教  授 博导 

许国良  教  授 

彭大芹  正高级工程师 

王茜竹  正高级工程师 

张长虹  讲  师（高校） 

冉泳屹  讲  师（高校） 

(11)移动通信协议与无线通信信

号处理 

陈发堂  研究员 

李贵勇  正高级工程师 

王  丹  正高级工程师 

王华华  高级工程师 

雷  芳  副教授 

杨黎明  高级工程师 

(12)智能融合通信网络和无线传

输新技术 

王  洋  教  授 博导 

黄晓舸  教  授 博导 

张  杰  教  授 博导 

胡昊南  副教授 博导 

廖  希  副教授 

叶志红  副教授 

邵  羽  副教授 

林  峰  高级工程师 

廖莎莎  讲  师（高校） 

(13)通信信号处理、检测与优

化、图像处理 

张天骐  教  授 博导 

赵  辉  教  授 博导 

张  刚  教  授 博导 

罗忠涛  副教授 

陈昌川  副教授 

贺利芳  副教授 

汪大勇  副教授 

(14)智能视频处理，嵌入式系统

开发、物联网技术 

代少升  教  授 博导 

黄  俊  教  授 

谭钦红  副教授 

梁  燕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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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301) 
 226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15)智能多媒体处理技术 

高陈强  教  授 博导 

刘宏清  教  授 博导 

周  翊  教  授 博导 

胡学刚  教  授 

李  强  副教授 

宋铁成  副教授 

罗  臻  讲  师（高校） 

杨  烽  讲  师（高校） 

赵  悦  讲  师（高校）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 

通信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电路分析基础 

②数字信号处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16)泛网无线通信技术 

余  翔  教  授 

肖云鹏  教  授 博导 

肖寒春  正高级工程师 

张功国  正高级工程师 

王诗言  副教授 

漆  晶  副教授 

韦世红  副教授 

杨  路  高级工程师 

王  蓉  高级工程师 

龙  恳  讲  师（高校） 

段思睿  讲  师（高校） 

(17)通信网融合与智慧物联技

术，媒体智能计算与交互技术 

陶  洋  教  授 博导 

胡  敏  教  授 

熊炫睿  副教授 

黄宏程  副教授 

杨  柳  讲  师（高校） 

郭  坦  讲  师（高校） 

(18)未来网络、工业互联网、天

地一体化网络及安全 

赵国锋  教  授 博导 

徐  川  教  授 博导 

张  毅  教  授 

刘  亮  副教授 

段  洁  副教授 

刘媛妮  副教授 

吴  涛  副教授 博导 

罗  嘉  高级工程师 

杨莎莎  讲  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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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2022 年招生人

数(仅供参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301) 
 226   

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00) 

(19)智能宽带通信技术 

黄  胜  教  授 博导 

刘焕淋  教  授 

向劲松  教  授 

袁建国  教  授 

郭晓金  副教授 

张盛峰  副教授 

邓明亮  副教授 

卢  冰  讲  师（高校） 

朱  龙  讲  师（高校）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01|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 

通信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电路分析基础 

②数字信号处理 

本

专

业

接

收

推

免

生 

(20)通信网新技术及应用 

李校林  正高级工程师 

刘  辉  正高级工程师 

文  凯  正高级工程师 

文  武  正高级工程师 

吴翠先  正高级工程师 

何登平  正高级工程师 

袁  泉  正高级工程师 

曹型兵  高级工程师 

(21)移动通信系统及信息安全、

编码技术 

朱  江  教  授 

陈善学  教  授 

张海波  副教授 

(22)无线通信网络理论与技术 
任  智  教  授 博导 

甘臣权  副教授 

(23)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6G网

络及智能信息处理 

唐  宏  教  授 博导 

雷维嘉  教  授 博导 

戴翠琴  教  授 博导 

雷宏江  教  授 博导 

(24)下一代网络技术及应用 

万晓榆  教  授 博导 

樊自甫  教  授 

王正强  副教授 

(25)智能互联与先进仿真技术 
裴二荣  教  授 博导 

李永刚  副教授 

注：①指导教师中含部分外聘指导教师     

    ②专业目录中各专业 2022年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国家下达的 2023年研究生

招生规模为准，我校将保留根据国家下达的规模以及各专业上线生源情况对各专业招生人数进

行调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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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领域及招生方向 

2022 年招生

人数(仅供参

考) 

考试科目 
备

注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301) 
383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领域

代码 
领域名称 

 

初试科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01 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 

通信原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电路分析基础 

②数字信号处理 

本

方

向

接

收

推

免

生 

085401 

085402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 

注：专业目录中各专业 2022年招生人数仅供参考，实际招生人数以国家下达的 2023年研究生招 

生规模为准，我校将保留根据国家下达的规模以及各专业上线生源情况对各专业招生人数进行调整

的权利。 

 

 

 

附：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研究方向一览表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领域代码 

(01)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5G/6G）理

论与关键技术 

陈前斌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唐  伦 教  授 博导 

柴  蓉 教  授 博导 

申  滨 教  授 博导 

景小荣 教  授 博导 

梁承超 教  授 博导 

王光宇 教  授 

刘占军 教  授 

黄  琼 教  授 

周继华 正高级工程师 博导 

徐勇军 副教授 博导 

徐  鹏 副教授 

邵  凯 副教授 

王  毅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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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领域代码 

(01)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5G/6G）理

论与关键技术 

王  平 副教授 

①085401 

②085402 

庄  陵 副教授 

薛  青 讲  师（高校） 

胡  林 讲  师（高校） 

蒲旭敏 讲  师（高校） 

(02)泛在感知与智能互联技术与应用 

王汝言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吴大鹏 教  授 博导 

吕  翊 教  授 

周  非 教  授 博导 

应  俊 教  授 

熊  余 研究员 博导 

张普宁 副教授 博导 

刘乔寿 副教授 

范馨月 副教授 

李职杜 副教授 

崔亚平 副教授 

邹  虹 副教授 

杨  静 高级工程师 

何  鹏 讲  师（高校） 

甄  岩 正高级工程师 博导 

孙力军 研究员 

张若英 高级工程师 

杨  鹏 高级工程师 

刘双广 高级工程师 

(03)通信核心芯片、协议及系统应用 

郑建宏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申  敏  教  授 博导 

黄俊伟 正高级工程师 

段红光 正高级工程师 

王  琼 正高级工程师 

罗  雷 副教授 

夏  军 副教授 

何  云 高级工程师 

林  毅 高级工程师 

(04)通信网理论、通信网络测试与优

化技术 

张治中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鲍宁海 教  授 博导 

席  兵 副教授 

邓炳光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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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领域代码 

(05)融合通信新技术与高性能网络优

化 

郭  磊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宋清洋 教  授 博导 

宁兆龙 教  授 博导 

刘业君 教  授 博导 

侯维刚 教  授 博导 

王小洁 教  授 

巩小雪 副教授 博导 

(06)智能无线通信核心技术、关键装

备与系统应用 

林金朝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李章勇 教  授 博导 

李国军 教  授 博导 

李国权 教  授 博导 

徐昌彪 教  授 

吴  建 正高级工程师 

黄正文 副研究员 

(07)定位导航与智能感知技术 

田增山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周  牧 教  授 博导 

彭  保 研究员 博导 

何  维 副教授 

李兆玉 副教授 

谢良波 副教授 

李玲霞 高级工程师 

王  勇 讲  师（高校） 

聂  伟 讲  师（高校） 

杨小龙 讲  师（高校） 

(08)宽带无线接入及无线移动通信网

络技术 

李  云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刘期烈 教  授 博导 

苏开荣 教  授 

鲜永菊 副教授 

吴广富 高级工程师 

(09)无线信息传输与数据处理 

张祖凡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于秀兰 副教授 

张家波 副教授 

凌云志 正高级工程师 

孙韶辉 正高级工程师 

(10)未来互联网、移动大数据、移动

物联网及智能终端系统 

雒江涛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许国良 教  授 

彭大芹 正高级工程师 

王茜竹 正高级工程师 

张长虹 讲  师（高校） 

冉泳屹 讲  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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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领域代码 

(11)移动通信协议与无线通信信号处

理 

陈发堂 研究员 

①085401 

②085402 

李贵勇  正高级工程师 

王  丹  正高级工程师 

王华华  高级工程师 

雷  芳  副教授 

杨黎明 高级工程师 

(12)智能融合通信网络和无线传输新

技术 

王  洋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黄晓舸 教  授 博导 

张  杰 教  授 博导 

胡昊南 副教授 博导 

廖  希 副教授 

叶志红 副教授 

邵  羽 副教授 

林  峰 高级工程师 

廖莎莎 讲  师（高校） 

(13)通信信号处理、检测与优化、图

像处理 

张天骐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赵  辉 教  授 博导 

张  刚 教  授 博导 

朱  策 教  授 博导 

周  围 教  授 

罗忠涛 副教授 

陈昌川 副教授 

贺利芳 副教授 

汪大勇 副教授 

(14)智能视频处理，嵌入式系统开

发、物联网技术 

代少升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黄  俊 教  授 

谭钦红 副教授 

梁  燕 高级工程师 

(15)智能多媒体处理技术 

高陈强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刘宏清 教  授 博导 

周  翊 教  授 博导 

胡学刚 教  授 

李  强 副教授 

宋铁成 副教授 

罗  臻 讲  师（高校） 

杨  烽 讲  师（高校） 

赵  悦 讲  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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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领域代码 

(16)泛网无线通信技术 

余  翔 教  授 

①085401 

②085402 

肖云鹏 教  授  博导 

肖寒春 正高级工程师 

张功国 正高级工程师 

王诗言 副教授 

漆  晶 副教授 

韦世红 副教授 

杨  路 高级工程师 

王  蓉 高级工程师 

金  勇 高级工程师 

段思睿 讲  师（高校） 

龙  恳 讲  师（高校） 

(17)通信网融合与智慧物联技术，媒

体智能计算与交互技术 

陶  洋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胡  敏 教  授 

黄宏程 副教授 

熊炫睿 副教授 

吴  祺 高级工程师 

杨  柳 讲  师（高校） 

郭  坦 讲  师（高校） 

(18)未来网络、工业互联网、天地一

体化网络及安全 

赵国锋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徐  川 教  授 博导 

张  毅  教  授 

刘  亮 副教授 

段  洁 副教授 

刘媛妮 副教授 

吴  涛 副教授 博导 

罗  嘉 高级工程师 

杨莎莎 讲  师（高校） 

(19)智能宽带通信技术 

黄  胜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刘焕淋 教  授 

向劲松 教  授 

袁建国 教  授 

邓明亮 副教授 

张盛峰 副教授 

郭晓金 副教授 

朱  龙 讲  师（高校） 

卢  冰 讲  师（高校） 

 

 

 

 

 

 

 



第 17 页/共 17 页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领域代码 

(20)通信网新技术及应用 

李校林 正高级工程师 

①085401 

②085402 

文  武 正高级工程师 

刘  辉 正高级工程师 

文  凯 正高级工程师 

吴翠先 正高级工程师 

何登平 正高级工程师 

袁  泉 正高级工程师 

曹型兵 高级工程师 

尹  远 高级工程师 

(21)移动通信系统及信息安全、编码

技术 

朱  江 教  授 
①085401 

②085402 
陈善学 教  授 

张海波 副教授 

(22)无线通信网络理论与技术 

任  智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甘臣权 副教授 

周  逊 研究员 

(23)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6G网络

及智能信息处理 

唐  宏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雷维嘉 教  授 博导 

戴翠琴 教  授 博导 

雷宏江 教  授 博导 

(24)下一代网络技术及应用 

万晓榆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樊自甫 教  授 

王正强 副教授 

(25)宽带无线接入与新型无线网络 

粟  欣 研究员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许希斌 研究员 

肖立民 副研究员 

曾  捷 副教授 

(26)智能互联与先进仿真技术 

裴二荣 教  授 博导 
①085401 

②085402 
李永刚 副教授 

刘郁林 教  授 

注：指导教师中含部分外聘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