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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位授权点年度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研究生招生、在

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研究生导师状况，学科建

设年度总目标。

武汉科技大学物理学依托冶金工业过程系统科学湖北省重

点实验室和高性能钢铁材料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技术研究中

心，以材料物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为根本，整合各个学科方向的

研究特色，发挥各研究方向的研究专长。本着学科交叉、相互促

进的原则，学科建设的长期目标是建设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

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本学位点没有上榜，第五轮学科评

估正在进行中，本学位点的最低目标是上榜。2021 年度中本学

位点建设的主要工作有：

师资引育：今年成功引进王立勇和戚亚娟两位青年博士，充

实师资队伍。

学科方向布局：物理学现有相对稳定的四个研究方向，即（1）

金属物理；（2）磁性物理与材料；（3）纳米功能材料；（4）

理论物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物理学和材料学的发展方向和

趋势，积极开拓材料多尺度模拟计算研究方向，即采用实验结合

多（跨）尺度模拟以及材料基因组方法，进行材料性能分析与设

计。

今年成功申报成立材料基因组联合研究中心校级重点科研

平台。申报了今年的政府债券，我学位点三个项目（超快自旋电

子学校级重点科研平台，高压科学与技术校级一般科研平台和材

料物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都成功入选，合计建设经费为

1500 万元左右。2021 年 10 月 21 日，武汉科技大学材料基因组

联合研究中心获批校级重点科研平台，成林老师为平台负责人，

应用物理系 10 多位老师为该平台主要研究人员。2021 年 10 月

22 日，举办了武汉科技大学首届材料多尺度计算模拟学术会议，

参会人数超过了 200 人，取得了好的效果。

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1.积极推进教师立项、参与教学研究、教学质量工程建设、

教材建设等。进一步完善已经完成建设的在线课程，将以上的教

学改革等工作的成果凝练，积极申报教学成果奖。

2.修订和完善物理学硕士生培养方案，合理利用研讨式课

程，与研究生展开学术问题的讨论，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类重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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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到科研项目中，以科研为驱动，激发学

习的动力，鼓励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相互交流，融合创新，进

而提高论文质量。

3.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本着“请进来，送出去”的原则，加

大力度开展国际、国内合作交流。

4.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招生 26 人，创历史新高，生源质

量进一步提高（985 学校生源 3 人，211 学校生源 2 人）。毕业

研究生 6 人，其中 5 人就业、一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主要成果

1.李钰课程团队“X 射线衍射物相定性与定量分析虚拟仿真

实验”课程获批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侯廷平教授2021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

湖北省重大攻关项目 1 项，王好文博士 2021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 1 项。获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

助 1 项（戚亚娟）。发表论文 52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1 篇。

3.李钰获校级教学成果奖，李新获湖北省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竞赛奖二等奖。

4.引进新进教师 2 名，充实师资队伍。

5.获得省级教研项目 1 项，教育部产教协同育人项目 1 项，

校级教研项目 1 项，发表教研论文 4 篇，新建在线课程 1 门。

二、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数量、质量、结构、人才引育、学术创新团队培育和新

增等情况。

物理学现有专任教师 53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 人，教授 10

人（新增 1 人），副教授 27 人（新增 1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 46 人，有海外经历的教师 20 人。研究团队中有香江学者 1人，

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1 人，楚天学子 3 人，湖北省杰出青年 1 人，

武汉市十百千人才工程 1 人，湖北省教育厅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

2 个。专任教师队伍规模、年龄与职称等结构合理，其中每个学

科方向至少含正高级职称人员 2 人，高级职称教师至少 5人。专

任教师中 50 岁以下正高级职称人员比例达 50%、40 岁以下副高

级职称（含）以上人员的比达 43%、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 85%、

主要学科方向至少有 1 名学科带头人及 3 名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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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一流课程、核心课程、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方式、省级质量

工程、教学成果奖、出版规划教材（或马工程教材）、省部级以

上学生竞赛获奖、学生论文质量、学生国际交流、国外留学生招

收等。

核心课程有高等量子力学、高等固体物理、高等统计物理，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开设的选修课程有金属物理学、广义相对

论、高等电动力学、高等光学、凝聚态物理导论、群论、材料现

代研究方法、材料物理性能、铁磁学、非线性光学、低维物理、

计算物理等课程。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式以课堂讲授和课堂讨论

为主要形式；以课程论文和课程考试为主要考核方式。

研究生毕业论文外审一次通过率 100%。由于疫情影响，本

年度研究生参加校外举办的国内外学术交流较少。

四、科学研究水平提高

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 8 项；2021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4 项，其中面上基金 1 项，青年基金 3 项；获批湖北省重

大攻关项目 1 项。国防科研项目 6 项，省级项目 2 项，其它横向

项目 4 项，总经费达 700 余万元。教师获得的国内外奖项 4 项。

发表 SCI 论文 31 篇。

五、学术交流与支撑平台建设

2021 年 10 月 22 日，举办了武汉科技大学首届材料多尺度

计算模拟学术会议，邀请了两位校外专家和三位校内专家作报

告，参会人数超过了 200 人，取得了好的效果。物理系推动学校

成立的高性能计算中心今年建成投入使用，协助学校网络信息中

心对高性能计算中心进行除硬件维护外的日常管理，为学校 200

多位老师提供了良好的计算平台和服务。12 月 17 日举办应用物

理系研究生学术论坛。

六、社会服务贡献

本学科坚持人才培养为本的原则，坚持“成果彰显特色、条

件吸引人才、项目引导创新、过程保证质量”的原则。通过提升

整体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优质的生源，

近五年来，累计为地方培养硕士研究生 40 余人，毕业生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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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的广泛欢迎。

坚持人才培养的同时，本学科瞄准学科发展前沿，立足湖北，

服务行业和地区，依托学校钢铁冶金优势，实现“学有所长、研

有所新、用有所依、产有所值”。通过多种途径和企业开展广泛

的合作，其一号召年轻的教师积极走进企业，每年安排 1 到 2 名

教师脱产进企业合作，密切了校企关系同时也使得年轻老师在生

产一线得到充分的锻炼，和科研理论联系更加密切。其二通过鼓

励科研成果丰富的老师创办企业或者转让成果的形式实现成果

产业化，先后和武汉铁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敏芯半导体有限公

司、武汉联特股份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2021 年本学科继续立足于服务社会，全年获批了 6 项国防

科研项目和 4 项企业横向项目。汪汝武近年来一直坚持从事科研

成果转化工作，主持我校的孵化器工作，为我校教职工的科研产

业转化付出了巨大的能力。

七、学科管理制度建设

1.以“成团队、有核心、能引领”为目标，落实科研团队建

设。

学位点成立了(1)金属材料组织与性能调控；(2)纳米与薄膜

材料研究所；(3)超快自旋电子学研究中心；(4)武汉科技大学材

料基因组联合研究中心等 4 个科研团队。每个团队都有相应的负

责人及科研骨干，以后我们会以团队的形式制定科研任务。每年

我们会以团队的形式检查科研日志和本年度该团队科研工作的

开展情况。

2.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为目的，引导研究生参与到学科建

设。

2021 年理学院新制定了硕士研究生毕业申请学位需要的成

果要求。明确要求我们的导师要从严要求，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这些学生取得的成果既可以作为优秀研究生的成果支撑学科评

估，也可以作为导师的成果支撑学科建设。我们的导师除了督促

学生积极做科研，还要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高质量的学科竞

赛，这些学科竞赛和行业获奖都是学科评估所需要的。学院也会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以项目资助的方式，鼓励有研究潜力的硕

士研究生参与到学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中，提高学科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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