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级学科代码：0702    

一级学科名称：物理学 

第一部分 学科定位与发展目标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及实际应用的基础学科，

其基本理论包括经典物理学、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等。这些基础理论的发展，使人

们对物质、运动及时空等的基本规律有了深刻的理解。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一

方面揭示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和社会的

进步。物理学发展的目标是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质的起源和运动规律的认识。 

兰州大学的物理学科包括如下二级学科：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凝

聚态物理、光学、无线电物理和计算物理等。 

学科定位：围绕物理学发展的目标，发现物理学的新现象、新规律，解决物

理学中的重大基础理论及实际应用问题，促进物理学与交叉学科的发展。结合社

会需求，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的科研、教学及应用型人才。 

发展目标：通过物理前沿基础理论（如粒子物理与场论、引力与宇宙学、凝

聚态理论、量子信息、原子核物理等）和基础实验（磁学与新型磁性材料、电子

材料与器件工程、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中子物理等）的发展，解决基本理论问

题，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国内领先、

国际上有影响的物理学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形成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一流学科。 

第二部分  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博士生需要掌握物理学及相关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宽广的知识背景、系统

深入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实验技能和方法。博士生应掌握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哲

学与科学方法论，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科学研究。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具有直

接获取国内外科研信息的能力，能够熟练阅读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并具

有较强的科研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根据物理学各学科方向的研究范围和特点，相关学科方向的博士生应掌握如

下相关专业知识： 

1.理论物理：数学物理、量子场论和规范场理论、广义相对论、低维场论与

弦理论、量子多体理论、平衡与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相变理论、量子信息、计算

物理学等。 

2.粒子物理与核物理：量子场论和规范场理论、量子色动力学、量子核多体

理论、核反应、实验核物理、计算物理学等。 

3.凝聚态物理：凝聚态物理现代实验方法、磁学及磁性材料基本现象和理论、

微纳结构的加工及测试技术、量子多体物理、金属及半导体材料电子输运、相变

理论等。 

4.光学：量子光学理论及实验方法、冷原子分子物理、辐射量子统计等。 

5.无线电物理：现代图像通信工程、现代数字信号处理、信息光电子学等。 

6.计算物理：计算物理学、计算材料学、高等数学物理、数值模拟等。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对物理学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基础知识；

具备扎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基本的实验技能和较强的创新能力；掌握物理学相

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在科研选题、研究方法和创新能力等方

面受到系统的训练，具有独立从事物理学及相关领域或跨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以及科研团队合作能力；具有胜任今后教学工作的能力。 

2.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贡

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备严谨的科学作风，自觉抵制弄虚作假、剽窃等学术不

端行为和学术腐败行为。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把握准确，能够有效地获取专业知识

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对获取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能够透彻理解并灵活应用；熟悉本

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并能够跟踪最新进展；对数学、天文学、材料科学、

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与物理学相关的学科有广泛的了解；掌握因特网的使用，



数据库检索，数据处理等现代信息处理技能；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获取

和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熟练使用外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 

具有较强的学术鉴别能力，能够对“研究问题、研究过程、已有成果”等进行

准确的价值判断；具有批判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能从特定学科领域的文献中或在

已有的实验过程中发现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提出可验证的科学假说，进行详细分

析论证，撰写研究计划，自行设计方案，并对问题进行验证和解决。 

3.科学研究能力 

在导师的帮助下，积极发现并提出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针对问题独立设计合

理的研究方案，对研究所取得的计算或实验数据进行科学的处理和分析并形成结

论，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发表。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高等

学校教学的工作能力，以及本学科相关领域工程、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体现在博士生的整个培养过程中。 

4.学术创新能力 

具备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开展创新性思考、创新性研究和取得创新性学术

成果的能力，能够在物理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性、应用基础性科学研究或专门技

术的研发上取得创新性成果。 

5.学术交流能力 

学术交流是发现问题、开阔视野、获取知识、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的重要途径

之一。需要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阅读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并具

有较强的科研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内外，特别是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博士期

间应至少参加一次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 

6.其他能力 

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教学或科研管理方面的能力；具备基本的撰写项目申

请书的能力；具备自我协调以及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身心健康；有责任心。 

四、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导师或导师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的系统

完整深入的总结，在科学上或专门技术上体现出创新性，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

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能力。 

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博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科学现状和动向，尽

早确定课题方向，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完成论文选题报告。选题报告包含文献综

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点

等。选题报告应以学术活动方式在研究方向相关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以博士生

导师及指导小组成员为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评审。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如果

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做选题报告。 

文献综述体现了博士生在本领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是考查论文前沿性和原

创性的基础，是对本研究领域已有学术成果的总结、分析和提炼，从而确定科学

问题的重要环节。文献综述应当做到客观严谨，能够找到已有成果的局限和新的

研究热点，并合理导入自己的研究选题。文献综述要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代表性，

文献的缺漏和缺乏代表性都会影响选题的准确性。 

2.规范要求 

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且论文是系统、完整、深入

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体现出博士生在所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创新性学术

成果，应能反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具备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一般用中文撰写，论文需表达准确、

条理清晰、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可靠、图表规范、结论可信。 

博士学位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前言或绪论、正文、总结及展

望、参考文献和致谢等。论文选题应为物理学前沿重要课题，论文题目应简明扼

要、能反应出论文的核心内容。中英文摘要应高度概括论文研究的动机、科学意

义、主要成果和结论。前言或绪论应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内容进行全面的简

要叙述，应包括文献综述，指出其价值与不足，并阐明论文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及

意义。正文为论文的主体，为博士期间工作的系统总结，这部分内容应不少于论

文（除参考文献外）的三分之二。总结与展望应对论文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指

出研究结果的主要创新性，并对后续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3.成果要求 

学位论文的撰写应基于在本学科领域已做出的系统、完整、深入的具有创新

性的科研工作。 

相关成果最低要求：作为主要作者，在本学科领域相关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1

篇 SCI 二区以上（含二区）学术论文或 3 篇高水平 SCI、EI 国际期刊论文（其中

至少 1 篇为 SCI）或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项且发表 1 篇 SCI、EI 国际期刊论文。 



学术创新可以出现在提出问题、研究过程和最终研究成果的任何环节。 

4.工作时间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的工作时间原则上不低于 3 年。 

5.字数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体现出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完整性和饱满度，且学位论文中

本人研究工作部分占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原则上不少

于 4 万字。 

6.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后，文字复制比不超过 10%。 

第三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硕士生应通过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具有坚实的数学和

物理理论基础和较宽的知识面，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技术

和方法，能够解决科学研究或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能够进行外文文献阅读和写作。 

根据物理学各学科方向的研究范围和特点，相关学科方向的硕士生应掌握如

下相关专业知识： 

1.理论物理：数学物理、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高等量子力学、高等统计

物理、量子多体理论、量子信息、计算物理等。 

2.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粒子物理基本理论、量子场论、高等量子力学、核理

论、近代实验物理、计算物理等。 

3.凝聚态物理：凝聚态物理基本理论与现代实验方法、磁学及磁性材料基本

现象和理论、固体物理实验方法、现代材料物理研究方法、半导体理论、

晶体生长原理与技术等。  

4.光学：量子计算与量子通讯、量子光学基本理论、非线性光纤光学、光学

原理等。 

5.无线电物理：电磁学、电磁理论、现代通信原理、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光波导理论与应用、无线通信系统等。 

6.计算物理：计算物理学、复杂网络理论、博弈动力学及其应用、传播动力

学、复杂适应系统、数值模拟等。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应用研究有浓厚

的兴趣；具备一定的学术潜力；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

知识；在科研选题、研究方法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受到系统训练，具有独立从事物

理学及相关领域或跨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  

2. 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知识产权，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贡

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备严谨的科学作风，自觉抵制弄虚作假、剽窃等学术不

端行为和学术腐败行为。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的能力 

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把握比较准确，能够通过课程学习、

文献阅读和科学研究等途径有效地获取专业知识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对获取的知

识和研究方法能够理解并正确应用。 

熟悉本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并能够跟踪最新进展；对相关的领域有基本的

了解；掌握因特网使用、数据库检索、数据处理等现代信息处理技能；至少掌握

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具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能够正确地评价和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并较为独立地解决课题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较为独立地设计并开展研究。能够进行基本

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并形成结论。 

3.实践能力 

掌握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方法与技巧，能够与他人良好地合作，具备一定

的开展学术研究或技术开发的能力，并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及组织协调能力。 

4.学术交流能力 

需具备熟练表达研究成果的能力，包括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其学术专长

的学术交流能力。较熟练的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学术交流

的能力。 

5.其他能力 

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教学能力；自我协调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身心健

康；有责任心。 

四、学位论文要求 

1.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合作完成的、较为完整的学术

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体现出硕士生在所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学术成果，应能反

映出硕士生已经掌握了较为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较为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较

为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一般用中文撰写，论文需表达准确、条理

清晰、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可靠、图表规范、结论可信。 

硕士学位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前言或绪论、正文、总结及展

望、参考文献和致谢等。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能反应出论文的核心内容。中英

文摘要应高度概括论文研究的动机、科学意义、主要成果和结论。前言或绪论应

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简要叙述，应包括文献综述，指出

其价值与不足，并阐明论文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及意义。正文为论文的主体，为硕

士期间工作的系统总结，这部分内容应不少于论文（除参考文献外）的三分之二。

总结与展望应对论文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研究结果的创新性，并对后续研

究工作进行展望。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如实反映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合作完成的研究工作；论

文应阐明选题的目的和学术意义，或对社会发展、文化进步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

价值；论文作者应在了解本研究方向国内外发展动向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工作特

点，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的见解。 

3.成果创新性要求 

硕士生应在本学科领域做出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科研工作，

并在本学科领域以兰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以排名前三作者的身份发表至少 1

篇相关的 SCI/EI 研究论文，或获得 1 项授权发明专利（导师和其他老师署名除

外）；参与涉密项目的按照涉密相关规定执行。 

学术创新可以出现在提出问题、研究过程和最终研究成果的任何环节。 

4.工作时间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时间原则上不低于 2 年。 

5.字数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体现出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且论文研究工

作部分占论文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论文原则上不少于 2.5 万字。 

6.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后，文字复制比不超过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