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学院专业硕士教育培养改革 
  按照校研字〔2019〕95 号文件精神，我院 2020 年将按照“武汉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模式试点改革的实施方案”实施专业硕士教育培养试点改革，具体实习单位介绍如

下： 

一、武汉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 

武汉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由重庆市两江新区政府与武汉理工大学联

合共建。研究院立足重庆市“十三五”规划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助力重庆“中国智谷”

建设，围绕智能新材料、光纤智能感知、大数据、人工智能、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深入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力助推重庆市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构建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科技成果转

化对接平台，为重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研究院面向国家、重庆市和两江新区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和需求，依托武汉理

工大学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主要设立以下五个研究方向: 

智能新材料 

依托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化示范学院、材料复合新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硅酸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开发智能新材料,研发新型高强

度可弯曲透明微晶玻璃、新型节能玻璃、高性能超薄及柔性玻璃、太阳能及储热技术、压电纤

维复合材料等高新技术产品，为企业新型高端产品开发，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

装备支撑。 

光纤智能感知 

依托武汉理工大学光纤传感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信息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道路桥梁

与结构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研发能够在工程恶劣环境下运行的长寿命、高精度的光纤传感

器、传感网络和健康状况实时监测系统，为重庆市重要设施、重大设备和重大工程的长期实时

监测，提供敏感材料制备、光纤微加工、关键器件和工程应用等关键技术支撑。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依托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数字制造湖北

省重点实验室等单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核心，面向城市管理、智能

制造、医疗美容、媒体融合等领城开发大数据应用平台，为相关企业产品研发和提档升级提供

大数据支撑。 

智能网联汽车 

依托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自动化学院、信息

工程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宽带无线电通信与传感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等单位，面向无人驾驶、

智能网联、智能工程车等和医疗康复等领域，研发检测测试平台和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

关键核心零部件,重点培育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的人才。 

智慧农业 

依托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自动化学院、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信息工程学院等单位，面向现代农业技术，研发能源技术、智能新材料、大数

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为现代农业技术发展提供支撑。 

重庆研究院 2020年拟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全日制电子信息专业（计算机技术方向、



 

 

软件工程方向）硕士研究生 20人。 

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智能网联汽车团队 6 

生物信息学团队 4 

数字内容与知识服务团队 6 

智慧港口团队 4 

二、武汉理工大学三亚科教创新园 

武汉理工大学三亚科教创新园位于海南省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响应国家“建设海洋强国”的

战略部署、“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战略规划，立足海南省在“海洋”和“大数据”相关的经济、

社会和科技领域的发展机遇，助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建设成国家深海科技创新中心、“南繁硅

谷”及产学研城深度融合的聚集地。研究院旨在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海洋大数据专

业研究平台、高级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推动相关技术和产业转型升级，

为当地发展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研究院针对国家“海洋战略”和“大数据战略”规划以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创新发展对大数

据技术的迫切需求，建立“海洋工程与环境大数据”研究中心，目前主要是开展以下三个方面

的研究： 

光纤传感技术和海洋大数据分析 

在光纤传感技术和海洋大数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海洋应用光纤传感技术的新原理和

新理论研究。南海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且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接壤，因此需要

实现更长距离的监测从而保障海洋资源和维护国家安全。②新型海洋传感材料、封装材料和制

作工艺等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研究。重点研究基于大容量、多参量光纤传感阵列及其网络的新

测量方法和信息处理技术，发展自主海洋传感器，构建基于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海洋环境立体

监测系统。③海洋大数据分析和应用。开发光纤传感信息数据库，对经光纤传感技术汇集的数

据实时采集，形成海洋资源、环境、外来物的信息识别、收集、存储和处理于一体的信息平台。 

分子育种与环境大数据分析 

在分子育种和环境大数据领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表型大数据采集设施的建设：聚焦

海南地区重要经济物种，搭建多层次表型平台，从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关键育种性状和环境参数

的全生育期采集与监测，实现不同物种的育种目标。②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组学分析：利用人工

智能和深度学习等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热带作物和海水养殖物种的知识图谱，用于基因功能

的深度挖掘和调控，进而实现分子育种。③分子育种平台的研发与应用：以热带作物和海水养

殖物种为研究对象，开发适合于热带地区作物和海水养殖物种的分子育种平台，为当地热带作

物和海水生物育种技术的提升服务。 



 

 

海洋大数据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信息安全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安全、软件可靠性测试、跨平台漏洞检测、网络攻击

路径分析、安全态势感知与网络攻防等，研究内容为围绕我国生物、环境与海洋信息安全短板

弱项，研究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国产基础软件安全可靠性测试方法、跨平台漏洞关联

检测算法、专用网络攻击路径分析、安全态势感知与网络攻防等关键技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

安全、数据资源安全、通信网络安全以及计算环境安全在内的一体化安全保障体系。 

海南研究院 2020年拟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全日制电子信息专业（计算机技术方向、

软件工程方向）硕士研究生 12人。 

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人工智能与环境信息学团队 8 

海洋大数据团队 4 

三、武汉理工大学柳州研究院 

武汉理工大学柳州研究院是武汉理工大学依托广西汽车研究院、广西汽车集团、上汽通用

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平台，联合建设创新平台、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推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

化的科研平台。 

研究院将建设汽车轻量化、智能网联、先进材料、先进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新能源汽

车、汽车大数据等 7个技术研发中心，并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相关技术，就上述前沿课题展

开联合攻关。上汽通用五菱将与研究院开展基于产学研合作的汽车关键零部件研发及检测技术

项目合作。 

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化前景越来越广阔，其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越来越大，主要是：

复杂交通状况的信息获取、评估与控制技术；大航程、长时态电池动力技术。迫切需要从事模

式识别、自动化控制、嵌入式开发的技术人员。 

汽车关键零部件研发及检测技术研发是研究院依托上汽通用五菱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科技

攻关活动。主要从事关键零部件自动化设计、匹配模拟仿真、汽车生产线质量控制装备研发。

需要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智能技术研发人员。 

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研发也是计算机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另一个研究热点，是车联网与智

能车的有机联合，是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

技术，实现车与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实现安全、舒适、节能、高效行驶，

需要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大数据应用开发、智能技术研发人员。 

柳州研究院 2020年拟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全日制电子信息专业（计算机技术方向、

软件工程方向）硕士研究生 10人。 

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智能网联汽车团队 3 

嵌入式系统团队 4 

智能故障诊断团队 3 



 

 

 

四、武汉理工大学专业改革试点班（武汉 IT 企
业实习） 

专业改革试点班 2020 年拟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全日制电子信息专业（计算机技术

方向、软件工程方向）硕士研究生 20人  

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人工智能团队 6 

网络空间安全团队 7 

嵌入式系统团队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