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介绍 

博士点专业介绍  

固体地球物理学专业  

(学科代码：070801)  

一、学科专业简介  

固体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表以下的地球本体，它采用物理学原理及方法，通过各种探测仪

器及信息技术对地球物理场（如地磁场、重力场、电磁场、地震波场、地热及放射性场等）进行

观测，使用实验、理论分析和计算模拟方法，以探索地球内部结构及物质组成、形成及演化，探

测地球内部各种矿产资源，防止和减轻地质灾害等。它与物理学、信息科学、地质学、大地测量

学、空间物理学、海洋学、地球动力学等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固体地球物理学研究不仅有

助于认识人类生活的地球本身，而且与国民经济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它已成为地球科学中最具有

活力的学科之一。其研究成果将对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固体地球物理学在我校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和齐全的支撑学科专业，拥有良好的师资队伍和研究工

作条件，坚持理论地球物理学与应用地球物理紧密结合的原则，进行科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

养。在深部地球物理学与地球动力学、油气地球物理、岩石物理、地球物理反演与层析成像等领

域形成了鲜明并具优势与特色的研究方向。  

本学科点拥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是四川省重点学科和“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撑学科专业。  

二、研究方向  

l  深部地球物理与地球动力学  

l  油气地球物理学  

l  矿产地球物理学  

l  地震波与电磁波层析成像理论  

应用地球物理专业  

(学科代码：081822)  

一、学科专业简介  

“应用地球物理学”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应用地球物理主要将勘

探地球物理相应的理论、方法以及相关的信息采集、处理、解释等物理探测方法技术应用于地质



资源与地质工程研究。本学科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既包含磁力、重力、电法、电磁、地震、测井

和放射性等勘探地球物理专业基础知识，又涉及物理学、数学、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等当

代众多科学成就与方法技术。  

本学科主要从事资源勘查、地质工程、工程检测、灾害与环境问题研究以及相应的信息采集、处

理和解释等理论及方法技术研究。通过利用多种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查手段获取矿产资源的信息和/

或地质异常体的信息，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分析解释，以达到对

矿产资源的勘查及对地质工程，灾害和环境等问题综合评价的目的。  

应用地球物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该学科在应用上涵盖了与我国国民经济相关的多个重

大领域，包括国土资源调查、固体矿产和能源勘查、地质工程、灾害与环境问题、以及冶金、核

工业、水利、交通、国防、海洋等应用领域。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教学与科研力量雄

厚，我校应用地球物理学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势学科，并以地球物理数字处理为特色，它

已成为地球科学中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支持着众多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部门或

高科技领域。  

二、研究方向  

l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l  地球物理信号与信息处理  

l  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  

l  应用地球物理与计算机技术  

l  地球物理与资源评价  

地球探测信息技术专业  

(学科代码：081802)  

一、学科专业简介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属“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在原二级学科

“应用地球物理”、“应用地球化学”、“数学地质”和“遥感地质”的基础上相互交叉渗透而

形成的一个学科，主要包含“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中物探、化探、遥感的探测及信息处理方法

技术。  

本学科主要从事固体矿产及能源勘查，地质工程、灾害、环境问题研究，地球深部探测等领域的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等方面的探测，以及相应的信息采集、处理、解释等理论及方法

技术的研究。以多种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探测手段获取地球内部结构、固体或流体矿产

资源的信息，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分析解释，以达到对地球资源

进行勘查，对地球结构进行研究，对地质工程、灾害、环境等问题进行综合评价预测的目的。本

学科专业是我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之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建有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教育部和四川省“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是“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  



二、研究方向  

l  应用地球物理  

l  应用地球化学  

l  3S技术与数字地球  

l  数学地质与多源信息综合利用  

l  地学核技术与应用  

硕士点专业介绍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专业  

(学科代码：081802)  

一、学科专业简介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属“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在原二级学科

“应用地球物理”、“应用地球化学”、“数学地质”和“遥感地质”的基础上相互交叉渗透而

形成的一个学科，主要包含“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中物探、化探、遥感的探测及信息处理方法

技术。  

本学科主要从事固体矿产及能源勘查，地质工程、灾害、环境问题研究，地球深部探测等领域的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等方面的探测，以及相应的信息采集、处理、解释等理论及方法

技术的研究。以多种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等探测手段获取地球内部结构、固体或流体矿产

资源的信息，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分析解释，以达到对地球资源

进行勘查，对地球结构进行研究，对地质工程、灾害、环境等问题进行综合评价预测的目的。本

学科专业是我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之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建有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教育部和四川省“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是“油气藏地质与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  

二、研究方向  

l  应用地球物理  

l  应用地球化学  

l  3S技术与数字地球  

l  数学地质与多源信息综合利用  

应用地球物理专业  

(学科代码：081822)  



一、学科专业简介  

“应用地球物理学”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应用地球物理学主要将

地球物理相应的理论、方法以及相关的信息采集、处理、解释等物理探测方法技术应用于地质资

源与地质工程研究。本学科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既包含磁力、重力、电法、电磁、地震、测井和

放射性等勘探地球物理专业基础知识，又涉及物理学、数学、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等当代

众多科学成就与方法技术。  

本学科主要从资源勘查、地质工程、工程检测、灾害与环境问题研究以及相应的信息采集、处理

和解释等理论及方法技术研究。通过利用多种先进的地球物理勘查手段获取矿产资源的信息和/或

地质异常体的信息，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分析解释，以达到对矿

产资源的勘查及对地质工程，灾害和环境等问题综合评价的目的。  

应用地球物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教学与科研力量雄厚，应

用地球物理学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势学科，并以地球物理数字处理为特色，它已成为地球

科学中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支持着众多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部门或高科技领

域。  

二、研究方向  

l  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l  环境与工程地球物理  

l  地球物理软件工程  

l  地球物理信号与信息处理技术  

物探仪器与测试技术  

固体地球物理专业  

(学科代码：070801)  

一、学科专业简介  

“固体地球物理学”是下属于一级学科“地球物理学”的二级学科专业。固体地球物理学的研究

对象是地表以下的地球本体，它采用物理学原理及方法，通过各种探测仪器及信息技术对地球物

理场（如地磁场、重力场、电磁场、地震波场、地热及放射性场等）进行观测，使用实验、理论

分析和计算模拟方法，以探索地球内部结构及物质组成、形成及演化，探测地球内部各种矿产资

源，防止和减轻地质灾害等。它与物理学、信息科学、地质学、大地测量学、空间物理学、海洋

学、地球动力学等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固体地球物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人类生活的地

球本身，而且与国民经济建设有着密切关系，它已成为地球科学中最具有活力的学科之一。  

固体地球物理学在我校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和齐全的支撑学科专业，拥有良好的师资队伍和研究工

作条件，坚持理论地球物理学与应用地球物理紧密结合的原则，进行科学研究与高层次人才培

养。在深部地球物理学与地球动力学、油气地球物理、岩石物理、地球物理反演与层析成像等领

域形成了鲜明并具优势与特色的研究方向。  

本学科点拥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是四川省重点学科和“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撑学科专业。  

二、研究方向  

l  深部地球物理探测  

l  地球物理层析成像  

l  油气与矿产地球物理  

l  地球物理反演理论与方法  

l  地球物理场的环境效应  

●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学科代码：081002)  

一、学科专业简介  

“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类属“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它是一个宽口径、

应用范围较广的学科生长点。本学科发展的宗旨是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计算

机技术进行信号及信息的获取、分析、处理、传输、图示等科学处理，以使学生达到能够从

事信息交换、信息资源共享、信息系统的分析与综合设计，以及为信息产业研究与开发服务

等目的。培养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电子与通信工程、信号与信息处理、计算机通信等信息

技术领域研究与工程设施的高级技术、管理与研究人才。  

本学位点在培养本学科点硕士研究生的同时，还挂靠于我校相关博士点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是我校信息工程、计算机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教师队伍和学术梯队的培养基地。同时，我

校信号与信息处理包含了多个学科，在我校主要涵盖了数字化工程、3S工程与数字国土、网

络信息处理技术、雷达遥感信息处理及应用、地球信息科学等特色优势研究领域。  

二、研究方向  

l  现代信息处理理论与方法方向  

l  数字通信与信号处理  

l  信号与图像非线性处理  

l  信息管理与信息挖掘技术  

●     灾害救助与预警处置系统  

学士点专业介绍 

● 地球物理学  

● 培养目标：本专业是以地球物理学基本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为手

段，培养具有地球深部构造、地震监测与震害安全性评价、地球物理工程、能源及矿产资源

与环境效应等研究与开发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从事大陆动力学、地球深浅层结构、能源

与矿产资源勘查、地球物理环境效应、城市与大型工程地球物理勘探和地基稳定性分析与研

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 主要课程：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计算机语言及程序设



计、数学物理方程、地质学基础、弹性力学、场论、数字信号处理基础、地震学、地磁学、

地电学、重力学、勘探地震学、地球物理测井、工程与环境地球物理等。  

●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航空航天、环境保护、地震、建筑、能源、交通、铁道、水利、

水电、地矿、煤炭、石油、化工、有色冶金、部队、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行业、部门从事

地球物理的科研、教学、勘查和管理等工作。  

● 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校攻读“固体地球物理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应用

地球物理”硕士、博士学位、“地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可继续在“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 本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 本专业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应用地球物理（含化探、遥感）方法等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基本

理论、一般方法和现代化技术，具有油气藏、矿产资源勘查、工程勘察等设计与施工、管理

的基本能力及其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开发的初步能力，在水电、铁路、交通、建筑、国

土资源、环保和军工等部门从事资源勘查与评价、环境保护、工程勘察与研究开发的高级工

程技术人才。  

● 主要课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方法、信号与系统、数学物理方程、地质学基础、弹性

力学、场论、电法勘探、重磁勘探、地震勘探原理、地震资料处理及解释、物探测井、工程

与环境物探、核物探技术、勘查地球化学、遥感技术与应用、石油地质、工程地质、物探数

据处理、地球物理层析成像等。  

●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勘查设计、油气勘探、环境保护、水利水电、航天、海洋、煤

炭、能源、建筑、交通、国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部门从事科研、教学、勘探及管理工

作。  

● 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校攻读“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应用地球物理”、“固体地

球物理学”硕士、“地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可继续在“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 本专业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应用物理学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创新精神、宽厚的数理科学基础及较强实验动

手能力，具有将物理学科的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付诸于应用的技术创新能力，掌握光电检

测、光电材料及应用、电磁波应用等专业方向所必备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技术与方法，能

够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科技开发、产品设计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 主要课程：普通物理学（含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电路分析基础、模



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电磁场与电磁波、计算物理、量子力

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材料物理、薄膜物理与技术、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激光原理

与技术、光电检测技术、微波技术与天线、GPS原理与技术、地球物理学概论等。  

●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光电检测、光电材料及应用、电磁波应用等广泛的科技领域（涵

盖信息、材料、环境、能源、地球、空间等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设

计、教学和管理等工作；同时可借助具有坚实数理基础和宽口径专业方向的优势，考取与物

理学及应用物理学相关的许多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 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校攻读“固体地球物理学”、“应用地球物理”、“地球探测与

信息技术”硕士、博士学位、“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可继续在“地球探测

与信息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 本专业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地学基础，熟练掌握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与方法，能够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通信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与实施行业信息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

等的高级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 主要课程：地质学基础、数字地球导论、信号与系统、计算机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字信

号处理、电磁场与电磁波、数字工程原理和方法、数据库原理、地理信息系统、数据结构、

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测绘学、遥感概论、数字图像处理技术、GPS技术等。  

●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包括城市管理、航空航天、铁道、交通、国防、

旅游、国土、环境、海洋、建筑、金融、水利、电力、能源、农业、林业、测绘、房产、政

府机关、各类高新技术公司、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各类数字工程规划、设计、施工、

管理或教学科研工作。  

● 深造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校攻读“信号与信息处理”、“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硕士学位，可在校攻读“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国家重点学科）硕士、博士学

位，可在“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可攻读校外地球物理

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 本专业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工程硕士招生领域介绍  

地质工程  

一、概述  

地质工程领域，是以自然科学和地球科学为理论基础，以地质调查、矿产资源的普查与勘

探、重大工程的地质结构与地质背景涉及的工程问题为主要对象，以地质学、地球物理和地



球化学技术、数学地质方法、遥感技术、测试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手段，为国民经济建设

服务的先导性工程领域。国民经济建设中重大地质问题、所需各类矿产资源、水资源与环境

问题等是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地质工程领域正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科学研究、工

程实施和人才培养。地质工程领域服务范围广泛，技术手段多样化，目前，从空中、地面、

地下、陆地到海洋，各种方法技术相互配合，交叉渗透，已形成科学合理的、立体交叉的现

代化综合技术和方法。  

本工程领域涉及到数学、物理学、地质学、油气及固体矿产的矿产普查与勘探、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岩土工程、遥感地质、数学地质、应用地球物理和应用地球化学、计算机应用技

术等学科。  

二、培养目标  

地质工程领域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地质调查、工程勘察、矿产资源的

普查勘探与开发相关的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和

工程管理人才。要求掌握地质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及管理知识，了解

地质工程领域工程技术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解决地质工程有关问题的先进技术方

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具有独立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

定的创新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与地质工程领域有关的专业文献和撰写论

文的外文摘要；能熟练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地质工程领域中有关问题。  

三、领域范围  

1．地质工程领域适用行业：  

地质工程领域适用于国民经济基础行业，包括地质调查、油气及固体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与

评价、大型工矿企业和水利水电建设、公路和铁道建设、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质环境及

地质灾害的调查、勘察及监测等。  

2．地质工程领域覆盖范围：  

(1)地质调查技术和方法与矿产资源勘查与评价；  

(2)区域矿产基地及矿产远景区预测与评价；  

(3)矿区与矿床的勘探、开发与 评价；  

(4)地质工程领域建设、勘查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与决策；  

(5)地质勘探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6)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的预测、评价、监测与保护；  

(7)地质结构、地质环境、地质过程及地质灾害研究中的计算机应用；  

(8)地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检测及新方法、新技术的设计、开发、应用；  

(9)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行业的工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