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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 2013 年度信息一处项目申请代码、研究方向选择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然后结合调整后的 2014

年度信息一处项目申请代码，给出了新三级代码的属性、说明及其与研究方向的对应关系。最后阐述了申请人在选

择信息一处申请代码与研究方向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关键问题。 

1  概述  

2013 年度信息一处继续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NSFC)项目计算机辅助受理的一个试点科

学处，参与了项目计算机辅助受理的试点工作 1)。

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计算机辅助分组的需要，

制定每个代码的下属研究方向，以及每个研究方向

的下属关键词；ISIS 系统辅助项目分组试用；试点

情况的统计分析。 
2013 年度信息一处受理的面上、青年和地区基

金项目申请(以下简称自由申请项目) 4200 余项。统

计结果表明，2013 年度申请人填写二级、三级申请

代码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准确率比 2012 年度没有明

显提高(见表 1)。 
从近三年的情况看，申请人选择三级申请代码、

研究方向的准确率与计算机辅助分组的基本要求仍

有较大差距，其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信息一处的申请代码粒度不同，部分代码领域有

交叠甚至包含；(2)有的代码覆盖领域过宽，为了避

免研究方向下拉菜单过长，科学处不得不以字体(分
割线)来区分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见图 1)，申请人不

易区分；(3)申请人没有完全理解文献[1]的选择方

法；(4)申请人没有查阅过文献[1]或没有意识到准确

选择申请代码和研究方向的重要性。 

2  2014 年度信息一处申请代码与研究方向  

NSFC 计划在近两年全面推进项目计算机辅助

受理工作，而准确地选择申请代码和研究方向是计

算机辅助受理能够按计划推进的前提。信息一处对

2004 年以来的分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

领域覆盖面窄的申请代码，申请人选择代码及研究

方向的准确率明显高于覆盖面宽的申请代码。因此

在计划局和信息中心的帮助下，信息一处在不突破

原有代码框架的原则上对申请代码进行了细化调

整。二级代码由原来的 9 个增加到 25 个，三级代码

                                                        
1)地球科学一处，医学科学五处，信息科学一处 

 

由原来的 77 个增加到 155 个(详见本文末尾表 2)。
希望以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申请代码粒度不同

和某些申请代码覆盖面过宽带来的问题，但这只是

一个方面，选择准确率提高的关键还在于申请人积

极 配合。 
为了便于申请人查询，表 22)在给出了信息一处

所有代码与研究方向对应关系的基础上，对每个三

级代码的属性和领域范围都做了说明，建议申请人

在浏览了全表之后，再确定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表 2 给出的申请代码与研究方

向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以提高基金评审质量和工作

效率为出发点，在兼顾学科领域知识结构体系的同

时，一定程度上考虑了项目申请的领域分布情况和

科学处工作人员分工的需要。为了便于项目申请人

了解科学处确定上述对应关系的初衷，下面将对如

何根据表 2 选择申请代码与研究方向，以及选择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做详细说明。 

3  申请代码选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1 关注代码的应用背景   
从历年的情况来看，信息一处的申请项目中有

相当一部分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这类项目的申请

人在选择申请代码时首先要确认科学处是否有该研

究应用背景的三级代码，如果有，就需优先选择。

表 3 给出了涉及“编码”的 6 个三级代码，它们分

属于 4 个不同的二级领域。由表 3 可以看出，在

F010103 和 F010104 代码下的“编码”没有明确的

应用背景，研究具有普适性(通用性)的编码理论和

方法学的项目申请可以选择该代码。而研究协作通

信编码、视频编码、语音编码、光传输编码的项目

申请则应选择具有相关应用背景的代码，以保证评

审项目的专家是本领域的小同行。另一个没有明确

应用背景的典型例子是二级代码 F0115 图像处理

下属的 4 个三级代码(表 4)。信息一处的很多具有明

确应用背景(如：生物、医学、雷达、工业无损检测、 

                                                        
2)
包括 2014 年度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属性、

领 域 说 明 和 关 键 词 全 部 内 容 的 一 览 表 ， 可 到 本 刊 网 站

“http://jeit.ie.ac.cn”查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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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填写申请代码直接分组的准确率 

领域与研究方向 2011 年：4127 项 2012 年：4609 项 2013 年：4209 项 

评审组领域[2](%) 84.54 88.39 90.03 

2 级代码领域(%) 69.83 79.41 79.82 

3 级代码领域(%) 41.19 58.82 60.04 

研究方向(%) - - 41.79 

注：表中“-”表示没有统计数据 

 

 

 

 

 

 

 

 

(a)以分割线区分                                               (b)以字体区分 

图 1  2013 年度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区分方式 

表 3 涉及编码研究的申请代码 

三级 
二级代码与名称 

代码 名称 
研究方向 属性 

F010103 
信源编码与

信道编码 
编译码理论，LDPC 编译码，纠错编译码，极化编译码，信源信道

联合编码，信源编码与信道编码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F0101 

信息论 
F010104 网络编码 网络编码理论，网络纠错码，网络联合编码，网络编码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F0103 

通信理论与系统 
F010303 协作通信 

协作编码，空域干扰对齐，中继协作，多基站协作，多用户协作，

协作通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理

论和方法研究 

F010802 视频编码 视频压缩编码，可分级编码，立体编码，视频编码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研

究 F0108 

多媒体通信 
F010804 语音通信 语音编码，语音定位，语音通信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研

究 

F0109 

光通信 
F010901 

高速光纤传

输 
光传输调制，光传输复用，光传输编码，光传输特性，光传输管理，

混沌光通信，高速光纤传输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遥感等)领域都涉及到图像处理，在此我们也特别提

请申请人，凡是有明确应用背景的图像处理，应该

选择相应领域的代码，而不要选择 F0115 的下属代

码和研究方向。 

从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凡是属于理论和方法

学研究的代码，科学处都在“属性”中标明了“理

论与方法学研究”，并在表 2 的“说明”中也明确了

其不包含的研究领域。 
3.2 慎选高级别代码    

考虑到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的快速发展，学

科交叉性的日益增强，数量众多的申请项目中可能

会有一些项目的研究领域找不到相匹配的三级代 

网

络

编

码

网络编码，网络纠错码，联合网络

编码， 

随机网络编码，物理层网络编码，

缓存，分布式信源编码，压缩感知

网络编码，数据融合， 

F010102

信

源

编

码

与

信

道

编

码

信

源

信

道

编

码

信源信道编码，编译码理论，纠错

码，LDPC，非等差错码，极化码，

联合编码， 

多描述编码，组合编码，Viterbi

译码，准循环码，Tanner 图，卷

积码，分组码，喷泉码，差错控制，

不等差错保护，信道极化，极化现

象，率失真，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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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图像处理理论与方法学研究的申请代码 

三级 二级代码

与名称 代码 名称 
研究方向 属性 

F011501 图像分割与配准 图像分割，图像配准，图像融合，图像分割与配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F011502 图像压缩 图像压缩，图像压缩感知，图像压缩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F011503 图像去噪与增强 图像去噪，图像增强，图像去噪与增强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F0115 

图像处理 

F011504 图像复原与修复 图像修复，图像复原，图像复原与修复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码，因此允许申请人选择更高级别(二级或一级)代
码，这种情况下，申请书中将以下拉菜单的方式给

出所选二级代码下或一级代码下所有的研究方向，

原则上在给出的研究方向中没有适合的可以选择，

否则就意味着应该具有可以选择的三级代码。选择

了二级或一级代码后，在研究方向中又确实没有合

适的研究方向可供选择时，申请者可根据自己拟开

展的研究自行填写研究方向和关键词。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对 2011~2013 三个年

度分组的最终结果的分析，目前的三级代码与研究

方向结合的方案，基本上覆盖了申请的研究领域。

特别是 2014 年信息一处对申请代码进行了大幅度

调整，且在每个三级代码之后都设有“其它研究方

向”(详见 4.3 关于“其它研究方向”)。因此，建

议专家尽可能选择三级代码，以免申请被系统自动

分到一个不太合适的分组中。 
3.3 民航联合基金代码的选择 

由于民航联合基金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所有学部，而参与计算机辅

助受理的科学处只有 3 个，同时为了便于受理和管

理，民航联合基金规定申请人填写的第一个代码必

须是信息一处的一级代码 F01。因此，对于民航联

合基金的申请人来说，可能面临两种情况。(1) 申
请的研究领域属于信息一处受理的研究领域  在此

情况下，申请人在选择了“F01”之后，可以根据系

统提供的研究方向进行选择。在此，我们建议申请

人在选择研究方向之前，也仔细浏览表 2 全部内容，

以保证选择第 2个申请代码(应该是信息一处的三级

代码)和研究方向是准确的。(2)申请的研究领域不属

于信息一处的受理研究领域，在此情况下，申请人

在选择了“F01”之后，可以在系统提供的研究方向

中选择“其它研究方向”，同时根据申请所属的研究

领域选准第 2个申请代码(应该是其它学部的二级或

三级代码)，以保证申请能分到合适的项目组中。 

4  研究方向选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确定了申请书的申请代码之后，接下来申请人

需要在系统提供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研究方向。“研究

方向”是三级代码的细化和补充，在计算机辅助受

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选择时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 
4.1 应用领域优先的原则   

研究方向选择的第一依据应该是申请的应用领

域，而不是研究方法。不同应用领域的研究侧重点

和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尽相同，其参数指标亦有

很大区别，因此不同方法和技术在不同应用领域中

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也不尽相同，从事研究的专家亦

不同。把应用领域作为选择的第一依据，有助于提

高送审的准确性和评议结果的可比性，进而提高评

审的质量。 
4.2 普适研究方向慎选的原则   

为了体现研究的基础性，同时也是鼓励创新性

研究，科学处设置了一些普适性的研究方向，主要

针对那些虽有具体应用背景，而研究的问题在该应

用领域具有普适性的申请，也就是说项目的研究成

果应该对解决该领域的某类共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意

义。选择这类代码应该慎重，如果研究问题有很强

的针对性，则不宜选择这类代码。 

4.3 关于“其它研究方向”   
设置研究方向的初衷之一是希望申请人在选定

了三级申请代码之后，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尽可

能贴近地描述自己申请项目的所属领域(研究方

向)。考虑到部分申请人在选定三级代码之后，在其

下属的研究方向中可能找不到与自己申请相近的研

究方向，因此科学处在每一个三级代码下都设置了

一个或两个“其它研究方向”(详见表 2)，以供申请

人选择。对应于各三级代码下的 “其它研究方向”，

科学处只给出了划定三级领域的关键词，如果申请

人选择了某个三级代码下的“其它研究方向”，就必

须选择这个关键词作为申请书的第一个关键词，以

保证系统能够将项目分配给相关领域的项目主任处

理。反映申请书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法的关键词可由申请人依次自行输入。那些具有共

性的自行输入的关键词，将作为科学处下一年度计

算机辅助受理方案调整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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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书下拉菜单中的研究方向

设有序号，这是为了区分不同科学处研究方向的需

要由系统生成的。 

5  结束语 

作者希望借助本文使申请人能充分理解，其在

申请书中所选取的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不

仅表明了申请人研究工作所属领域及研究关键所

在，而且对计算机辅助受理(系统自动分组与推荐函

评专家)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希望申

请人借助本文能够对于如何准确选择信息科学一处

的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有进一步了解，并

且能够尽可能按照本文的说明进行申请代码、研究

方向和关键词的选择，以减少因选择不恰当引起的

计算机辅助分组错误，为项目申请获得到位的评审

奠定基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 2 主要是以提高基金项目受

理和管理工作效率为主要目的，其结构和内容主要

考虑到信息一处受理项目的领域分布范围和分布密

度情况，并没有完全按照学科领域知识体系的完整 

性、系统性来构建，其中不合理、不准确、甚至不 
正确之处恳请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我

们将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充分考虑领域的

发展和项目受理中发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修改和

完善。 

致谢  信息一处的项目计算机辅助受理工作既得到

了信息学部领导的关心、鼓励、肯定和大力支持，

也得到了基金委计划局、信息中心的大力支持，同

时还得到了广大申请人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也对三年来在信息一处

兼聘的工作人员为计算机辅助受理涉及的各项工作

所付出的辛劳，以及 ISIS 系统的研发人员的积极配

合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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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及相关说明一览表(2014 试用版) 

三级 
二级代码与名称 

代码 名称 
研究方向 属性 领域说明 

F010101 经典信息论 
经典信息论，经典信息论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信息论的基础理论 

F010102 网络信息论 
网络信息论，网络信息论

的其它方向 
  

F010103 
信源编码与信道

编码 

编译码理论，LDPC 编译

码，纠错编译码，极化编

译码，信源信道联合编码，

信源编码与信道编码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信源编码与信道编码的基础理

论与方法； 

不涉及具体应用，点对点无线

通信编码的研究申请可以选择

此代码及下属研究方向 

F0101 

信息论 

F010104 网络编码 
网络编码理论，网络纠错

码，网络联合编码，网络

编码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网络编码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学； 
不涉及具体应用，点到多点、

多点到多点的网络编码的研究

申请可以选择此代码及下属研

究方向 

F010201 
信息系统建模与

仿真 

信息系统建模与仿真，智

能电网系统建模，信息系

统建模与仿真的其它方向

模型、仿真与平台

研究 

通信或信息处理系统构建的模

型、仿真研究，以及相应的验

证与测试平台的研究 

F010202 信息系统安全 

通信系统安全理论与体

系，通信安全认证，混沌

保密通信，信息安全，物

理层安全，信息系统安全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通信或通信系统安全的研究 

F010203 信息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协议，

认知无线网络安全，物联

网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的

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通信网络安全的研究 

F010204 网络服务 
客户分析与服务推荐，网

络服务系统，服务需求感

知，网络服务的其它方向

模型、算法与系统

研究 
网络服务的模型与系统研究 

F010205 网络管理 

网络业务管理，组播网络，

网络数据信息管理，网络

流量模型，网络拥塞控制，

异构网络管理，网络管理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网络管理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学

研究 

F010206 无线通信管理 

无线 QoS 管理，无线目标

优化，无线流量管理，无

线能效管理，传感器网能

效，协作资源管理，无线

通信管理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无线通信的管理与性能优化研

究 

F010207 认知无线电 

认知无线电理论，频谱探

测，频谱压缩感知，协作

频谱感知，认知信号识别，

认知无线电频谱管理，频

谱分配，认知无线电的其

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面向认知无线电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系统仿真与实验研

究 

F0102 

信息系统 

F010208 认知无线网络 

认知网络跨层设计，认知

网络协议，认知无线网络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面向认知无线网络的理论与模

型研究 

信道理论，MIMO 信道，

OFDM 信道，无线通信基

础理论，无线通信的其它

方向 

理论与模型研究 
无线通信信道的基础理论与建

模的研究 
F0103 

通信理论与系统 
F010301 无线通信 

60GHz 毫米波通信，车载

通信，无线局域网，无线

体域网，超窄带通信，无

线通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除移动通信之外的地面无线通

信、无线通信网络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架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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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0302 通信信号处理 

通信信号变换，通信信号

调制，通信信号识别，通

信信号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无线通信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

与关键技术研究 

协作编码，空域干扰对齐，

中继协作，多基站协作，

多用户协作，协作通信的

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面向协作通信的基础理论与方

法研究 

F010303 协作通信 

协作通信系统，协作波束

成形，载波聚合，协作通

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协作通信系统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架构研究

F010304 超宽带通信 
超宽带通信，超宽带定位，

超宽带通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超宽带通信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架构研究 

F0103 

通信理论与系统 

F010305 轨道与管道通信 
轨道通信，管道通信，轨

道与管道通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轨道通信的通信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建模与系统网

络架构研究 

F010401 异构网络 
异构网络，异构网络的其

它方向 

涉及应用领域理

论、模型与关键技

术研究 

面向异构网络及网络融合的基

础理论、建模与关键技术研究

F010402 自组网络 

自组网建模，自组网调度，

自组网跨层设计，自组网

网络拓扑，自组网网络协

议，车联网，自组网络的

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自组织网络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403 物联网 

物联网体系架构，物联网

协议，物联网数据融合，

RFID 中间件，RFID 冲

突，物联网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物联网的基础理论、关键

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404 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移动互联网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405 通信网络与系统 

泛在网，通信网络同步，

通信网络基础理论，通信

系统基础理论，通信网络

与系统的其它方向 

理论、模型与关键

技术研究 

通信网络与通信系统的基础理

论、建模与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结果对通信网络与系统的

构建具有普遍意义 

F010406 计算机通信 

下一代通信网络，智能业

务，下一代网络协议，计

算机通信的其它方向 

理论、模型与关键

技术研究 

下一代通信网络的基础理论、

建模与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结果对下一代网的构建具

有指导意义 

F010407 
传感网络理论与

技术 

传感网络传输，传感网络

架构，传感网络协议，传

感网数据融合，传感网络

理论与技术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传感网的基础理论、关键

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408 
传感网络监测与

定位 

传感网节点定位，传感网

目标定位，传感网目标跟

踪，传感网环境监测，传

感网事件监测，传感网络

监测与定位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传感网监测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4 

网络通信 

F010409 
专用网络理论与

技术 

电力线通信，应急通信，

专用网，专用网络理论与

技术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专用网络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5 

移动通信 
F010501 MIMO 通信 

MIMO 编译码，MIMO 多

天线系统，MIMO-OFDM

系统，MIMO 通信的其它

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无线 MIMO 通信中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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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0502 多址通信 

OFDM 载波同步，OFDM

系统，CDMA，IDMA，

多址通信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无线多址通信中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503 扩频通信 
扩频抗干扰，扩频序列设

计，扩频通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扩频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504 移动定位 

移动通信区域定位，移动

室内定位，移动定位的其

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移动定位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5 

移动通信 

F010505 移动通信系统 

移动通信系统，单载波通

信，移动通信系统的其它

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关键技术与系统

研究 

面向移动通信系统的关键技术

与系统研究 

F010601 空间通信 

空间数据链路，空间信息

处理，空间通信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空间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602 深空通信 
深空通信，深空通信的其

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深空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603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卫星通信的其

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卫星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604 卫星测控与导航 

导航定位，导航跟踪，导

航干扰抑制，卫星导航系

统，卫星信号接收机，导

航信号处理，空间测控，

卫星测控与导航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卫星测控与导航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架构研究

F010605 机载通信 
机载通信，机载通信的其

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机载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架构研究 

F010606 空间通信网 
空间通信网，空间通信网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空间通信网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6 

空天通信 

F010607 空天地网络 
空天地网络，空天地网络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空天地网络的一体化的基

础理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

架构研究 

F010701 水声通信 
水声通信，水声通信的其

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水声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702 水下光通信 

水下光通信，水下激光通

信，水下光通信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水下光通信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703 水下通信网络 

水下通信网络，水声传感

器网络，水下通信网络的

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水下通信网络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

研究 

F0107 

水域通信 

F010704 水域导航 
海上通信，海面通信，水

域导航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水域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801 视频通信 
视频通信，多媒体传感网，

视频通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视频通信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802 视频编码 

视频压缩编码，可分级编

码，立体编码，视频编码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视频编码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 
F0108 

多媒体通信 

F010803 视频传输 

视频传输，视频码流，视

频容错，视频传输的其它

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无线视频传输的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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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08 

多媒体通信 
F010804 语音通信 

语音编码，语音定位，语

音通信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语音通信中的基础理论与关键

技术研究 

F010901 高速光纤传输 

光传输调制，光传输复用，

光传输编码，光传输特性，

光传输管理，混沌光通信，

高速光纤传输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高速光纤通信系统中传输的基

础理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902 
光网络与控制管

理 

光网络与控制管理，光网

络与控制管理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光网络管理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0903 光交换 

亚波长光交换，光交换结

构，交换缓存，光交换的

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光传输网络系统中交换、缓存

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与系统

研究 

F010904 宽带光纤接入 
宽带光纤接入，宽带光纤

接入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宽带光纤传输接入的基础

理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905 无线光通信 
无线光通信，无线光通信

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无线光通信的基础理论、关键

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906 空间光通信 
空间光通信，空间光通信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空间光通信的基础理论、

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09 

光通信 

F010907 光载无线通信 

模拟光通信，微波信号光

纤分配网，光载无线通信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光载无线通信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

研究 

F011001 
量子通信协议及

系统安全性 

量子通信协议及系统安全

性，量子通信协议及系统

安全性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量子通信的基础理论、关键技

术与系统研究 

F011002 
量子通信后处理

及认证 

量子通信后处理及认证，

量子通信后处理及认证的

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量子通信后处理的基础理论与

关键技术研究 

F011003 
量子网络与量子

中继 

量子网络与量子中继，量

子网络与量子中继的其它

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量子通信网络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网络架构研究 

F011004 
量子隐性传态与

量子直接通信 

量子通信传输，量子通信

系统，量子隐性传态与量

子直接通信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量子通信传输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1005 量子信息处理 
量子信息处理，量子信息

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量子信息处理的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研究 

F011006 量子与关联成像 
量子与关联成像，量子与

关联成像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量子关联成像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1007 
量子信息感知与

检测 

量子信息感知与检测，量

子信息感知与检测的其它

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量子信息感知与检测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1008 量子时频传输 
量子时频传输，量子时频

传输的其它方向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量子时频传输的基础理论、关

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10 

量子通信与量子信

息处理 

F011009 
量子导航与量子

雷达 

量子导航，量子雷达，量

子导航与量子雷达的其它

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面向量子导航与雷达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与系统研究 

F011101 多维信号处理 

盲信号处理，时频分析理

论与方法，阵列信号处理，

信号处理理论与方法，多

维信号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不涉及具体应用的信号处理理

论与方法研究； 
研究成果对信号处理或某个领

域涉及的信号处理具有普遍意

义  F0111 

信号理论与信号处

理 

F011102 
声信号分析与处

理 

声场模型与重建，仿生听

觉，声源识别，声源定位，

噪声信号，声阵列，声探

测，声成像，声信号分析

与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声探测与声信号分析处理的

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不包括水声探测与水声信号处

理的相关研究 



第 2 期                        熊小芸等：项目计算机辅助受理的申请代码与研究方向                            501 

 

表 2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及相关说明一览表(2014 试用版)(续) 

F011103 自适应信号处理 

自适应处理方法，自适应

滤波，自适应信号处理的

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自适应信号处理理论与算法 

F011104 人工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模型，神经网络

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没有具体应用背景的神经网络

模型与算法研究 
F0111 

信号理论与信号处

理 

F011105 信号检测与估计 

非平稳信号检测，微弱信

号检测，信号特征提取，

信号检测与估计理论，信

号检测与估计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工程或自然界的有具体应用背

景的信号检测与估计理论与方

法； 

不包括工业无损检测信号、语

音信号、音频信号、雷达信号

F011201 雷达原理与技术 

超视距雷达，穿透性雷达，

MIMO 雷达，无源雷达与

探测，新概念雷达，雷达

原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雷达的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不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微波与

毫米波雷达，光学雷达 

F011202 
合成孔径雷达成

像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合成

孔径雷达，逆合成孔径雷

达，SAR 运动补偿，SAR

干扰与抑制，合成孔径雷

达成像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基本原理与

关键技术 

F011203 
微波与毫米波雷

达成像 

微波雷达，毫米波雷达，

微波与毫米波雷达成像的

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微波与毫米波雷达成像基本原

理与关键技术 

F011204 光学雷达成像 

可见光探测，红外雷达，

激光雷达，光学雷达成像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光学雷达成像基本原理与关键

技术 

F011205 雷达对抗 

雷达电子侦察，雷达干扰

对抗，雷达对抗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雷达对抗基本原理与关键技术

F011206 雷达信号处理 

雷达数据处理，雷达信息

融合，雷达极化信号处理，

雷达阵列信号处理，雷达

回波信号处理，雷达信号

处理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雷达信号分析与处理 

F011207 
雷达目标检测与

定位 

雷达地面目标检测，雷达

海上目标检测，雷达空间

目标检测，雷达微动目标

检测，MIMO 雷达目标检

测，雷达目标定位，雷达

目标检测与定位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雷达目标检测与定位基本理论

与方法 

F0112 

雷达原理与雷达信

号 

F011208 
雷达目标识别与

跟踪 

雷达空中目标识别，雷达

地面目标识别，极化 SAR
目标识别，雷达高速运动

目标识别，SAR 动目标识

别，雷达目标跟踪，雷达

目标识别与跟踪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雷达目标识别与跟踪理论与方

法 

F011301 
视觉信息获取与

处理 

视觉感知机理，视觉导航，

视觉信息获取与处理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与脑认知研究相关的视觉机

制、机理及脑视觉信号处理及

基础理论与实验研究；脑视觉

在导航中的应用 
F0113 

信息获取与处理 

F011302 
网络信息获取与

处理 

网络信息获取与存储，网

络信息处理，舆情信息处

理，网络信息检索，网络

信息获取与处理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网络信息获取与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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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1303 遥感信息处理 
遥感数据处理，遥感反演，

遥感信息处理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遥感信息的分析与处理 

F011304 遥感图像处理 

遥感图像压缩，遥感图像

分类，遥感图像增强与恢

复，遥感图像融合，光学

遥感图像处理，光学遥感

目标识别，SAR 图像解

译，SAR 图像处理，SAR

目标检测与识别，遥感图

像处理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遥感图像处理理论与方法 

F0113 

信息获取与处理 

F011305 智能信息处理 

智能视频检索，智能图像

检索，智能文本检索，智

能语义分析，机器翻译，

智能数据挖掘与处理，智

能计算，智能规划，智能

调度，智能预测，智能优

化，智能信息处理的其它

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智能信息处理理论与方法 

F011401 
工业无损声学检

测与成像 

超声成像原理，超声材料

检测，超声构件检测，声

发射无损检测，工业无损

声学检测与成像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工业无损声学检测与成像原

理、方法与系统； 

不包括医学成像，雷达成像的

相关内容 

F011402 
工业无损光学检

测与成像 

红外无损检测，激光无损

检测，工业光谱检测，工

业光学检测，工业无损光

学检测与成像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工业光学无损检测原理、方法

与系统； 

不包括医学成像，雷达成像的

相关内容 

F011403 
工业无损电磁检

测与成像 

工业 CT 成像原理，工业

CT 无损检测，电磁无损

检测与成像，电学过程成

像检测，工业无损电磁检

测与成像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工业无损电磁检测与成像原

理、方法与系统； 

不包括医学成像，雷达成像的

相关内容 

F011404 
工业无损多模检

测与成像 

工业无损多模检测与成

像，工业无损多模检测与

成像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工业无损多模检测理论、方法

与系统； 

不包括医学成像，雷达成像的

相关内容 

F0114 

探测与成像 

F011405 水下探测与成像 

水声探测，水声成像，水

下目标识别与跟踪，水下

探测与成像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水下声学探测与成像理论与方

法； 

F011501 图像分割与配准 

图像分割，图像配准，图

像融合，图像分割与配准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图像分割、配准与融合理论与

方法研究； 

不包括医学图像，遥感图像，

雷达图像、工业无损检测图像

等有具体应用背景图像处理 

F011502 图像压缩 
图像压缩，图像压缩感知，

图像压缩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图像压缩与编码理论与方法研

究； 

不包括医学图像，遥感图像，

雷达图像、工业无损检测图像

等有具体应用背景图像处理 

F0115 

图像处理 

F011503 图像去噪与增强 
图像去噪，图像增强，图

像去噪与增强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图像去噪与增强理论与方法研

究； 

不包括医学图像，遥感图像，

雷达图像、工业无损检测图像

等有具体应用背景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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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1504 图像复原与修复 
图像修复，图像复原，图

像复原与修复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图像复原与修复理论与方法研

究； 

不包括医学图像，遥感图像，

雷达图像、工业无损检测图像

等有具体应用背景图像处理 

F011505 图像虚拟与重建 

虚拟制造，虚拟林业，虚

拟现实三维重建，图像虚

拟与重建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面向虚拟现实的图像重建与应

用研究； 

不包括医学（虚拟器官、虚拟

手术等）相关的虚拟重建 

F0115 

图像处理 

F011506 图像安全 

图像数字水印，图像信息

隐藏，图像取证，图像加

密，图像安全的其它方向

涉及应用领域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图像安全研究 

F011601 图像理解 

图像信息表示与特征提

取，图像语义理解，图像

场景理解，图像理解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图像理解理论与方法 

F011602 图像识别 

图像生理特征识别，图像

行为特征识别，多模态生

物特征融合识别，图像环

境特征识别，图像织物特

征识别，图像文字与符号

识别，图像匹配，图像识

别的其它方向 

涉及应用领域理

论与方法研究 
图像特征识别理论与关键技术

F0116 

图像理解与识别 

F011603 图像质量评价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图像

质量客观评价，图像质量

评价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图像质量评价理论、方法与系

统 

F011701 计算摄像 

计算摄像，光场可视化，

光场成像，计算摄像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计算摄像基本理论与关键技术

F011702 
视频信息采集与

重建 

视频信息采集，视频重建，

视频三维重建，视频显示，

视线追踪，全息再现，裸

显三维，视频信息采集与

重建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方法学研

究 

视频信息的采集、显示与重建

理论与关键技术 

F011703 视频监控 

视频事件检测与监控，视

频行为检测与监控，视频

监控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视频监控中的事件、行为及其

它要素检测 

F011704 视频信息处理 

视频目标检测与识别，视

频人脸识别，视频目标跟

踪，视频质量评价，视频

信息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基于视频的目标检测、识别与

跟踪理论与方法 

F011705 音频信息处理 

音频信息处理，音频分类，

音频检索，音频质量评价，

音频信息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音频信息处理，可能包括音频

水印，音频分类与检索等 

F0117 

多媒体信息处理 

F011706 语音信息处理 

语音建模，语音增强，语

音识别，语音分离，耳语

音信号处理，语音检索，

语音合成，语音评价，语

音信息处理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语音信号处理理论与关键技术

F0118 

电路与系统 
F011801 电路设计与测试 

电路设计自动化，电路设

计建模，低功耗集成电路，

可编程电路设计，集成电

路设计，电路系统设计，

片上系统设计，电路测试，

电子电路网络，电路设计

与测试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集成电

路的设计、研制与测试方法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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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1802 
电路与系统故障

检测 

电子系统故障检测，电路

故障诊断，电路故障测试，

电路与系统故障检测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数字电路、集成电路、电子设

备与系统的故障诊断与检测方

法研究 

F011803 
非线性电路系统

理论与技术 

混沌电路，非线性电路，

非线性电路系统理论与应

用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模型研究 非线性电路与器件设计与研制

F011804 
功能集成电路与

系统 

功能集成电路与系统，功

能集成电路与系统的其它

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功能集成电路、IP 核设计与研

制 

F011805 
功率电子技术与

系统 

功率电子技术，电源管理，

功率电子技术与系统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功率电子器件的设计与研制；

不包括强电功率设备设计研

究，不包括射频与微波功率放

大器研究 

F011806 射频技术与系统 

射频集成电路，射频功率

放大器，射频电路系统，

射频技术与系统的其它方

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射频集成电路与射频功率放大

器等射频电路设计与研制，射

频频段的无线收发系统研究 

F0118 

电路与系统 

F011807 
电路与系统可靠

性 

电路系统可靠性，电路与

系统可靠性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电路与系统可靠性的分析、计

算与测试方法研究 

F011901 电磁场理论 
稳恒场，时变场，电磁场

理论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原理研究 

具有普适性的电磁场理论问题

研究 

F011902 计算电磁学 

电磁精确计算，电磁混合

计算，区域特性计算，目

标特性计算，计算电磁学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计算方法

研究 

针对电磁场问题的数值方法研

究 

F011903 散射与逆散射 
散射分析与计算，逆散射，

散射与逆散射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计算方法

研究 

物质或介质的散射与逆散射特

性的理论分析与计算方法研究

F011904 电磁兼容 

电路级电磁兼容，系统级

电磁兼容，电磁环境评估，

电磁兼容测量，电磁防护，

电磁兼容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面向电路级、系统级的电磁兼

容问题的理论分析、仿真计算、

测试与评估等方法研究； 

不含生物电磁效应的研究 

F011905 
瞬态电磁场理论

与应用 

瞬态场产生，瞬态场传播，

瞬态场辐射，瞬态场的损

伤与防护，瞬态电磁场理

论与应用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瞬态场的产生、辐射、传播特

性研究，高功率瞬态场信号的

损伤与防护机理研究 

F0119 

电磁场 

F011906 人工电磁媒质 

人工媒质理论，人工媒质

器件，人工电质隐身，可

调控人工媒质天线，小型

化人工媒质天线，人工媒

质天线，人工电磁媒质的

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人工电磁媒质的理论与设计方

法研究，以及基于人工电磁媒

质的微波器件、天线、隐身等

方面的设计与研制 

F012001 电波传播 

天波传播，地波传播，视

距传播，散射传播，毫米

波传播，受限空间传播，

电波传播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无线电波的传播理论与仿真计

算方法研究 

F012002 天线理论与技术 

超宽带天线，多频段天线，

宽频带天线，可重构天线，

微带天线，集成天线，反

射面天线，电磁涡旋天线，

天线理论与技术的其它方

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天线理论、设计与研制； 
不包括天线的机械结构设计 

F0120 

电磁波 

F012003 
天线阵列理论与

设计 

天线阵分析，天线阵综合，

相控阵天线，共形天线阵，

赋形天线阵，MIMO天线，

天线阵列理论与设计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天线阵列理论、设计与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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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及相关说明一览表(2014 试用版)(续) 

F012004 
毫米波与亚毫米

波技术 

毫米波理论，毫米波系统，

毫米波电路，毫米波与亚

毫米波技术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毫米波的产生、辐射、传播等

特性的理论研究，毫米波器件、

模块、系统的设计与研制 

F012005 微波电路与器件 

微波电路，微波有源器件，

电磁带隙，微波传输线，

LTCC 微波器件，微波无

源滤波器，微波无源器件，

微波电路与器件的其它方

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微波无源、有源器件与电路的

设计与研制 

F012006 微波射频技术 

微波射频电路，微波射频

系统，微波射频技术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工作在微波频段的移动通信、

射频识别等射频电路与模块设

计与研制 

不包含射频识别中的防碰撞算

法研究 

F012007 微波系统 
微波系统，微波能，微波

系统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微波电路模块与系统的设计与

研制，以及微波能系统设计方

法与应用机理研究 

F012008 微波与天线测量 
微波测量，天线测量，微

波与天线测量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微波电路、天线、散射特性测

量方法研究 

F0120 

电磁波 

F012009 
太赫兹理论与技

术 

太赫兹波，太赫兹器件，

太赫兹探测，太赫兹传输，

太赫兹理论与技术的其它

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太赫兹波的产生、辐射、传播

等特性的理论研究，基于太赫

兹波的测量、探测等应用机理

研究； 

不包括真空器件产生太赫兹波

的方法研究 

F012101 
微波光子链路与

光载射频传输 

微波光子链路，光载射频

传输，微波光子链路的其

它方向，光载射频传输的

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微波光子链路的设计与研制 

F0121 

微波光子学 

F012102 
微波光子信号产

生与处理 

微波光子信号产生，微波

光子器件，光通信器件，

微波光子信号产生与处理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微波光子信号的产生方法研究

及其器件设计与研制 

F012201 真空电子学 

真空微波源，真空毫米波

源，真空太赫兹源，阴极

电子学，真空电子学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真空电子学与阴极电子学理论

与器件设计、研制 

F012202 相对论电子学 
相对论电子学，相对论电

子学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相对论电子学理论与器件设

计、研制 

F012203 
量子与等离子体

电子学 

量子电子学，等离子体电

子学，量子与等离子体电

子学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量子电子学、等离子体电子学

的理论与特性研究，以及器件

设计、研制及其应用研究 

F012204 超导电子学 

超导电子学理论，超导电

子器件，超导电子学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超导电子学的理论研究，超导

电子器件的设计与研制 

F0122 

物理电子学 

F012205 纳电子学 

纳电子学理论，纳米器件，

纳米场致发射，纳米电测

量，有机电子学，纳电子

学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纳米材料的电子学特性、纳米

电子器件等纳米电子学领域的

理论与设计与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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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及相关说明一览表(2014 试用版)(续) 

F012206 
表面与薄膜电子

学 

薄膜制备，薄膜器件，表

面与薄膜电子学的其它方

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表面与薄膜电子学基础理论研

究，薄膜的制备与器件的设计、

研制 

F012207 
新型电磁材料与

器件 

磁电子学，电磁吸波材料，

电子陶瓷，电磁存储材料，

新型电磁材料与器件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磁电子学的理论、电磁材料的

制备原理与方法、电磁器件的

设计与制作研究 

F012208 分子电子学 
分子器件，分子组装，分

子电子学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分子电子学理论、分子电子器

件的设计与制备 

F0122 

物理电子学 

F012209 电子显微学 
电子显微学，电子显微学

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电子显微学理论与电子显微镜

的设计与研制 

F012301 
物理信息传感机

理与传感器 

力学传感器，压电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磁电传感器，

光纤传感器，物理信息传

感机理与传感器的其它方

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力学、压电、光电、磁电、光

纤等物理传感器的原理、设计

与研制 

F012302 
化学信息传感机

理与传感器 

气体传感器机理，气体传

感器材料，气体传感器器

件，液体传感器，化学信

息传感机理与传感器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化学传感器的传感机理研究、

敏感材料制备方法、传感器设

计与研制 

F012303 
生化信息传感机

理与传感器 

电化学生化传感器，光学

生化传感器，生化信息传

感机理与传感器的其它方

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生化传感器的传感机理研究、

敏感材料制备方法、传感器设

计与研制 

F012304 
生物信息传感机

理与传感器 

生物传感机理，生物传感

器，生物信息传感机理与

传感器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生物传感器的传感机理研究、

敏感材料制备方法、传感器设

计与研制 

F012305 
微纳米传感器原

理与集成 

纳米结构，纳米湿度传感

器，纳米电化学传感器，

纳米应力传感器，纳米柔

性传感器，MEMS 传感

器，微纳米传感器原理与

集成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通过微纳米工艺来设计传感器

或提高传感器性能的研究，维

纳传感器设计与研制 

F012306 
多功能传感器与

综合技术 

多功能综合传感器，多功

能传感器与综合技术的其

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不同类型传感器集成的传感器

系统设计方法研究与传感器研

制 

F012307 新型敏感材料 
新型敏感材料，新型敏感

材料的其它方向 

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 

基于新机理的敏感新材料传感

原理与制备方法研究 

F0123 

敏感电子学与传感

器 

F012308 
传感器信息融合

与处理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模型，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算法，

传感器信息融合与处理的

其它方向 

模型、算法研究 

多传感器或多种不同类型的传

感器的信息融合建模与计算方

法研究， 

不包括遥感、雷达等领域的数

据、信息融合研究 

F0124 

生物电子学与生物

信息处理 

F012401 生物电子学 

心音信号获取与处理，脑

机接口，生物芯片技术，

人体环境无线信号与能量

传输，生物电子学的其它

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物电子学理论与关键技术；

不包括医学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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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及相关说明一览表(2014 试用版)(续) 

F012402 电磁场生物效应 

生物电磁宏观效应，生物

电磁微观效应，电磁场生

物效应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电磁场生物效应机理研究 

F012403 
生物电磁信号检

测 

生物电信号检测与分析，

生物磁信号检测与分析，

生物电磁信号检测的其它

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动物与植物电信号与磁信号的

检测与分析； 

不包括人体电磁信号检测 

F012404 
生物分子信息检

测 

核酸分子信息检测与识

别，蛋白质分子信息检测

与识别，生物分子信息检

测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核酸分子信息、生物大分子信

息识别与检测实验技术及相关

应用 

不包括分子信息检测的系统设

计、平台设计及基因芯片技术

F012405 
生物信息处理与

分析 

核酸序列分析与基因识

别，蛋白质序列分析与预

测，多组学数据分析与挖

掘，生物信息处理与分析

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分子生物信息的分析与处理 

F012406 
生物细胞信号处

理与分析 

细胞光谱检测与分析，细

胞电化学检测，生物细胞

信号处理与分析的其它方

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物细胞信息提取与处理 

F012407 
生物信息网络与

模型 

基因调控网络，蛋白质相

互作用网络，生物信息网

络与模型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物分子网络模型与分析 

F0124 

生物电子学与生物

信息处理 

F012408 
生物信息系统建

模与仿真 

精准农业，虚拟器官，虚

拟手术，生物信息系统建

模与仿真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物信息系统的建模与仿真 

F012501 医学成像检测 

医学 XCT 成像，医学超

声成像，医学磁共振成像，

医学电阻抗成像，医学光

学成像，核医学成像，医

学磁声成像，微波生物医

学成像，医学成像检测的

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医学成像原理与系统，主要包

括成像原理、成像方法与图像

重建 

F012502 医学电生理检测 

心电信号检测与处理，脑

电信号检测与处理，肌电

信号检测与处理，诱发电

位检测与处理，医学电生

理检测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医学电生理信号的检测、分析

与处理，包括心电、脑电、肌

电等 

F0125 

医学信息检测与处

理 

F012503 
医学生理信息检

测 

医学磁信号检测与分析，

多源传感及网络生理信息

监测，医学信息光学检测，

医学信息电磁检测，医学

信息力学检测，医学生理

信息检测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关键技术与

系统研究 

医学生理信息的检测与分析，

不包括电生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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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2504 
医学影像处理与

虚拟重建 

医学核磁图像处理，医学

超声图像处理，医学 X 光

图像处理，医学 XCT 图

像处理，核医学图像处理，

医学光学图像处理，多源

脑功能影像分析与处理，

多模态医学图像处理，医

学影像处理与虚拟重建的

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医学影像数据分析与处理 

F012505 
中医信息获取与

处理 

舌象信息获取与处理，面

部色诊信息获取与处理，

脉象信号获取与处理，经

络信息获取与处理，中医

诊断模型，中医信息获取

与处理的其它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医诊断(舌脉，中医推拿，中

医症候，脉象，面部特征，声

诊，针炙，经络)客观化，包括

中医诊断信息获取、分析、建

模与处理 

不包括用于身份识别的指纹、

掌纹、面部等特征提取 

F0125 

医学信息检测与处

理 

F012506 
中药成分检测与

分析 

中药化学成份检测，中药

显微图像分析与识别，中

药成分检测与分析的其它

方向 

应用领域明确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药成分(中药指纹)信息获

取、分析、建模与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