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研究所 

基本情况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研究所始建于 1996 年，主要承担全校电类和非电类专业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任务，并担负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方向的

建设任务，是依托我校建设的教育部“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电工电子教学基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有“应用超导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拥有入选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和“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的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 2 人，入

选首批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工程并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 人，北京市教学名

师 1 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1 人，北京交通大学教学名师 3 人。研究所现有教

师 17 人，其中教授 4 人，研究员 2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2 人，助教 1 人，具

有博士学位 14 人。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研究所在教学上，负责的“电路”课程荣获 2018 年国家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近五年来，研究所累计承担了包括国家重大专项、科技部“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能源自主创新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在内的科研项目（课题）10 余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科研

经费累计 4000 余万元，其中纵向项目经费占 60%；发表 SCI/EI 学术论文 100

余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1 项。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研究所面向能源、电力与轨道交通领域发展趋势，以需求

驱动、学科交叉驱动、学科自身发展驱动为目的，培养电工理论与材料科学、信

息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工程素养及创新意识的复合

应用型人才。研究所每年培养博士及硕士研究生约 30 余人，毕业学生主要就职

于国家电网、航天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等单位。 



 

研究方向 

新型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主要研究新型半导体材料在光伏和光电探测领域的应用，包括器件的设计，

理论模拟，器件制备及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研制具有一定特色的光伏和光电

器件，如半透明，大面积，柔性等。 

  

柔性器件            器件结构                光场模拟           电子动力学分析 

智能故障预测和安全服役保障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轨道交通、电力与电子、能源下的人工智能和智能测试方向，包括

系统关键部件动态建模；大数据下的故障诊断、损伤评估及寿命预测；动态非线

性、非平稳信号分析与处理；电力系统与电气设备在线监测与故障诊断；电子器

件及组件的故障诊断和健康管理等。 



 

人工智能下的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 

电磁场与电磁波理论及其新技术 

主要研究工程电磁场理论和电磁场的数值分析、电磁场理论与电磁兼容技

术、特种电机与电器电磁场或磁路的分析与设计、电磁波的传播与散射、多效应

耦合场的分析与设计等。 

无线电能传输技术 

主要研究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共性理论/技术问题的系统化、电场耦合无线电

能传输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系统化，主要包括耦合机构设计、系统拓扑构建及参数

优化、拓扑补偿结构设计及控制策略、多目标鲁棒综合控制及性能提升方法、电

磁安全等。 

 

 

 

应用超导技术 

主要研究超导电力技术在新能源电力系统及电力传输系统中的应用及关键



技术；超导磁体及超导电工装备的设计及关键技术；超导电力装置的原理、动力

学特性及电磁兼容；含超导电力装置的电力系统动态稳定性、控制策略和经济运

行理论；复合高温超导带材和块材的电磁物性（磁通动力学、交流损耗、临界特

性等）及其与外部电磁场、温度、应力等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物理机理等。 

高压电力电子器件封装技术和可靠性 

压接式 IGBT 功率器件的新型设计方法、建模、关键工艺、样品研制、封装

技术和可靠性等方面的研究, 包括内部多物理场的建模与仿真，测试平台的设计

和搭建、可靠性评估。 

 

 

电工材料与新技术 

主要研究非平衡凝固理论与快速凝固技术，研究非晶、纳米晶电工材料的成

分设计、制备技术和性能预测；研究非晶、纳米晶电工材料在高频大功率电力电

子领域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中高频变压器、电抗器、共模滤波器、无线充电和

高速电机等电磁器件的设计和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