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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专题

编者按

复旦大学电子与信息学科作为学校的优势学科之一,长期以来始终是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人才培

育的重要力量. 在一百二十年的深厚学术积淀与办学历程中, 紧密贴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 汇聚了

一批在信息领域造诣深厚、极具创新精神的专家学者, 构建起了一支科研实力强劲的学术队伍. 复旦

大学电子信息学科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他们活跃在信息科技的各个前沿领域, 成为集

成电路、信息通信、先进制造等多个关键方向的领军力量. 近年来, 面对信息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与

深刻变革, 复旦大学师生与校友始终勇立潮头, 在空天信息、先进通信、智能芯片、高端制造等前沿领

域积极探索,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助力复旦大学在新工科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为庆祝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 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推出

复旦大学校庆专题,集中报道复旦大学电子信息学科师生校友近年来在信息科学与技术前沿的部分重

要成果. 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 本专题共收录了 6 篇文章.

(1) 复旦大学金亚秋等撰写的 “空天电磁信息技术研究进展: 获取、传输与智能处理”, 介绍了电

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在空天电磁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进展,涵盖空天电磁信息的获

取、传输与智能处理等方向, 包括新体制 SAR 设计与反演、高轨 SAR 动目标模拟与重构、月球行星

微波遥感、空天电磁新频谱通信、毫米波太赫兹通信及光无线通信、SAR 图像智能解译、电离层时空

参数智能反演与预测等研究进展.

(2) 复旦大学许宁生等撰写的 “太赫兹通信和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状况与核心器件研究前沿”, 面

向新一代及 6G 通信的天、空、地、海泛在互连的愿景, 重点评述了太赫兹通信和可见光通信等新技

术的发展态势, 分析了两种技术的基本模式、架构、器件等研究前沿热点、瓶颈、进展, 并给出了不同

应用场景的当前面临的技术问题和未来技术发展的预判.

(3) 复旦大学余杰等撰写的 “阻变器件赋能 AI 时代”, 讨论阻变器件的基本概念、关键电学特性

及应用现状, 分析其在先进工艺节点下推动嵌入式存储、存算融合和类脑计算发展的重要作用, 包括

阻变器件在赋能存算融合技术及类脑计算核心单元中的发展现状和挑战,揭示其对智能计算体系发展

的支撑作用, 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周红等撰写的 “无线通信的历史、现状、挑战与展望”, 回顾了无线通信历

史、现状与挑战, 并对无线通信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认为下一代无线通信系统需要引入新理

论、新技术与新架构, 使能通感融合以及 AI 等新应用, 具体分析了电磁场信息理论、时空编码与天线

技术、企业应用与 AI 使能架构、通感融合应用等新方向.

(5)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何磊等撰写的 “FPGA Overlay 处理器加速 AI 计算”, 针对基于 FPGA 的

神经网络加速计算需求, 探讨了通用覆盖神经网络处理器在易用性、扩展性和通用性方面的优势, 分

析了各类通用覆盖神经网络处理器的 FPGA原型及其设计原理、实现方法和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最

后讨论了设计过程的挑战, 并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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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华实验室曹健林撰写的 “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与高端装备 ——成就、问题与分析”,分析了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的研发与制造所面临的问题, 介绍了我国缺乏第 4 类制造类企业的原因,

并指出高端装备的研发与制造生产必须有 “用装备、造装备和从事基础技术研究” 这 3 支技术队伍的

长期、稳定和密切合作.

感谢各位作者的积极投稿和认真撰写,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及时、耐心、认真的评审工作. 同时, 感

谢编辑部各位老师的辛勤工作. 最后, 希望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师生与院友在信息科学与技

术迅速变革的大背景中, 为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多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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