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基金申请指南

一、 实验室及主任基金简介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以下简称“实验室”，立足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前沿，瞄准无线通信感知技术

发展方向，根据信息通信行业的科技发展需求，发挥行业背景地方高校的学科优

势，围绕通感算一体化、天空地海一体化、室内外无缝定位与导航，以“认知通

信理论与系统”、“目标感知与信息处理”、“宽带阵列天线与射频技术”、“位置感

知与服务”为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与通信行业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提供

关键技术支撑，服务中国与 RCEP 及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

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

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为充分发挥本实验室的学科优势，利用实验室良好的科

研条件，培养高层次学术骨干，提高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水平，现根据工作计划发

布主任基金指南，欢迎申请。

本实验室主任基金主要资助前沿性、开拓性和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对具有新思路、短期内有突破前景，同时有其它研究项

目支持背景的申请，将优先给予支持。

二、 申报对象

主任基金的申报对象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内从事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省

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资助方向研究工作的教师和科研人员。

三、 申报时间

2022 年度主任基金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5 日。

四、 重点资助方向

未来以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制造、智能家居等为代表的多种新型应用

场景，需要通信设备和终端具备智能感知物理世界和镜像映射数字世界的能力。

通信系统与感知、人工智能等多系统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技术发展重要趋势，为虚

实平行空间下的随时随地、多元化、深度沉浸式体验展现更加美好的愿景。因此，

本实验室将围绕通感算一体化、天空地海一体化、室内外无缝定位与导航，聚焦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六、 实验室及开放基金简介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以下简称“实验室”，立足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前沿，瞄准无线通信感知技术

发展方向，根据信息通信行业的科技发展需求，发挥行业背景地方高校的学科优

势，围绕通感算一体化、天空地海一体化、室内外无缝定位与导航，以“认知通

信理论与系统”、“目标感知与信息处理”、“宽带阵列天线与射频技术”、“位置感

知与服务”为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与通信行业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提供

关键技术支撑，服务中国与 RCEP 及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

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

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为加强队伍建设、扩大交流与合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实验室坚持开放共享，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现根据工作计划发布开放基金指南，

欢迎申请。

本实验室开放基金主要资助前沿性、开拓性和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对具有新思路、短期内有突破前景，同时有其它研究项

目支持背景的申请，将优先给予支持。

七、 申报对象

开放基金的申报对象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之外从事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资助方向研究工作的教师和科研人员。

八、 申报时间

2022 年度开放基金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5 日。

九、 重点资助方向

未来以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制造、智能家居等为代表的多种新型应用

场景，需要通信设备和终端具备智能感知物理世界和镜像映射数字世界的能力。

通信系统与感知、人工智能等多系统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技术发展重要趋势，为虚



实平行空间下的随时随地、多元化、深度沉浸式体验展现更加美好的愿景。因此，

本实验室将围绕通感算一体化、天空地海一体化、室内外无缝定位与导航，聚焦

智能无线通信感知领域相关理论与技术，重点资助以下研究方向：

7. 认知协同传输理论与方法

8. 跨介质通信与协作

9. 车路协同智能网联

10. 海洋监测与海域管控

11. 南海及东盟区域时空位置服务

12. 其它有关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领域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术

十、 申报要求

5. 项目应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6. 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人需要指定一名校内教师或科研人员作为校内联络人，校

内联络人负责监督获批开放基金项目的课题开题、中期检查、课题结题等工

作的正常开展；

7. 项目完成时间为 1-2 年；

8. 完成指标可以是鉴定成果、获奖成果、专利成果、专著成果、高水平的期刊

论文或经本实验室认定的会议论文。

9. 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人，请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前，将项目书与项目信息汇

总表电子档发到宋浠瑜老师邮箱：songxiyu@guet.edu.cn，纸质版材料（各

一式一份）邮寄至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内联系人，并由校内联系人交至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金鸡岭校区 7317 室。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

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2 年 10 月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省部共建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

项 目 申 请 书

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申 请 者：

所在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起止日期：

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编制

二零二二年十月

申请编号：

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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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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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1.主题词数量不多于五个; 2.主题词之间空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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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总体目标和考核指标
（完成指标应尽可能易于量化，见 2022 年度主任基金与开放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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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项依据
（包括项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及出处。对基

础研究，着重结合国际科学发展趋势，论述项目的科学意义；对应用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着重结合学科前沿、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科技问题，论述其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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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案

(一)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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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第 6 页 共 13 页

(三)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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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进度和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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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基础与条件

(一) 项目实施应当具备的条件

（人员条件、资金条件、基础条件及其他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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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已具备的条件

(包括前期所取得与项目相关的成果和技术积累情况，以及已具备的研究实验条件等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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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欠缺条件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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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组有关情况

(包括申请者、项目组主要成员的学历和研究工作简历，近期已发表与本项目有关的

主要论著目录和获得学术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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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请者正在承担(负责或参加)的其它研究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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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预算

支 出 科 目 金额（万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注：预算支出按照《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科目填写。

七、所在单位意见和签章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2022年度认知无线电与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信息汇总表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类型
拟申请经
费额度

（单位：

承担人 承担人单位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校内联系人（只限申请
开放基金项目填写）

课题考核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