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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自然年（1 月 1 日-12月 31 日）编写。 

二、授权学科（类别）名称、代码和级别按《贵州大学

2020-2025 周期性合格评估参评学位授权点列表》填写。 

三、各授权点请参考《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列出的主要内

容逐项进行编写，重点体现年度建设总体情况。 

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

处理后编写。 

五、本报告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字体， 建议不超过 3000 字，

纸张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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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研究方向 

生态学科立足西南喀斯特高原区域，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需求，依托学科及地缘优势，根据学位点实际的科研发展方

向及现有基础，确定了长期发展的四个研究方向：森林生态系统

调控理论与技术；喀斯特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机理；喀斯特山

地植物适应性调控对策；退化植被生态修复技术理论与机制。 

1.2 培养方向 

参照国家《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以及 2018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家会议对生态学学科进行 7 个二级学科

界定，根据学位点实际情况，确定了植物生态学、修复生态学、

和微生物生态学三个培养方向。 

1.3 招生情况 

贵州大学生态学学位点归属林学院，分林学院和生命科学学

院招收博、硕研究生。2021 年学位点共招博、硕研究生 39 人，

其中林学院招收博士生 4 人，硕士生 16 人，生命科学学院招收

博士生 4 人，硕士生 15 人。2021 年硕士学位博士授予 5 人，硕

士 16 人。 

1.4 师资队伍 

学位点现有教师 30 人，其中博士导师 6 人，硕士导师 18 人。

其中年龄结构方面 35 岁以下教师 11 人，占 36.67%，36-45 岁

15 人，占 50%，46-55 岁 4 人，占 13.33%；学历结构方面具有博



 

 2 

士学位的专任教师 25 人，占 83.33%，具有硕士学位的 5 人，占

16.67%。以上数据表明，本学科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开展科学研

究实现人才培养，职称结构合理，高学历教师为学科人员构成主

体（表 1）。 

表 1 生态学学位点教师构成情况 

专业

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

士

导

师

人

数 

硕

士

导

师

人

数 

最高学位

非本单位

授予的人

数 

兼职

博导

人数 

25

岁

及

以

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

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正高

级 
10 0 0 6 4 0 10 0 6 4 10 0 

副高

级 
8 0 2 6 0 0 7 1 0 7 6 0 

中级 12 0 9 3 0 0 8 4 0 7 12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30 0 11 15 4 0 25 5 6 18 28 0 

1.5 培养条件 

学位点依托贵州大学林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现有教学科研平

台支撑研究生培养，目前有省部级平台 6 个，校级平台 2 个，实

验室面积近 1000平方米，实验仪器总值超 1000 余万元。南校区

具有固定教学实践基地 15 亩，与龙里林场、黎平东风林场、扎

佐林场合作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3 个。2021 年在贵州茂兰自然保

护区完成动态监测样地 26.8 公顷的定位定点工作，建立了 1.8

公顷的数据监测平台。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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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学院党委、行政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学位点

学生思政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营造了思政教育人人参与、

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形成了“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大思

政新格局，做到了学生思政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现了融

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对学生的教

育引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党建工作成效明显 

林学院党委成立了生态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党支部积极推进

各项工作。党支部严格按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点进行建

设，2021 年共发展党员 7 名，在校学生党员人数达 81%，召开

17 次主题教育交流学习活动；生态学科党员学生深刻学习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相关讲话精神，以身作则、开拓创新的工作，

为学习工作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生态文明教育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 

生态学学科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培养学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的生态文明观，使

培养学生所学知识能够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贵州省“大生

态”战略需求。2021 年研究生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50 人

次。 

2.2 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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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接受贵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以及学院学术

学位委员会及研究生科两级管理。修订了《贵州大学生态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贵州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了《林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综合测

评实施细则（2021）》、《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业奖学金评定实施

细则（2021）》以及《林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综合测评实施细则》

等制度文件。 

2.3 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资队伍内涵建设，从国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入学科

团队，培养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现有专任教师总数 30 人， 

2021 年，1 人入选贵州省省管专家，1 人入选贵州省优秀青年，1 名

老师提升学历至博士，引进国内外青年博士 1 人，师资队伍结构日趋

合理。 

2.4 培养条件建设 

2021 年度学位点依托贵州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新增国

内外教学科研设备仪器 20 余件，价值 100 余万元；研究生导师

通过申请纵向横向项目，经费到账总计近 400 万元，有力的保障

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力推进。 

2.5 科学研究工作 

从各种渠道争取科研项目，按照四个研究方向开展创新性科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学位点导师本年度新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数

2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6 项，科研项目到账经费 378.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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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CI、SSCI、EI、MEDLINE、A&HCI、CSCD、CSSCI 收录期刊和

一级期刊（浙大标准）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69 篇，其中，国内

权威期刊论文数（北大版）38 篇，SCI 期刊收录期刊论文 31 篇；

授权发明专利 4 项。 

2.6 招生与培养 

本年度招生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生态学学位点 2021 年研究生招生情况 

学位 项目 2021年 

博士 

研究生招生人数 8 

全日制招生人数 8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0  

招录学生中硕博连读人数 3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5 

硕士 

研究生招生人数 31  

全日制招生人数 31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0  

招录学生中本科推免生人数 1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30  

培养方面，学位点设立研究生 SRT 创新基金，出台研究生科

研奖励制度，组织研究生科学研究方法培训班等措施，生态学研

究生获得的校级科研项目名列全校前茅。学科建设办公室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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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有序运行，建立了规范、完善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制度，学

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日趋健全。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学位点在贵州省内存在一定优势特色，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层次人才不足 

高水平领军人才数量不足，缺乏国家级层面的优秀人才，这

导致了国家重大项目难以有较大突破。 

（2）高质量成果偏少 

由于缺乏领军型高层次人才，学位点近期未获得国家奖。而

论文成果方面，SCI1 区科技论文数量偏少，国际能见度不高。  

（3）学校对学科管理机制亟待改善 

目前，学位点由林学院生态学科与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科共

同支撑，学科管理会受到学院行政界线的一定影响，造成两个学

院学科交流较少，无法形成合力。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学位点预计在下个年度进行以下工作： 

（1）引进高水平人才方面：学位点将依托贵州省和贵州大

学相关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力争引进高层次人才 1~2名，凝练

学科方向，汇聚重大成果。 

（2）产出高水平成果方面：学位点依托国家科学基金，贵

州省生态学国内一流学科建设等项目增加科学研究投入，努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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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师科研水平，争取在国际高水平学术论文质量和数量明显提

升，国家科技奖项数量进一步提升。在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理论与

技术、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等方面取得多项重大创新性研究

成果，提出或解决国际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部分研究领域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 

（3）管理机制完善方面：有待学校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学

科之间融合，学科内部交流。此外，过去存在教师跨学科招生现

象，导致在应对考核评估中人员划分不清，因此下一步需要进行

统一调整，将教师队伍固定在一个学科点进行研究生招生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