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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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基本情况 

贵州大学生态学学科，源自1958年原贵州农学院林学系建系后的

林学学科森林生态学分支，迄今为止有66年的发展历史。生态学本科

专业于2001年开始招生，2003年获生态学硕士学位点授予权，2011

年获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授予权。2016年获贵州省重点学科， 

2017获贵州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生态学学科在教育部第五轮学

科评估中获评B-学科，2022年进入全球ESI前1%，2024年中国软科排

名前44%。学科具有山地植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1个、共享喀斯特地质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具有

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山地植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

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与农业生物工程2011

协同创新中心、贵州省森林培育及生态建设重点学科人才基地等平台。

学科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贵州省“大生态”发展战略需求，逐步

形成了植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修复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基础

骨干学科方向，围绕西南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和喀斯特退化生态系统

开展森林植被功能调控、退化喀斯特植被修复、功能微生物资源发掘、

动植物适应性与生态对策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1.1 培养方向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调控】以西南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为研究对

象，围绕喀斯特生态恢复为目标，重点开展喀斯特森林植被功能演化、

群落组成与结构、生物多样性维持、植物个体适应、种间关联性、植

物种群结构与动态、植被演替、喀斯特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碳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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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培养西南喀斯特高原生态建和生态文明

建设培养生态学创新人才，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贵州省“大生态”

战略提供人才储备。 

【退化喀斯特植被修复】以退化喀斯特生态系统植被恢复、高原

湿地生态修复和喀斯特区生物多样性维持的科学问题，从生态系统退

化、生境脆弱性、生物逆境适应机制、种间关系以及群落配置机制开

展系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支撑西南退化生态工程工程建设，

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功能微生物资源发掘】以西南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真菌资源发

掘、真菌多样性、植物病害种类系统发育，微生物与动植物功能关系

进行微生物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支撑西南山地生态有机产品生

产以及农林生产服务。 

【动植物适应性与生态对策】以西南山地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

地野生动、植物为研究对象，重点开展动植物多样性、珍稀物种濒危

机制、种质资源发掘，动植物生境适应与功能对策的基础理论和应用

技术研究，支撑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体系建设。 

1.2 师资队伍 

学科现有教师44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其中，博导8人，硕导

32人， 35岁以下教师比例为34%，36-40岁比例为27%；具有博士学

位的教师占91%；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50%，其中正高级12人，副

高级10人；具有海外学历2人。有1个贵州省创新团队，享受国务院及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人，国家林



 

  
 

5 

草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宝钢优秀教师奖1人，贵州省高校教学名

师1人，贵州省管专家2人，贵州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2人，贵州省高

层次创新型千层次人才1人，贵州大学青年学术骨干1人。学科师资队

伍情况如表1和图1。 

1.3 招生情况 

学位点硕博研究生报考人数稳定，录取人数也较为稳定，录取比

例逐年上升（图 5）。本学位点生源以西部生源为主，博士研究生西

部生源占 75%，硕士研究生西部生源占 69%。博士研究生生源中约

56%来自 211 院校，硕士研究生生源约 55%来自 985 和 211 院校 

1.4 培养条件 

学科现有教师 44 人，其中，博导 8 人，硕导 32 人。学科团队成

员均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学

科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生态学科点设置在林

学院，分林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招收博、硕研究生，硬件条件充足，

仪器设备值 2070.30 万元，实验室面积 1500 平米。学科具有山地植

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共享喀斯特

地质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具有贵州省森林资源与环境研究

中心、共享山地植物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贵州省喀斯特山地生态与农业生物工程 2011 协同创新中心、贵州省

森林培育及生态建设重点学科人才基地等平台。研究生导师通过申请

纵向横向项目，经费到账总计近 5036.66 万元，有力保障了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有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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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取得的成绩 

2.1 科学研究 

2020-2025 年年本学位点科研保持较高水平，主持承担各级科研

项目共 188 项，总经费 6168.47 万元，其中纵向项目 105 项目，经费

2532.79 万元，占总经费 41%，国家级项目 20 项，总经费 622.8 万元，

省部级项目 33 项，总经费 864 万元。近 5 年学位点获各类奖项 2 项，

其中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省高等学

校优秀成果奖 2 项、贵州大学教学成果奖 2 项。主编或参编专著 4 部；

授权发明专利 7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主要负责人 25人次；

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任负责人 13 人次；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做报告

28 人次；发表论文 465 篇，其中 SCI 论文 277 篇，EI 论文 4 篇，中

文核心论文 184 篇，呈逐年上升态势。 

2.2 主办承办学术会议 

本学位点2022年8月30日承办了第二十一届中国生态学大会，

2024年11月11日-17日与中国生态学会种群生态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

了第九届全国种群生态学前沿论坛。学科研究生参加中国-东盟教育

活动周林业论坛、中国生态学大会、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大会、种群生

态学大会、校博、硕论坛、专业学术论坛等国际国内各大会议上做报

告200余人次。 

2.3 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研究生全部都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其中参与国家

级科研项目比例，参与省级科研项目比例。2020年至2024年以贵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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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第一单位发表论文共发表学术论文273篇，与上一周期发表122

篇相比，有巨大提升。其中SCI收录论文185篇（上一评估周期发表5

篇），贵州大学一级学报论文32篇（上一评估周期发表12篇），CSCD

论文61篇，省级期刊16篇。近5年研究生获国内外竞赛奖项6项。研究

生授权发明专利7项。 

三、存在的问题 

生态学学位点基础较弱，特别是领军人才较为匮乏，加之地缘劣

势，在国内外高端人才引进方面较为困难，导致学科在高水平成果、

高水平专家数量等方面相比国际与国内一流生态学科还存在较大差

距，这些短板制约了学位点快速高质量发展。面对机遇和挑战，生态

学学位点急需利用相关政策和资源，从学科平台提升、高层次人才引

进与培养，高水平成果产出，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积极推进生态学学

位点建设与发展。 

四、改进计划 

（1）整合资源，建设国家级生态学平台  

进一步整合校内外资源，从各种渠道获取经费进行实验设备的更

新提升，建立国家级生态学研究基地与教学基地。  

（2）引才培才，强化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培养  

争取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培养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引

进国家级领军人才；加强团队协作，培养学术带头人；增加招生规模，

培养高质量博、硕研究生。  

（3）强化研究，促进国家级高质量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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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位点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及课题数量仍然偏少， TOP 

期刊论文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未来将加强团队协作，从数量和质量

上力争获得更多的国家级项目支持和高水平论文成果产出。  

（4）加强交流，增进国际和国内合作  

邀请国内外生态学知名专家来校开展交流，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和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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