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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由学位授权点根据《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的主要内容进

行编写，但不局限于抽评要素中所列的主要内容。编写时应体现本学

位授权点的特色和人才培养水平，相关数据统计可以使用图表表示。

博士学位授权点涉及博士、硕士内容不同的部分可分别描述。已列入

《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的内容，仅描述整体情况和亮点特色

即可，无需罗列详细清单。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部分主要包括：培养目标（层次、类型、规模结构目标） 、

学位标准（单位标准）、本年度建设的总体情况，首次编制也可以撰

写一下本学位点的建立历程、简要的总体情况等。 

1.1 学科概况 

湖南农业大学生态学学科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刁操铨、余铁

桥、严斧、邹冬生、杨仁斌等知名教授组成的学科团队发展而来。1998

和2003年先后获生态学二级硕士授权点和博士点二级授权点；2002

年获省批生态学本科专业；2011年获批生态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和

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2012年获批生态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学科

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四五”期间皆为湖南省重点学科，

“十三五”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2019年生态学专业成为湖南省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生态学科作为主体力量，推动我校生态环境学

科进入了ESI 全球排名前1%。建有“洞庭湖区农村生态系统健康”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农业典型污染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湖南省国

际合作重点实验室、“湖南省灌溉水源水质污染净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重金属污染耕地安全高效利用”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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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种植与养殖污染系统防控工程中心”、“环境与资源实践教学中

心”等多个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目前在生态学一级学科下设有农业

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湿地生态学3个学科方向，形成了本—硕—博

—博后四级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我校生态学科共有专业教师33人，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0人，在籍博士生56人、学术型硕士生118人、

专业硕士123人，本科生279人。多数专任教师来自于中国科学院、中

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丹麦奥

胡斯大学等国内外著名高校，外缘率超过85%。有留学归国者或国外

访问学者11人，生态环境部科技领军人才1名，湖南省教学名师1人、

湖南省121人才工程人选1人、湖南省委组织部青年百人计划2人、湖

南省青年骨干教师2人、芙蓉学者2人，香江学者1人，湖南省青年托

举人才1人，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1人，长沙市创新人才1人等，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岗位专家1名。本学科坚持“面向生态、服务三农”

的学科定位，发扬“崇尚真理、敬佩才华、和谐共事、公仆生态”的学

科精神，按照“立德树人、学生为本”的办学方针和“入主流、创特色、

重融合、强优势”的学科思路，努力推动学科内涵式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1.2 研究生培养目标  

生态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如下：（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

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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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

规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全面了解生态学学科

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扎实的普通生态学、生态

系统生态学、环境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经济学、

教育生态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生态学专业知识，具备较强

的生态学研究方案制定与设计、野外（社会）调查、资源配置、仪器

分析、数据处理等技能，掌握使用至少一门外国语进行本专业外文资

料的阅读、写作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能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

管理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创新型高级生态人才。（3）身心健

康，具有承担本学科专业各项工作的良好体魄和素质。 

生态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如下：（1）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2）掌握生态学科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

识和必要的实践技能，熟悉所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能运用生态学手

段解决农业和环境中的生态问题，完成景观的生态规划设计及生态学

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中的应用；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专业书

刊，并能撰写论文摘要；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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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技术开发、生产和组织管理工作的能力；具备生态学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能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

事生态学教学、科研，生态规划、建设与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等工作的

专业人才。（3）身心健康，具有承担本学科专业各项工作的良好体

魄和素养。 

1.3 学位授予标准  

根据《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湖南农业

大学全 日制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及培养方案》（2020 版）和《湖

南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及培养方案》（2020 版），本

学位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如下。 

博士研究生须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

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性论文，发表的

学术论文应为已正式发表的学术研究性论文（含在线发表）。 

普博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须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①在 JCR 二区及以上 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 

②在 JCR 三区 SCI 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或在相应一级学科国

内顶级刊物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同时在 CSCD 刊物上发表 2 篇学术论

文（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科版）不超过 1 篇）； 

③如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二位出现，须发表在 JCR 二区及以上 SCI

期刊影响因子在 5（含 5）以上的学术论文，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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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须发表在 JCR 二区及以上 SCI 期刊影响因子在 10（含 10）以

上的学术论文。 

直博生及含硕博连读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须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①JCR 二区及以上 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和在 JCR 三区

SCI 期刊发表 1 篇学术论文或在相应一级学科国内顶级刊物发表 1 

篇学术论文。 

②在 JCR 三区 SCI 期刊发表 3 篇学术论文且总影响因子之和大

于 10。 

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其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公开在

EI、SCIE、CSSCI、CSCD来源期刊或者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篇。 

二、基本条件  

本部分主要包括：培养方向（特色优势）、师资队伍（带头人、

骨干/行业产业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等）、科学研究、教学科研支撑(平

台、设备图书)、奖助体系（总量、覆盖）、教学教改及成果、项目

及经费等。 

2.1 培养方向 

根据学科人员配置、学科发展方向以及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

求，生态学设置以下 4 个二级学科或培养方向： 

（1）农业生态学：主要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南方典型农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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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与功能优化。采用立体复合种养、养分平衡调控、农业废弃

物综合利用等生态农业技术措施，探讨南方典型农业生态系统绿色优

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调控途径及其作用机制。 

（2）环境生态学：主要研究环境污染的生态毒理和污染环境的

生态修复，重点探讨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监测、污染土壤和水体生

态修复、以及农业环境工程治理。 

（3）湿地生态学：主要研究湿地健康监测评价与保育机理，重

点探讨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稳定机制、湿地群落结构动态

预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退化湿地生态恢复与关键群落构建。 

（4）恢复生态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成因机制、系统内污染物在地球表层生物化学行为特征以及退化生态

系统的保育技术与政策，重点探讨矿山及洞庭湖流域退化生态系统中

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归趋、毒性、及其对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影响以

及后续的生态恢复技术。 

2.2.1 师资队伍 

生态学学位授权点负责人为罗琳教授，队伍由 33 名教师组成，

其中正高职称 12 人，副高职称 11 人，博士生导师 18 人，硕士生导

师 30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2人，占教师总数的 96.97%（见附表 1）。 

2.2.2 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等法律法规，落实《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

等文件要求，确保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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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以德育德。 

贯彻落实《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精神，把

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学科 33 名专任教师均加入思政课堂培训，以提高教师思政意

识和课堂思政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三全育人”体系机制，尤其

是结合专业特点，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入专业课教学过程中，

加强了生态文明教育，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培养了

“大国三农”意识和“一懂两爱”情怀。我们的具体如下做法： 

1）构建育人为本多维合力模式：集成学校、家庭、社会、学生

力量，聚焦“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主导思想，在利用家庭和社会助力

的基础上，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尊

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通过切身关心每个学生，来促进每

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 

2）健全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网络：加强党对共青团、学生会、学

生社团和网络自媒体的领导管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建立院、

系、班、寝（室）四级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网络，坚持立德树人、党建

引领，牢固树立爱党爱国爱人民、正气正义正能量、面向社会服务生

态文明的思想意识和责任担当。 

3）实行学术“双带头人”制度：建成 1 个教工党支部、2 个研究

生党支部、3 个本科生党支部，严格落实支部“五化”建设党建要求。

在教学基层组织建立党组织负责人、学术带头人的“双带头人”一肩挑

制度，共产党员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各领



 

  
 

9 

域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坚持导师全方位育人责任制：在传统的学术导师制的基础上，

从入学开始便将学科全体学生和导师按兴趣和爱好分组编队，直至毕

业。每个小组或者团队每二周召开一次组会，集中梳理上二周以来彼

此间的工作、学习、生活、个人情感、心理等方面的问题，导师主动

引导学生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师生共同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 

  5）按规定配备专兼职辅导员：除导师负责教书育人外，学科

按不低于 1:200 师生比的比例分别配置专职和兼职研究生辅导员，主

责利用研究生党支部阵地统筹强化研究生思政工作。每周四下午组织

学科研究生开展最新思政理论和时事政治学习与讨论；每学期组织一

次红色旅游，对研究生和老师进行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在学习

和科研的过程中锻造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风气。 

2.3 科学研究 

重点开展了稻田混合种养、湿地和矿山恢复、重金属污染修复等

技术的研发和集成方面的研究。 

生态学学位授权点在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评估时间段立

项项目 15 个，经费 539 万元（附表 2）。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单

位发表论文 44 篇，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 28 篇。获广东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一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附表 2）。 

2.4 教学科研平台  

实验室教学科研用房 2000 余 M
2，拥有原子分光光度计、气相

色谱、液相色谱、气质联用仪、ICPE-9000 和原子荧光等大型仪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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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由专人操作管理；在校内耘园建有环境生态观测站，在长沙金井

镇和岳阳采桑湖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共建共享农业

环境观测站和湿地生态观测站，在长沙青山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

立了“稻田+生态种养”专家工作室。生态学学位授权点有省级和校级

教学科研平台各 3 个（见附表 3）。 

2.5 奖助体系  

生态学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30000 元/人年、硕士 20000 元/人年, 覆盖 8%）、优秀生源奖学金（2000

元，1 人/年）、学业奖学金（博士分 12000 元/人年、8000 元/人年两

个等级，硕士分 6000 元/人年、4000 元/人年、2000 元/人年三个等级，

覆盖 100%以上）、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2000 元/人年，覆盖 30%）、

国家助学金（博士研究生每人 1000 元/月、硕士研究生每人 600 元/

月，覆盖 100%）、“三助一辅”津贴（1800-6000 元/人年）、经济贫

困研究生助学金（3000 元/人年）、优秀学位论文奖励（10000 元/篇

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6000 元/篇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4000 元

/篇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0 元/篇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北

美校友会奖学金（600 美元/人年）。 

除此之外，在本学位点徐元校友捐助下特别设立“乐农佳奖助学

金”。自 2021 年起，徐元校友共出资伍拾万元人民币，分 5 年（2021

－2025 年）资助，每年出资拾万元。奖助学金资助 10 年，每年资助

5 万元。每年为生态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设置品学兼优奖学金一等奖

5 人（5000 元/人）、二等奖 10 人（2000 元/人）；经济困难助学金 1



 

  
 

11 

人（5000 元/人）。 

三、人才培养   

本部分主要包括：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招生选拔（考录比、生

源结构、择优措施等）、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含辅导员）、课程与

教材（案例教学，培养方案）、导师指导（含立德树人、导师培训等）、

学术训练（实践教学）、学术交流（含竞赛等）、学风建设（含道德

规范等）、培养成效（论文、获奖）、管理服务、就业发展（就业率、

就业类型）、教育质量与评估分析等。 

3.1 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学校建立了严格的研究生管理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培养制度、

外出学习及出国（境）制度、实践制度、毕业与学位授予制度、奖助

贷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所有研究生均有平等享受学习、授予

学位、奖助贷、医疗保险等权利。建立了院校两级研究生档案管理机

构。学校和学院分别对已毕业和在读研究生档案实行统一管理。研究

生各项管理工作均按照制度执行，执行情况良好。邀请学术严谨学业

有成的本学科校友、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颜晓元研究员和中国农

业大学刘学军教授现身说法，谈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的体会。 

3.2 招生选拔  

生态学学位点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基本维持在 20－

25 和 45－55 人左右，而录取人数基本在 10－15 和 20－30 人左右（见

附表 4）。为确保生源质量，学校和本学科皆设置了优秀生源奖学金。 

3.3 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  

（1）坚持政治引领，树学科发展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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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和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准确把握“三

全育人”的科学内涵、育人目标和实现路径，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结

合学科现状与特色，以湖南省十三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省双一流培

育学科、省“双万工程”、省级创新实践教育基地建设等项目为切入点，

实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运用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充

分利用“红星云”、“学习强国”、“湘农资环”等全媒体学习平台，落实“党

员示范岗”、“三会一课”、“党员公开承诺”、“党课培训”等，强化党支

部与团学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逐步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

局。 

（2）深化思政引导，强实践育人之实 

坚持思政理论教育主渠道，创新教学方法，构建思政课实践教学

立体格局和长效机制，形成了课堂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三位

一体”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新模式，深入挖掘、全力打造公共课、专业

课、第二课堂等平台（如“湘农青年”、“学科与重点实验室网站”、“科

研助手计划”、“三下乡学校”、“五四文化环保艺术节”等），多渠道

拓展三全育人途径，组织以资源高效利用、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环保

文化艺术节”、“科研助手”计划、“三下乡”社会实践等品牌活动，建

立多层次立体化的“三全育人”体系，让科研落到实处，让实践深入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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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素养引拔，立教师师德之本 

按照教育部师生比不低于 1:200 的要求配备思政队伍，选派教

师赴外校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创新创业、心理健康等研修，定期开展

辅导员和班主任培训，鼓励教师参加辅导员技能大赛，提升教师理论

素养、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引导专业教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鼓励开展思政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强化学院“成

长辅导室”建设，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学生思政教育，努力培养课

程思政专家型人才。 

（4）注重“明星”引示，激学生进取之心 

通过“名师讲坛”、“名人论坛”、“科学论坛”、“修业大学堂”等公

共大课堂，邀请张佳宝、张福锁、王克林、谢永宏、颜晓元等院士、

专家与学生互动，激发学生的使命意识和爱国情怀。举办体现学科专

业特色、聚焦学科前沿的思政讲坛，如“湘农资环论坛”、“校友讲坛”、

“企业家讲坛”、“专业专题讲座”、“专业导论”等，强化价值观、人生

观的正确树立。 

3.4 课程与教材  

3.4.1 案例教学  

定期评选表彰一批年度人物、修业名师、教学卓越奖、优秀教师、

青年教师教学标兵、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等先进典型，举办优秀教师

先进事 迹报告会，引导教师向身边的榜样学习，激励教师争做“四有”

好教师。 以袁隆平、官春云等学术大家和多位杰青校友等的优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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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深刻影响学 科教师，营造崇尚大师、崇尚科学与潜心育人良风。

学以致用，教师指导的学生获创新创业和实践技能大赛奖励 26 人次。  

3.4.2 课程教学  

3.4.2.1 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为不少于 21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14 学 分，培养环节 7 学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总学分不少于 31 学

分，其中课 程学习不少于 25 学分，培养环节 6 学分。课程按学位

课与选修课开设， 学位课包括公共学位课与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包

括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课程设置附件－培养方案）。专业学位

课和方向选修课的开设情况见附件－培养方案，任课老师均为教授或

者获得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所有课程均按要求编写了教学大纲。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须在中期考核

前补修本科生阶段或研究生阶段主干课程 2-3 门，不计学分（见培

养方案）。 

3.4.2.2 教学质量  

严格研究生课程教师准入制度。所有新开研究生课程的教师均需

经校、院、学科三级专家和教学管理人员组成的专家组试讲通过后方

能担任主讲教师。集体讨论决定课程主要内容。每年学科导师集体讨

论补充、更新所有专业学位课和方向选修课的主要内容。 

跟踪学科国际前沿。积极鼓励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知名大学进行

学术交流，如派杨惠麟老师到中南大学深造学习 6 个月；邀请国内外

专家教授知名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介绍科研进展，使任课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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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及时了解学科前沿，充实、更新教学内容。 

聘请外教或国内知名学者担任部分教学内容。聘请中科院亚热带

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王克林、谢永宏、李峰研究员，中科院水生所曹特

研究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刘文胜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郑

华研究员，南京土壤研究所颜晓元研究员等参加研究生班讨论课程。 

各任课老师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增加科学前沿和热点内容，同时注重各项科研素质能力的训练和

培养，如科技论文的写作、统计方法的选择和操作、高精密仪器的使

用等。这些教学方法的改变以及教学内容的更新，打破先前以教为主

的教学方法，强调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同时增加更多实操性，极大的

增强学生上课的兴趣以及学习积极性，为后续研究生先是的培养奠定

坚实的基础。各研究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见附表 5。 

3.4.2.3 持续改进机制  

建立了校、院两级研究生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学校和学院确定了

专门 的研究生教学质量督导员，跟班听课，参与教学各个环节，并

将评价结果 及时上报学校、学院，反馈给任课教师。  

根据教学督导的结果，对于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由校院给予表扬和

奖励； 对于教学效果不太理想的教师，限期整改；对于教学效果差

的教师，暂停 或取消该教师的讲课资格。  

2022 年，没有一位教师暂停或取消的讲课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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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导师指导 

生态学学位点的导师必须经过经过严格遴选、公示无异且经过培

训后，方可担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对在岗研究生导师进行定

期考核，所有导师考核都为合格及以上。 

研究生的学术训练主要有：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学

术报告（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讲座）、学术研讨会等。鼓励研究生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国外短期访学、中外联合项目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具体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须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活动累计不少

于 12 次，参加各级组织的学术诚信教育活动至少 2 次，本人在二级

学科范围以上至少公开作 1 次学术报告。必须阅读 30 种以上必读书

目，并撰写至少 15 篇以上读书报告，每学期每人做两次 ppt 汇报。

读书报告、ppt 汇报由导师批阅，经导师审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

案。达到规定要求，考核合格，计 1 学分。 

3.6 学术训练  

3.6.1 查阅文献训练  

指导学生掌握查阅中外核心期刊和国内外重要文献库的查阅方

法。规定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不少于 150 篇，其中外文

文献不少于 100 篇；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不少于 100 篇，

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0 篇。 

3.6.2 交流能力训练  

要求所有研究生在本学科学术活动中至少作两次学术报告，参加

学校组织的每年一度的学术活动节力争作学术报告。鼓励资助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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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在开展研究生班讨论和研究生开题报告、中

期考核、论文答辩时，导师对被评对象的论文和多媒体制作进行现场

点评，指导研究生提高多媒体制作和学术表达能力。聘请英语水平高

的外籍教师和知名专家对研究生的英文写作和口头表达进行指导。 

3.6.3 科研训练  

每个研究生至少参加 1 项导师的科研项目，包括项目论证、方案

制定与实施、数据的分析整理、总结报告撰写等。 

鼓励研究生积极申报省研究生创新项目，2022 年，有多名研究

生获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或参与湖南省或者湖南农业大学研

究生创新项目资助。 

3.6.4 综合技能实践训练  

一级学科硕士点按 4 个二级学科开设了综合技能实践课，属专业

学位课，主要训练研究生掌握现代分析测定技术及 ICP-MS、元素分

析仪、液相色谱等精密仪器的使用、高级试验设计与 R 语言统计分

析的方法及相关软件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等。 

3.6.5 其他实践训练  

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教学实践、社会实践和管理实践中任选其一，

本学科大部分研究生选择的是教学实践，即协助导师指导本科生 40 

学时的实践教学或 12 学时的理论教学。 

3.7 学术交流  

学位点学术交流形式多样，包括参加学术训练、国内学术会议以

及国际学术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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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参照学位点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加大对培养过

程和论文的考核，包括入学考试（含笔试、面试）、论文选题、综合

水平考试、中期考核、论文中期检查、论文预答辩、论文答辩等多个

环节，从 “严进宽出”甚至 “严进全出”到“宽进严出”的逐步转变，实

现“博士生”到“博士候选人”再到“博士”的“三级塔”式分流淘汰机制。

把控每个培养阶段的入口和出口，通过多元化的考核和筛选，逐步淘

汰不合格人员。 

3.8 学风建设  

学位授权点制定了严格的学术道德规范，对选题、中期考核、论

文预答辩、论文答辩等各个培养环节加强管理，特别是要求研究生论

文考核和预答辩中能提供试验过程和详实的数据来源，对于论文抄袭、

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格审查，一旦存在以上情况，将取消

学位授予资格。 

2022 年本学科所有研究生没有发生一起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3.9 培养成效 

2022 年获国家奖学金博士研究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1 人。获

湖南农业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 3 人。发表学术论文 44 篇。 

3.10 管理服务  

3.10.1 管理机构  

学院由院长全面负责学科建设和学位工作，一名副院长分管研究

生的教学管理工作，一名副书记兼副院长分管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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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生管理机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配备了 2 

名专职管理人员。  

本一级学科和下属各硕、博士二级学科除遴选了学科领衔人外，

还分 别配备了优秀年轻教师担任助手。  

为保障在校研究生的权益，学位点在导师经费、科研设施、实验

条件、办公场所等方面加强管理。要求博士研究生导师的结余经费达

到 40 万元/位，硕士生导师达到 10 万元/位，方可再次招生，保障研

究生助学科研经费和补助。每年从学科建设经费中资助 100 多万元用

于相关仪器设备的购置，保障研究生科研条件。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见

附表 5。 

3.10.2 管理制度  

学校建立了严格的研究生管理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培养制度、

外出学习及出国（境）制度、实践制度、毕业与学位授予制度、奖助

贷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所有研究生均有平等享受学习、授

予学位、奖助贷、 医疗保险等权利。  

3.10.3 档案管理  

建立了院校两级研究生档案管理机构。学校和学院分别对已毕业

和在读研究生档案实行统一管理。  

3.11 就业发展  

据统计，博士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100%，主要签约高校和科研院

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硕士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100%，主要签

约党政机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具体情况见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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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教育质量与评估分析  

按《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实施办法》要求，博

士学位论文需外送盲审 5 份；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按比例

随机抽取部分论文外送盲审 3 份，其余硕士学位论文由学院组织盲审。

评阅结果全部合格方可参加论文答辩；有评阅结果为不合格的学位论

文，须重新修改或撰写，并只能参加下次学位论文送审。2022 年所

有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盲审结果均为合格以上。 

2022 年有 1 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优秀学位论文，2 篇硕士

学位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学位论文。 

本学科历年毕业研究生以及学位论文抽检情况见附表 7。 

为提高学位点论文质量，授予的学位论文必须经过严格的抽检和

评审，期间共有 2 篇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学位论文（附表 8）。 

四、服务贡献  

本部分主要包括：“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四个面向方面所作贡献：科研

成果转化（转让收入，标准）、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社会

发展（智库）、文化建设、生命健康、国防建设等。 

4.1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湿地生态修复：受气候变化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特别是水生植

物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以及灭亡导致湿地结构、功能和服务都明显退化。

为维系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恢复湿地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

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基础性与前瞻性的研究，集成湿地生态修复与保

护有关成果，面向社会需求，在山水林田湖草规划、退化湿地生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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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湿地生态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开展了技术服务工作，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和生态效益。本团队基于对湿地生态系统长期研究所形成的认识，

先后完成了湖南省内洞庭湖、郴州东江湖、云南洱海等湖泊的水质提

质改造工程，同时对湖泊进行水生植被的恢复。对湖泊生态系统的稳

定健康发展提供夯实的基础。也相应的为项目建设单位提供了工程生

态保护措施，为湿地主管部门提供了生态管理方案，有效地保护了湿

地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得到了社会多方的认可。 

4.2 面向经济主战场  

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我国畜禽养殖业规模空前庞大，在这些不

同规模的养殖活动中，畜禽的粪便处理是一个难题。畜禽粪便由于其

细菌含量，会对当地的土壤，水源地等造成严重污染，加之现代兽药

的使用，导致畜禽粪便中含有许多化学物质，加剧了粪便对自然环境

的污染。目前我国畜禽粪便排放达 38 亿吨，处理难度大、处理办法

较为落后，且处理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发展

得不够充分，如何利用各种处理工艺对畜禽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提

升资源化利用率，还未见成熟的理论与实践。针对畜禽粪污等废弃物

对环境的污染及废弃物开发利用不足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等问题，开发

饲料促生长类抗生素替代产品，从源头减少饲料中促生长类抗生素的

使用，且有效的提高了有机肥腐熟剂后期的发酵效率；以选择性培养

基分离筛选为技术基础，筛选到一批功能型有机肥发酵微生物，开发

出一批高效有机肥发酵复合菌剂；通过对物料腐熟程度评价指标的关

联分析及构建腐熟度综合评价体系，开发改进了一套复合微生物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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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堆肥发酵工艺技术及相关配套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快速发酵生

产有机肥的新方法，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畜禽废弃物生物处理及生物有

机肥生产综合配套技术体系，形成了一批微生物肥和有机肥产品，建

成了年产 8000 吨的生物有机肥示范生产线，年产肥料 3 万吨生产线

4 条，年产肥料 10 万吨的特大型生产线 3 条；筛选了多个产甲烷优

势菌，建立并优化粪便、污水及秸秆原料的共消化及预处理工艺，实

现沼气产气率较传统发酵产气率提高一倍的新工艺。建成智能化沼气

发酵控制系统，实现规模化沼气工程机电一体化及智能化控制技术应

用。 

4.3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三生一体理论在新农村产业规划中的应用：十八大以来，全国各

地广泛开展新农村产业发展规划，积极倡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然而，主持此类规划的单位，由于缺乏对三农问题的全面了解，制定

规划沿用了城镇建设规划的思路，导致规划脱离实际，普遍出现农村

生产、生活和生态严重分离的状况，生物多样性下降、农药残留、重

金属污染，农村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已经成为人类重大的研究课题。近

几年，生态学科景观生态规划方向的学科团队，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为促进湖南农村的发展，承担了多项乡村景观与产业规划，如武陵山

区农业科技实景展示园规划、道县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西洞庭风貌

保护与建设规划、怀化正清药业核心药源基地总体规划、桃源明月农

庄总体规划、澧县山岑怀生态农庄规划、湘阴金岳村产业发展规划、

洞口雪峰蜜桔产业基地规划等。这些规划均采用了三生一体的指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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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按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围绕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平台建设，特别强调和重视以发展农村生产为基础，以保护农村生

态环境为前提，以保障农民增收和生活需要为目的，提出了农村现代

农业景观单元的构建方法，即在适度规模的农村区域，充分利用当地

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或适当改造耕作环境形成生物多样性的立地环

境，选择适宜的农作物品种，发展特色商品型农业，如市场需求大的

水稻、水果、蔬菜、中药材等，利用多样性的环境，发展多样性的自

足型农业，实现品种多样，用地满足当地居民或外地游客就地消费的

需要，彻底改变农村过去单一作物成片多年连作物而导致农村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的局面，将区域农村建设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产业平台。让农村得到可持续发展，让农村面貌得到改变，让农民安

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4.4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稻田生态种养：稻田生态种养模式已在我国农耕文化中传承千余

年，世界粮农组织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1 年分别授予稻鱼共生系统和

稻鱼鸭共生系统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农业大学稻田生态种

养研究团队依托科研项目，于 1992 年开始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和技

术推广，在产量、病虫草害防治、减少化肥学农药施用、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改善稻米品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探索和

总结出多种生态种养等生态高值种养技术，开展了放牧式和围栏式生

态种养的推广和示范，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以节水、

高值为模式出发点，从养殖动物种类、饵料供应和培养以及田间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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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关键环节和技术开展稻田生态种养新模式的研发；针对新型水

稻生产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和方式的改变，开展规模化生产下的稻鸭、

稻鱼、稻虾、稻蛙、稻鳖生态种养模式关键技术的研究和集成。技术

推广与培训。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团队通过技术合作的方式，开展规

模化稻田生态种养技术的推广，同时，并传帮带的方式在田间地头实

地培训相关人员；依托相关政策和项目，定期举办稻田生态种养技术

的培训班。2012 年以来团队在全省推广建立了多个 4000 亩以上的核

心示范区；累计推广示范达 400 万亩以上，按每亩平均增加效益 500

元计算，累计增效超 2 亿元，其中新增产值 1.8 亿元，新增利润 800

万元。团队科技服务推广区几乎涵盖到全省各个地区，结合推广示范

开展了大型的相关基层技术培训服务工作 100 余次。近年，湖南各地

兴起稻田生态种养热潮；如在长沙宁乡、益阳安化、怀化中方和湘西

保靖等地已发展稻田养虾、养鱼 10000 多亩，2000 多户农民因此受

益；特别是湘西自治州、益阳安化等贫困地区开展稻渔生态种养耦合

技术，三大效益突出，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稻田生态种养技术的推广。 

五、存在的问题  

本部分主要包括：要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和《学

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分析存在的问题及上年度问题整改情况。 

（1） 各种教学和科研奖励空缺或缺少高等级的教学和科研奖励。 

（2）缺少国家级规划教材。 

（3）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欠缺严重，另外学科各成员

在对外交流方面还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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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本部分主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思路、工作计划、

具体措施。 

1. 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利用学校优势对学科扶持政策，

力争引进杰青、优青、长江学者等高水平高层次人才 1-2 人。同时力

争多学科内培养出杰青、优青、长江学者等高水平高层次人才 1-2人。 

2. 激励教学和科研奖励以及国家级教材的申报。总结和凝练先

前的科研和教学成果，积极申报省级和国家级教学和科研奖励。同时

鼓励各位老师申报国家级教材。 

3. 改善教学科研条件。以学科现有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为重点，

在调整现有办公、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用房布局的基础上，新增

600 m
2 教学科研用房和 200 万元仪器设备，形成格局合理、功能配套

的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条件。 

4. 新建国家湿地生态观测站。围绕洞庭湖，在洞庭湖湿地与中

科院亚热带现代农业生态研究所以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单位共建

国家湿地生态观测站，定位观测洞庭湖区农田及湿地生态系统，为学

科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提供野外观测平台。 

5. 大力推进对外合作。推进本学科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

生态学学科的合作，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研究，鼓励校际

间合作向学科、专业和科研平台延伸，向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

养倾斜。推动本学科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积极参

与重点领域国际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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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学位点负责人及团队构成 

2-1 学位授权点人员情况 

学位点总人数 正高职称 副高职称 博导人数 硕导人数 具有博士学位 

33 13 10 18 30 32 

2-2 学位授权点负责人情况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毕业院校 研究领域 

罗  琳 1969.03 教授 博士 中南大学 恢复生态学 

2-3 学位授权点团队构成（二级点可视为方向） 

方向 1  团队人数：13 人          研究方向：  农业生态学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博导/硕导 毕业院校 

1 王  华 1974.09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2 徐华勤 1972.08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3 邹冬生 1959.12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北京农业大学 

4 阳树英 1972.10 教授 博士 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5 刘向华 1969.12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6 张满云 1988.12 副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格里菲斯大学 

7 肖智华 1986.03 讲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大学 

8 杨惠麟 1981.11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9 陈法霖 1985.02 讲师 博士 硕导 中科院 

10 谢春艳 1982.08 讲师 博士 硕导 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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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欢瑶 1987.08 讲师 博士 硕导 中科院 

12 胡  腾 1988.06 讲师 博士 硕导 奥胡斯大学 

13 叶莹莹 1989.01 讲师 博士 硕导 中科院 

方向 2  团队人数：6 人           研究方向：  环境生态学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博导/硕导 毕业院校 

1 曾清如 1964.11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中国科学院 

2 邵继海 1979.09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中国科学院 

3 罗  斯 1985.01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南京大学 

4 彭  亮 1982.02 副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吉林大学 

5 陈安伟 1987.12 副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大学 

6 杨 洋 1986.02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方向 3  团队人数： 8 人          研究方向： 湿地生态学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博导/硕导 毕业院校 

1 葛大兵 1964.07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2 符  辉 1985.02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中科院 

3 李有志 1981.11 副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农业大学 

4 吴爱平 1981.1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中科院 

5 袁桂香 1984.08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中科院 

6 任  勃 1974.05 讲师 博士  湖南农业大学 

7 黄振蓉 1988.02 讲师 博士  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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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袁金蕊 1982.08 实验师 硕士  中国科学院 

方向 4  团队人数： 6 人          研究方向：  恢复生态学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博导/硕导 毕业院校 

1 罗  琳 1969.03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中南大学 

2 秦普丰 1971.10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中国科学院 

3 周耀渝 1988.10 教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大学 

4 吴志斌 1989.11 讲师 博士 博导/硕导 湖南大学 

5 梁运姗 1982.09 副教授 博士 硕导 湖南大学 

6 龚小敏 1990.01 讲师 博士 硕导 湖南大学 

 

附表 2 学位点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学位授权点 2021 年立项科研项目统计 

 
国家发改委 

或科技部项目 

国家自然

（社会）科

学基金项

目 

教育部 

及其它

部委项

目 

地方政

府项目 

委托 

项目 

国际组织资助

或国际合作项

目 

厅局级项目 合计 

项 目 数

（个） 
0 1 1 6 7 0 0 15 

经 费 数

（万） 
0 30 195 135 179 0 0 539 

科研项目代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 

起讫时间 

科 研 经

费 

（万） 

负 责

人 

1  
湘江流域区域产地

镉砷污染活化及调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科技部 
2022.12-2023.12 195.0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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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制 

2  

栽培方式诱导再生

稻根系形态差异及

对镉转运的影响过

程与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2022.9-2025.12 30 邓萧 

3  

细菌胞外聚合物在

矿物表面的吸附分

馏及其对重金属竞

争吸附的影响 

湖南省自然科学

基金 
2022.01-2024.12 10 

梁 运

姗 

4  

不同产量目标驱动

下的洞庭湖区稻虾

种养尾水特征及生

态调控途径 

湖南省水利厅 2022.09-2024.12 25 王华 

5  
水产养殖标准体系

研制 

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 
2022.09-2023.12 15 王华 

6  

东江湖库区消落带

关键水文要素时空

格局演变研究 

湖南省水利厅 2022.09-2024.12 25 
李 有

志 

7  
美丽乡村“千万工

程”专项 

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 
2022.01-2023.12 50 

邹 冬

生 

8  

双碳目标下提高优

质香稻产量和质量

的生物炭基肥减量

施肥技术研究 

湖南省科技厅 2022.09-2023.06 10 
阳 树

英 

9  
洞庭湖鸟类栖息地

专项调查技术服务 
横向课题 2022.12-2023.12 12 

李 有

志 

10  
平湖区河渠水环境

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横向课题 2022.11-2024.12 20 

秦 普

丰 

11  
“一稻三虾” 养殖

技术研究 
横向课题 2022.11-2025.05 20 王华 

12  
葛仙米藻种筛选及

富硒技术研究 
横向课题 2022.10-2024.03 10 

邵 继

海 

13  

平江县 GEP 核算土

壤采集等野外调查

项目 

横向课题 2022.10-2023.12 30 
陈 法

霖 

14  
重金属污染农田修

复及超富集植物研
横向课题 2022.01-2023.12 12 

吴 爱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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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5  

“稻-鱼-菜共生”生

态循环农业产学研

基地建设 

横向课题 2022.03-2026.12 75 
阳 树

英 

16       

17       

18       

19       

20       

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代表 

序号 专利名称 第一发明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1 
一种用于潮土水稻增产增效的生态

肥及其施肥方法和应用 
阳树英 ZL 202111148223.9 2022.03.03 

2 
氮化碳/三氧化钨/硫化锌双 Z 型复

合光催化剂处理抗生素废水的方法 

吴志斌 ZL 202111519808.7 2022.11.15 

科研奖励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完 成 人

（排名） 
获奖时间 获奖类别名称和等级 

1 
香稻增香增产关键技术创建与应

用 
阳树英（2） 2022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教研奖励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完 成 人

（排名） 
获奖时间 获奖类别名称和等级 

http://www.vipzhuanli.com/pat/name/list.html?kw=%e5%90%b4%e5%bf%97%e6%9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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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发表研究论文代表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作者 发表时间页码 
影 响

因子 

1 

Assessing the Genetic Improve

ment in Inbred Late Rice again

st Chilling Stress: Consequenc

es for Spikelet Fertility, Pollen 

Viability and Anther Characteri

stics 

Agronomy 徐华勤 12：1894 3.95 

2 

Linking Phyllostachys 

edulis (moso bamboo) 

growth with soil nitrogen 

cycling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of plant-soil 

system: effects of plant age 

and niche differentiation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张满云 177：114520 6.45 

3 

Co ‐ occurrences of soil 

nitrogen cycling and human

‐ disease genes following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 

and nitrification inhibitor 

applications: A strategy for 

decreasing health risk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张满云 33 (15) , pp.2769-2782 4.38 

4 

Effects of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 and nitrification 

inhibitor on nitrate 

accumulation in pepper: soil 

abiotic properties and 

endophytic and soil bacteria 

Plant and Soil 张满云  5.00 

5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y1Ac protein 

and Zn2+, Cd2+metal ions 

byfluorescence quenching 

and molecular docking 

Chemosphere 梁运姗 10.1016/j.chemosphere.2022.
134105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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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6 

Efficient degradation of 

tetracycline by persulfate 

activation with Fe, Co and 

O co−doped g−C3N4: 

Performance, mechanism 

and toxicity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梁运姗 259：118159 9.13 

7 

Modification of sulfur 

doped carbon nitrid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hotocatalysis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吴志斌 308:122875 9.13 

8 

Principles,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of dual 

Z-scheme photocatalysts 

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吴志斌 467:214596 24.83 

9 

Effects of tuber size and bur

ial depth on germination and

 plant growth of the submer

ged macrophyte Vallisneria 

spinulosa S.Z. Yan at differe

nt light intensities 

Hydrobiologia 袁桂香 849 (15) , pp.3419-3433 2.82 

10 

Asexual reproduction for ov

erwintering of the submerse

d macrophyte Vallisneria spi

nulosa at different light inte

nsities 

Aquatic Science

s 
袁桂香 84:13 2.76 

11 

Linking human activities an

d global climatic oscillation 

to phytoplankton dynamics i

n a subtropical lake 

Water Research 符辉 208:117866 13.4 

12 

Linking trait network to gro

wth performance of submer

ged macrophytes in respons

e to ammonium pulse 

Water Research 袁桂香 208:117866 13.4 

13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protect a subtropical 

tree 

species exposed to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吴爱平 15 (5) , pp.1036-104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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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ed acid rain by 

accelerating 

photosynthetic ability, 

antioxidant enzymes and 

osmolyte 

accumulation 

14 

Invasive Ageratina 

adenophora can maintain its 

ecological advantages over 

time through releasing its 

autotoxicity by 

accumulating a bacterium 

Bacillus cereus. 

heliyon 吴爱平 9 (1) , pp.e12757 3.78 

15 

Thermochemical 

liquefaction of Brassica 

napus straw: Effect of 

liquefaction parameters on 

biocrude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肖智华 188:115564 6.45 

16 

High-light inhibition of two 

submerged macrophytes in a 

shallow water experiment 

AoB PLANTS 袁金蕊 10.1093/aobpla/plac009 3.14 

17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stoichiometry of 

two submerged macrophytes 

are more affected by plant 

species and organs than by 

light 

 Marine and 

Freshwater 

Research 

袁金蕊 73 (11) , pp.1323-1330 2.36 

18 

Field-scale remediation of 

cadmium-contaminated 

farmland soil by Cichorium 

intybus L.: Planting density, 

repeated harvests, and safe 

use of its Cd-enriched 

biomass for protein feed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杨洋 188:115604 6.45 

19 

Effect of Deep Placement of 

Large Granular Fertilizer on 

Ammonia Volatilization, 

Soil Nitrogen Distribution 

Agronomy-Base

l 
王华 12：2066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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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ice Growth 

20 

Rice-crayfish farming 

increases soil organic 

carbon 

AGRICULTUR

E 

ECOSYSTEMS 

& 

ENVIRONMEN

T 

王华 329:107857 6.58 

21 

Multi-spatial scale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landscape 

pattern on stream water 

nitrogen pollution in a 

subtropical agricultural 

watershe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刘欢瑶 321:115962 8.91 

22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agronomic factors on 

pond water quality within an 

intensiv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subtropical 

southern China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刘欢瑶 274:107953 6.61 

23 

Influence path identification 

of topography, soil, 

hydrology and landscape on 

phosphorus buffering 

capacity in typical 

agricultural catchments in 

central subtropical Chi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刘欢瑶 315:115164 8.91 

24 

Differences i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sinks between 

the harvest and non-harvest 

of Miscanthus 

lutarioriparius in the 

Dongting Lake wetlands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李有志 13:989931 6.627 

25 

Slaked lime improves 

growth,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reduces Cd 

accumulation of peanut 

(Arachis hypogaea L.) under 

Scientific 

reports 
肖智华 12:438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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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stress 

26 

Review on fate and 

bioavailability of heavy 

metals during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composting of 

animal manure 

waste 

management 
肖智华 150 , pp.75-89 8.82 

27 

Flag leaf cell wall functional 

groups and componen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translocation of Cd in rice 

grain via foliage application 

of humic acid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曾清如 239:113658 7.13 

28 

Does a Widespread Species 

Have a Higher Competitive 

Ability Than an Endemic 

Species? A Case Study 

From the Dongting Lake 

Wetlands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李有志 13:864316 6.627 

29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

网络研究现状和趋势 
生态环境学报 符辉 8: 1690-1699  

30 

油葵和苦荬菜根际土壤中

镉和锌的活化机制及修复

潜力比较 

土壤通报 曾春阳 10.19336/j.cnki.trtb.202

2041501 
 

31 

长期淹水条件下稻鱼复合

种养对土壤养分和酶活性

的影响 

农业现代化研

究 
邹冬生 5:911-920  

32 

种植密度和施氮量对烤烟

碳氮代谢关键酶及品质的

影响 

江苏农业科学 黄  佳 
https://kns.cnki.net/kcm

s/detail/32.1214.s.20221

101.1345.006.html 

 

33 
不同种植模式对土壤理化

性质及微生物特征的影响 
南方农业科学 

艾亥麦提·艾

麦尔江 

https://kns.cnki.net/kcm

s/detail/45.1381.S.20220

815.1349.002.html 

 

34 
烟后轮作玉米的适宜种植

密度研究 
作物研究 肖金讯 2022( 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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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不同土壤湿度下平菇菌渣

施用对土壤酶活性和温室

气体排放的影响 

土壤通报 张满云   

36 

不同土壤湿度下多菌灵的

连续施用对土壤氮矿化速

率与脲酶动力学的影响 

中国土壤与肥

料 
张满云   

37 
长期弃耕降低红壤稻田土

壤磷库 

植物营养与肥

料学报 
龚梦瑶   

38 
壳寡糖对镉致肝脏损伤的

保护作用及机理研究 
生态毒理学报 段心怡   

39 

不同光照强度下物种组合

对沉水植物苦草种间关系

的影响 

热带亚热带植

物学报 
袁桂香   

40 
不同生境氮硫互作对香稻

产量及肥料利用率的影响 
福建农业学报 阳树英   

41 
拟水狼蛛对镉和 Bt 蛋白联

合作用的响应 

湖南农业大学

学报 
雷梓妍   

42 

化肥减量配施生物炭对镉

污染水稻土壤真菌群落的

影响 

江苏农业科学 阳树英   

43 

广东潮土生物炭对不同水

稻品种的土壤细菌群落的

影响 

华南农业大学

学报 
阳树英   

44 
翻耕扰动下喀斯特耕地

N2O 排放规律及影响因素 

农业现代化研

究 
叶莹莹   

出版专著与教材 

序号 名称 出版社 作者 出版时间 

发

行

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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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表 3 学位点教学科研支撑情况 

序号 平台（基地）名称 类型 级别 

1 洞庭湖区农村生态系统健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科研平台基地 省级 

2 资源环境省级教学实验中心 科研平台基地 省级 

3 湖南省涉农企业发展研究所 科研平台基地 省部级 

4 南方稻田重金属综合防控协同创新中心 科研平台基地 校级 

5 农业环境污染修复中心 科研平台基地 校级 

6 湘江流域生态农业协同创新中心 科研平台基地 校级 

注：类型分为教学实习基地或科研平台基地；级别分为自主、校级、省部级、国家级 

 

附表 4 学位点招录情况 

年份 

报考人数 录取人数 考录比例 
生源结构 

校内：省内外校：外省 

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硕士生 博士生 硕士生 

2018         

2019         

2020 21 49 12 26 2.10 1.88 4: 7: 1 7: 10: 9 

2021 23 53 13 27 1.77 1.96 4: 5: 4 4: 13: 10 

2022 28 57 13 28 2.15 2.04 3: 2: 8 1: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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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在学研究生服务满意度调查情况（%） 

年级 

教学服务（100%） 科研服务（100%） 生活服务（100%） 权益保障（100%）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博士研究生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 

2018 75.0  25.0  0 75.0  25.0 0 75.0  25.0 0 100.0  0 0 

2019 66.7  33.3  0 100.0  0 0 100.0  0 0 66.7  33.3 0 

2020 50.0  50.0  0 50.0  50 0 50.0  50.0 0 50.0  50.0 0 

2021 50.0  50.0  0 66.7  33.3 0 66.7  33.2 0 83.3  17.7 0 

2022 62.6  37.4  0 72.3  27.7 0 76.3  23.7 0 85.7  14.3 0 

硕士研究生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 

2018 
94.3 5.7 0 100 0 0 91.4 8.6 0 97.1 2.9 0 

2019 
93.5 6.5 0 87.1 12.9 0 96.7 3.3 0 100.0 0 0 

2020 
87.5 12.5 0 100.0 0 0 91.7 8.3 0 100.0 0 0 

2021 
88.0 12.0 0 96.0 4.0 0 92.0 8.0 0 96.0 4.0 0 

2022 
90.3 9.7 0 97.1 2.9 0 93.2 6.8 0 97.4 2.6 0 

 

 

 

附表 6 毕业研究生就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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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情况统计 

学 位

类别 

毕业生

总数 

签就业协议或

劳动合同 

升学 
自主 

创业 其它形式就业

含做博后 
未就业 

国内 国外  

硕士 31 22(70.97%) 3(9.68%) 0(0.00%) 2(6.45%) 4(12.90%) 0(0.00%) 

博士 8 8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毕业生主要去向 

类型 就业单位/就读院校名称（填写人数最多的 5 项） 

就业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农科院 
中科院亚热带

所 

湖南省国际人

才智力交流中

心 

湖南凯天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升 

学 

国内 湖南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

学 
中国农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国境外      

签约单位类型分布 

单位 

类别 

党 政

机关 

高 教

单位 

他 教

单位 

科 研

设 计

单位 

医 疗

卫 生

单位 

其 他

事 业

单位 

国 有

企业 

三资企

业 

民 营

企业 
部队 其他 

硕 士

签约 
4 3 1 1 0 4 2 4 3 0 0 

博 士

签约 
1 4 0 3 0 0 0 0 0 0 0 

签约单位地域分布 

单位地域 本省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境外 

硕士签约 11 3 5 3 0 

博士签约 6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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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生态学科 2017 年－2021 年毕业生及论文抽检情况表 

年度 
学生 

类型 
毕业生总数 授予学位数 论文抽检情况 

2017 
硕士 24 24 合格率（100%） 

博士 2 2 合格率（100%） 

2018 
硕士 24 24 合格率（100%） 

博士 9 9 合格率（100%） 

2019 
硕士 17 17 合格率（100%） 

博士 6 6 合格率（100%） 

2020 
硕士 14 14 合格率（100%） 

博士 5 5 合格率（100%） 

2021 
硕士 31 31 合格率（100%） 

博士 8 8 合格率（100%） 

 

 

附表 8 优秀学位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研究生姓

名 

抽检或评审

时间 

结果 

1 根际互作对油菜吸收镉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 李龙城 2022 
省级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 

2 
生物炭负载铁酸镁去除水中左氧氟少星的交通

与机理研究 
姚  斌 2022 

省级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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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培养方案 

生态学 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学位授予标准 

一、学科概况和学科方向 

（一）学科概况 

当代生态学即是从生态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生物以及生物与

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生物方面包括人类、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环境方面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经济

环境。从发展态势讲，当代生态学呈现出学科分支在多学科交叉与融

合中不断产生；研究对象在时空尺度上倾向于从微观和宏观尺度不断

拓展；研究内容从结构与功能向过程与预测模型上延伸；研究方法在

技术与手段集成中持续创新等特点。 

湖南农业大学生态学学科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刁操铨等知名

教授创建的湖南农学院水稻生理生态研究室。经过30多年的发展，

目前我校生态学科已形成了一支由39人组成的高素质（博士学位获

得者比例超过90%）、年富力强（年龄在30-50岁之间比例达90%）

的师资队伍，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3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9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33人；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洞庭湖区农村生态系统健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农业典型污染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湖南省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基地和

国家财政部农业生态学特色专业实验室，系湖南省国内“双一流”培育

学科，教育部第四轮（70所高校参评）学科水平评估Ｂ－学科（前

30-40%）。 

近五年，学科新增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2项，获国家和

省部级科技(科学)成果奖励15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2项,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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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57篇（其中106篇SCI、78篇一级学报和

CSSCI论文）。 

（二）学科方向 

本学科根据国家生态学一级学科设置标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求，

通过长期发展积淀和不断凝炼，形成了3个学科方向。 

1.农业生态学 

主要关注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过程及其调控，形成了稳定

的农业生态研究方向。 

重点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原理与方法，从事农田生态种养与现

代农业规模化生产技术研究，探讨通过完善生物多样性共生的模式，

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三大效益共嬴的农田多级利

用的农林牧副渔复合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具有节水节肥、丰产减排、生态高效的农业生态工程种养模式，实

现生态种养的轻简化与集约化。同时研究通过科学合理改善土壤结构、

微生物群落结构等方式促进农作物（如水稻）的品质，为建设高标准

农田献计献策，为农民增产增收服务，也为农民脱贫致富作出贡献，

同时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出谋划策。 

2.环境生态学 

主要关注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原因、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机理及其修

复模式与技术，形成了稳定的环境生态修复研究方向。 

重点运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农田重金属、农

药残留物及有机污染物（包括各种激素）的研究，利用植物（主要包

括烟草、油菜、玉米等农作物）、微生物、合成生物、物理和化学材

料，实现对重金属、农药残留物和有机污染物质的去除，实现边生产、

边修复，取得较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激发广大农民

参入农田重金属修复的积极性，同时为农民增产增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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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生生态学 

主要关注湿地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功能退化、服务质量下降、外

来物种入侵、生境破碎化的原因以及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机理及其修

复模式和技术，形成稳定的水生生态学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水体富营养化、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各种人为干扰等条件

下湿地功能退化和水生植物消亡的机制，探讨科学合理的湿地（特别

是沉水植物）恢复与重建措施，构建绿水青山的宜居环境，统筹山林

水田草，完善和实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应用水生植物的

自净能力，对农业生产排放的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进行降解或者进

行资源化利用。同时研究国内入侵植物的入侵机制、评估入侵所造成

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危害以及如何利用天敌对入侵植物进行生物防控，

探索外来有害入侵植物的资源化利用途径，力争降低入侵植物的对生

态、经济和社会的危害甚至变废为宝。 

二、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对生态学有浓厚的兴趣，以创新生态

学学科理论体系、促进生态学学科技术进步、推动生态学学科可持续

发展为己任，掌握生态学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动态。具有批

判性思考的能力、扎实的科研调查与观测、实验和分析技能以及在理

论探索和应用研究领域中解决重要科学问题的能力，同时掌握一定的

与生态学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具备较

宽广的知识面，以及拓展学科新领域的学术潜力，敢于通过学科交叉

和融合进行集成创新。在科学问题凝练、研究方案与实施、研究结果

分析和成果形成的整个科研过程中能善于团结合作，发挥团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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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具有良好体魄，能够承担本学科范围内各项专业工作任务。 

2．学术道德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追求真理

的高尚品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讲求学术诚信，树立学术自律意识。

在研究工作中保证调查、观测、实验等数据客观真实，立论依据充分，

推论逻辑严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科学论文或学术会议上发布的

结果应该是所做研究工作的真实反映，杜绝任何剽窃他人成果、捏造

和歪曲数据资料、有意提供误导性推论等不当学术行为。同时，还应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国家机密，遵守信息安全、生

态安全、健康安全等国家安全方面的有关规定。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能能熟练掌握生态学基本理论与研究

方法、以及所在二级学科的技能，熟悉本学科专门领域的发展动态；

具有能独立从事与生态学相关的研究能力和学科视野，以及利用生态

学原理分析与解决相关问题的创新能力；能胜任所学生态学专业领域

的教学、科研、开发和管理工作。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关注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参加专题

讲座和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研讨，利用一切现代信息传播手段，

获取本学科发展的最新知识，掌握学科学术前沿动态及技术需求。在

文献收集中，要有意识地考虑文献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同时，要不断

深入生产一线，了解我国生态环境保育需求，重视在生产实践中提升

获取知识的能力。此外，应参与一些对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教

学过程（如作为助教，指导教师或实验课教师），扩大自己在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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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容之外的广泛兴趣、培养指导他人从事科学探索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要求熟悉某一特定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文

献，而且领会文献的学术思想、建立假说的依据和推理、调研和实验

策略、技术方案、实验材料与方法、结果的分析与讨论等，在归纳了

大部分已经积累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模型。

在熟悉文献的基础上，博士研究生需要能够判断出哪些问题已经研究

过，哪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及哪些结果或解释还存在争论。

对这些能力进行培养和评价的手段包括：练习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准

备工作和撰写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报告；经常浏览本学科

及相关领域的主要学术刊物并加以分析；定期以书面和口头形式给出

研究工作进展的学术报告；按照学术论文规范整理研究结果并撰写博

士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要求能综合评价科学成果的学术价值、社会

贡献及生态作用，要具备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判的能力。 

3．科学研究能力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该在某一专门的生态学领域方面获得

足够的技能，包括本专业的试验研究方法，掌握野外和实验室的综合

实验技能、数据获取和综合分析技能、样品采集和测定技能；对调查

或实验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有良好的理解，能够提出有关的科学问题并

能够设计（包括设置有效的对照、重复等）和完成为解决某一科学问

题而需要进行的调查、观测或实验；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及合

理性评价，建立可检验的假说或模型来解释调查、观测或实验结果。 

4．学术创新能力 

生态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熟悉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动

态，具备宽广的知识面，敏锐的科学洞察能力和创造力，善于在科学

研究过程中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见解；要具有敢于探索、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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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挑战学术难题的科学精神；要善于从生产实际中发现关键性问题，

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性研究课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和取得创新

性成果。 

5．学术交流能力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通过研究方案的准备、定期进行的研究

进展汇报、文献讨论会和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与辩论、在国内外学术

会议上做学术报告或进行墙报展示，论文写作或发表过程中与导师、

合作者以及审稿人的沟通等多种途径培养学术交流能力，使自己能够

进行符合逻辑的辩论、条理清楚的交流和简明准确的写作与报告。 

6. 教学能力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应具备较强的教学工作能力，在对自己所

学领域的知识全面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能够协助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

从事指导本科生或研究生相关课程的讨论、答疑及作业批改；指导教

学实验和实习，指导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等，锻炼提高语言和书面

表达能力、概括与综合能力、教学研究与应变能力。同时在教学过程

中，发现生产实际中的问题，从而协助解决科研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

问题。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生态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应选择生态学学科的某个前沿领域科

学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或选择对我国生态建设与管理有重要应

用价值的课题进行深入探索。论文选题应注重课题新颖性、科学性和

可行性。学位论文的选题需要进行充分论证，论证基本方式为文献综

述与查新。 

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5000字，图表不少于3-5幅，综述的参考

文献在150-200篇之间。其中至少需要阅读300篇以上国外文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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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近3-5年内的文献占50%以上，权威文献至少占30%以上；综

述文章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研究问题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2)研究问题的历史沿革或背景；3）研究问题的阶段性进展或已有基

础；4）尚未解决的问题及其原因或瓶颈；5）研究展望。 

选题查新必须委托有省部级以上授权的专门查新机构进行，并提

供专业的查新报告。在选题查新和文献综述基础上，博士研究生要提

炼科学问题，形成反映个人学术思想和见解的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篇

幅不少于3000字，主要包括：研究目的、具体目标和假设，背景资

料和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方案和方法，研究进度和预期成果等

内容，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奠定基础。 

2．规范性要求 

（1）论文主体框架及其主要内容：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包括摘要、

主体、成果、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论文主体部分可分为四大模块，

即文献综述、研究设计与方法、研究结果与分析、讨论与结论。在论

文总体框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视各领域的要求不同，文献综述可以

与研究计划合并，研究结果与分析模块也可以再细分为若干篇章。讨

论与结论模块一般要就论文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或结果，与已有的相

关研究成果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客观现象中隐藏的机制

和规律，提升论文的理论水平。同时，在该模块中还应明确指出本文

的创新和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设想与展望。因此，该模块一般

包括全文讨论、主要结论、创新与展望等内容。 

（2）结果表达与数据分析：论文中所有的数据均应本着遵循科

学求实的严格要求，对于特异数据的取舍或缺失数据的补充，必须按

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施。样品测试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分析等方

法及规程应该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方法和操作规程，如果是本研究首

创或完善的方法，必须详细说明。数据的有效小数位数应该保留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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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或仪器设备检测限的位数，所有数据结果必须采用公认的数理

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数据图表中标注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 

（3）行文格式：学位论文必须符合湖南农业大学要求的字数、

行 文 规 格 、 装 帧 样 式 与 保 密 规 定 ， 文 字 编 写 格 式 参 照

GB/T7713.1-2006《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7714-2005《文后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3．成果创新性要求 

生态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应体现在生态学学科前沿

某一研究方向上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主要表现为：研究新问题，发

现新事实，提出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改进或修正理论和方法，

修正和完善前人的研究成果，用新方法解决本学科领域问题，也可以

是某些理论和方法在解决本学科领域问题中新的应用，提出解决实际

问题的创新方案等。总之，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要在理论上体现新

贡献或在应用上体现较高价值。 

4.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要求 

研究生须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公

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性论文，发表的学术

论文应为已正式发表的学术研究性论文（含在线发表）。 

普博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须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①在JCR二区及以上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②在JCR三区SCI期刊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在相应一级学科国内

顶级刊物发表1篇学术论文＝，同时在CSCD刊物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科版）不超过1篇）； 

③如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二位出现，须发表在JCR二区及以上SCI

期刊影响因子在5（含5）以上的学术论文，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三位

出现，须发表在JCR二区及以上SCI期刊影响因子在10（含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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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论文。 

直博生及含硕博连读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须符合以下要求之一： 

①JCR二区及以上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和在JCR三区SCI

期刊发表1 篇学术论文或在相应一级学科国内顶级刊物发表1 篇学

术论文。 

②在JCR三区SCI期刊发表3篇学术论文且总影响因子之和大于

10。 

生态学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一级学科名称 生态学 
一级学

科代码 
0713 

学科方向 

1、农业生态学 

2、环境生态学 

3、水生生态学 

培养 

方式 
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至少修满 16 学分。 基本 

学制及

学习年

限 

普博生：4 年；

硕博连读： 5

年 

培养环节学分：7 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 

普博生 6 年；

硕博连读 7 年 

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城镇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绿色发展需求，德智美全面发展，能独立胜任生态学专业领域教学、科研和

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具体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

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严谨治学，创新能力较强，团队合作精神良好。 

2、全面了解生态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掌握生态学

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能综合应用所掌握的基础理

论、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独立完成生态学专业领域研究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并取得创新性成果，能胜任生态学专业领域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3、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较熟练地使用至少一门外国语进行本专业外文

资料的阅读、写作与国际学术交流； 

4、身心健康，乐于生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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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 

学院 

授课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4 学

分） 

B0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1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来华留

学生必

修《中国

文化》和

《汉语

综合》 

B0000002 基础外语 2 32 1 外语院 
理论 

讲授 

专业 

必修课 

（7 学

分） 

B0713Q101 生态学前沿研究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B0713Q102 生态学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B0713Q103 
生态学研究热点（Hotspot of 

Ecological Research） 
2 32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B0713Q104 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 1 16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专业 

选修课 

（至少 4

学分 

） 

B0713 

Q201 
生态工程与技术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所有研究方向任

选 

B0713 

Q202 

景观生态与生态规划研究进

展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B0713 

Q203 
农业生态学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B0713 

H201 
环境生态学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公共选

修课（至

少 1 学

分） 

从学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目录中选修，具体课程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

表》。 

在导师的指导下，除修完本学科要求的课程外，研究生还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补修课 

（硕士

阶段主

干课程，

不少于 3

门） 

农业生态学 

跨学科或同等学历报考被录取的博士生必选，

须在中期考核之前完成，不计总学分。 

现代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生态工程学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

分 
考核时间 

1.制定个人培养计

划 

课

程

计

划 

入学后 1 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学科专业培

养方案要求制定。经导师审核后，博士研究生本人

从学校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 

0 
第 1 学期内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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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计

划 

论文研究计划包括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安排、论

文工作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完成期限等。 
第 2 学期 

2. 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至少参加学院及以上的学术报告 10 次（其中

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 2 次），在省部级学术研究会上

做学术报告１次，在一级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 3 次，

在学院范围内作学术报告 1 次。 

2 
毕业资格审查

前完成 

3.学科综合水平考

试 

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

基本学术能力。通过综合水平考试者方可参加学位论文

开题；未通过考试者，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者，

作留级处理。 

1 
第 2 学期内完

成 

4. 实践活动 

深入实际或基层生产一线，结合专业所长，完成 1-2 个

实践项目。实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不包括

以论文研究为目的的实践）、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和创

新创业活动等，其中教学实践为必修环节。 

1 
毕业资格审查

前完成 

5. 文献阅读与综述

报告 

学位论文开题之前，广泛阅读本学科方向国内外相关研

究文献（国内至少 100 篇、国外至少 100 篇），同时撰

写 3 篇以上文献综述报告，由导师批阅后交学院备查。 

1 
第１学期内完

成 

6. 开题报告 

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案等写出书面报告，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公开论

证。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上传至研究生管理

信息系统，并以书面形式交所在学院备案。开题报告未

获通过者，应在本学院或学科规定的时间内重新开题。

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须变更学位论文研究课

题，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1 

开题时间距离

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的时间一

般不少于 2 年 

7. 中期考核（含学

位论证中期检查）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科研创新能力、学位

论文研究进展等。具体要求按《湖南农业大学全日制研

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1 
第４学期末完

成 

8. 学位论文预答辨 

根据论文的实际水平、答辩情况等作出是否同意论文送审或修改后再参加预

答辩的决定，以及论文修改建议。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应根据预答辩中

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在正式答辩前两个月完成。 

9. 学位论文答辩与

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及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学习、培

养环节要求及学位论文，可申请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达到博士学

位授予标准者，授予博士学位。申请提前毕业者另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10. 质量控制 

1）按理模式：五位一体即学生自我管理、导师管理、学位点管理、学位研

究生管理和学校研究生管理；2）学位点资格审查、论文预审；3）学位论文

一律盲审；4）学位论文要求：结果与分析达到 1.5 万字，参考文献外文文献

占比超过 50%。 

本学科推荐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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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cology（英文版、中文版） 
Mackenzie A.S.Ball 

& S.R.Virdee 
课程考核 必读 

2 生态学基础 
Eugene P. Odum  

Gary W.Barrett 
课程考核 必读 

3 普通生态学 曹凑贵 课程考核 必读 

4 污染生态学 孙铁珩等 课程考核 必读 

5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

度与等级 
邬建国 课程考核 必读 

6 农业生态学 邹冬生等 课程考核 必读 

7 现代生态学 戈  峰 课程考核 必读 

8 环境生态学 李洪远 课程考核 必读 

9 生态经济学 赵桂慎 课程考核 必读 

10 生态工程学 钦佩等 课程考核 必读 

11 陆地生态学研究方法 陈吉泉等 课程考核 必读 

12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期刊 开题 选读 

13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4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5 Conservation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6 Ecological Economics 期刊 开题 选读 

17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8 Ecology Letters 期刊 开题 选读 

19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期刊 开题 选读 

20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1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2 Global Change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3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期刊 开题 选读 

24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期刊 开题 选读 

25 Journal of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期刊 开题 选读 

27 Microbial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http://www.so.com/link?m=auFKMOXIbPyNQaG1YZyOQnwy6tauOyOoj7ZpBPTr8VOGoiZYO3WNblZLx%2BkM%2BYHsdyUuNIlG2j6bitecZsrSP%2FxWYK5Y%2BGIJ8OJye9eETlF54s1W%2BZbc8bMKDtt%2BQgFd45Af6nrwNPdgJYHFle9m9XgWQQkoLUF3Np2VWkj6TKpC675EFPE%2B%2Fm4u6YF1Cjx4pex95V0XQJrU8cxoAnji6OCfEKDykCYT1Nl50Ow0wQX%2FS9UQXALGCyYDdOr%2BTsTiCn4TLEudgfxyTu8q1RkKzpl9T9VDz3lvIfMt0cjx2j6l0MDlGDsUHbsaIl73HqWrXbSjMsQiOJcVuj7i%2FcFdeEg4ibMeIvbYZ4%2BIbAcGh4c5CQR0STUL6jZ1DmusTlI3OzMoyaOlmSM4%3D


 

  
 

54 

28 Plant and Soil 期刊 开题 选读 

29 Biological Invasions 期刊 开题 选读 

30 Freshwater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31 Water Research 期刊 开题 选读 

32 Aquatic Botany 期刊 开题 选读 

33 Oecologia 期刊 开题 选读 

34 Oikos 期刊 开题 选读 

35 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6 生态学杂志 期刊 开题 选读 

37 生态环境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8 水生生物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9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期刊 开题 选读 

41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2 环境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3 中国农业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4 应用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5 土壤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6 资源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7 植物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8 海洋与湖沼 期刊 开题 选读 

49 农业工程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50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一级学科带头人：邹冬生  

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荣湘民、罗琳、王华、彭建伟、李有志、曾清如、雷

鸣、张振华、崔浩杰、周清、谭雪兰 

学院院长（审核）：罗琳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组成员：邹冬生、葛大兵、王华、徐华勤、曾清如、雷

鸣、杨友才、李有志、符辉、吴爱平、陈安伟、罗斯、彭亮、邵继海、彭亮、吴

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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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学科学术型直博生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资环院 培养类别 博 士 

一级学科名称 生态学 一级学科代码 0713 

覆盖二级学科 

（或研究方向） 
农业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水生

生态学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 

基本学制 
5 年 

培养环节学分： 7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7 年 

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城镇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需

求，德智美全面发展，能独立胜任生态学专业领域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

才。具体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品德优良，严谨治学，创新能力较强，团队合作精神良好。 

2、全面了解生态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掌握生态学科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能综合应用所掌握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实验技

术，独立完成生态学专业领域研究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并取得创新性成果，能胜任生态

学专业领域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3、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较熟练地使用至少一门外国语进行本专业外文资料的阅读、

写作与国际学术交流； 

4、身心健康，乐于生态事业。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 

学院 

考试

方式 
备注 

公共必修

课 

B0000Z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1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B0000Z002 基础外语（博士） 2 32 1 外语院 
理论

讲授 

S0000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2 36 1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专业必修

课 

（不少于

11 学分） 

B0713Q101 生态学前沿研究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B0713 Q203 农业生态学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B0713Q103 
生态学研究热点（Hotspot 

of Ecological Research） 
2 32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B0713 Q201 生态工程与技术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 1 16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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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13 H201 环境生态学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专业选修

课 

（不少于

12 学分） 

 湿地生态研究进展 2 32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生态学实用技能拓展 2 32 3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B0713 Q202 
景观生态与生态规划研究进

展 
2 32 3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B0713Q102 生态学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2 32 3 资环院 
理论 

讲授 

S0713Q103 现代生态学 2 32 3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S0713Q102 生态学研究方法 2 32 3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S0710Q201 植物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2 32 3 生科院 
混合

教学 

公共选修

课（至少 1

学分） 

从学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目录中选修，具体课程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表》。 

在导师的指导下，除修完本学科要求的课程外，直博还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补修课 

（2-3 门，

为本科或

硕士阶段

主干课程） 

补充课程

编号 
农业生态学 

跨专业或学科的研究生必选，须在中期考核之前完成，不计

总学分。 
 环境生态学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时间 

1. 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课程

计划 

入学后 1 年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学科专业

培养方案要求制定。经导师审核后，博士研究

生本人从学校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 0 第 2 学期完成 

论文

计划 

论文研究计划包括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安

排、论文工作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完成期限等。 

2. 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至少参加学校及以上的学术报告 10 次（其

中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 4 次），在省部级学术研究

会上做学术报告 2 次，在一级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 3

次，在学院范围内作学术报告 4 次。 

2 第 1-9 学期 

3.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

作的基本学术能力。通过综合水平考试者方可参加学

位论文开题；未通过考试者，可以补考一次；补考仍

不合格者，作留级处理。 

1 第 4 学期 

4. 实践活动 

深入实际或基层生产一线，结合专业所长，完成 1-2

个实践项目。实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不

包括以论文研究为目的的实践）、社会实践、管理实

1 第 3—6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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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等，其中教学实践为必修环节。 

5.文献阅读与综述报

告 

学位论文开题之前，广泛阅读本学科方向国内外相关

研究文献（国内至少 150 篇、国外至少 300 篇），同

时撰写 3 篇以上文献综述报告，由导师批阅后交学院

备查。 

1 第 1－4 学期 

6.开题报告 

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案等写出书面报告，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公

开论证。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上传至研究

生管理信息系统，并以书面形式交所在学院备案。开

题报告未获通过者，应在本学院或学科规定的时间内

重新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须变更学位

论文研究课题，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1 第 4学期完成 

7.中期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科研创新能力、学

位论文研究进展等。具体要求按《湖南农业大学全日

制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1 第 6学期完成 

8. 其它要求 
读博期间要求有访学其它单位 1 个月或以上的经历，每年出差时间不少于 1 个月，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一次。 

本学科必读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 

1 Ecology（英文版、中文版） 

Mackenzie 

A.S.Ball & 

S.R.Virdee 

课程考核 必读 

2 生态学基础 
Eugene P. Odum  

Gary W.Barrett 
课程考核 必读 

3 普通生态学 曹凑贵 课程考核 必读 

4 污染生态学 孙铁珩等 课程考核 必读 

5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 邬建国 课程考核 必读 

6 农业生态学 邹冬生等 课程考核 必读 

7 现代生态学 戈  峰 课程考核 必读 

8 环境生态学 李洪远 课程考核 必读 

9 生态经济学 赵桂慎 课程考核 必读 

10 生态工程学 钦佩等 课程考核 必读 

11 陆地生态学研究方法 陈吉泉等 课程考核 必读 

12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期刊 开题 选读 

http://www.so.com/link?m=auFKMOXIbPyNQaG1YZyOQnwy6tauOyOoj7ZpBPTr8VOGoiZYO3WNblZLx%2BkM%2BYHsdyUuNIlG2j6bitecZsrSP%2FxWYK5Y%2BGIJ8OJye9eETlF54s1W%2BZbc8bMKDtt%2BQgFd45Af6nrwNPdgJYHFle9m9XgWQQkoLUF3Np2VWkj6TKpC675EFPE%2B%2Fm4u6YF1Cjx4pex95V0XQJrU8cxoAnji6OCfEKDykCYT1Nl50Ow0wQX%2FS9UQXALGCyYDdOr%2BTsTiCn4TLEudgfxyTu8q1RkKzpl9T9VDz3lvIfMt0cjx2j6l0MDlGDsUHbsaIl73HqWrXbSjMsQiOJcVuj7i%2FcFdeEg4ibMeIvbYZ4%2BIbAcGh4c5CQR0STUL6jZ1DmusTlI3OzMoyaOlmSM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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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4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5 Conservation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6 Ecological Economics 期刊 开题 选读 

17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8 Ecology Letters 期刊 开题 选读 

19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期刊 开题 选读 

20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1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2 Global Change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3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期刊 开题 选读 

24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期刊 开题 选读 

25 Journal of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期刊 开题 选读 

27 Microbial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8 Plant and Soil 期刊 开题 选读 

29 Biological Invasions 期刊 开题 选读 

30 Freshwater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31 Water Research 期刊 开题 选读 

32 Aquatic Botany 期刊 开题 选读 

33 Oecologia 期刊 开题 选读 

34 Oikos 期刊 开题 选读 

35 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6 生态学杂志 期刊 开题 选读 

37 生态环境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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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水生生物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9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期刊 开题 选读 

41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2 环境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3 中国农业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4 应用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5 土壤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6 资源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7 植物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8 海洋与湖沼 期刊 开题 选读 

49 农业工程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50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考核办法： 

1、课程考核：将此文献作为课程考核的考试范围； 

2、开题报告或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结合论文开题或学科综合水平考试进行； 

3、综述报告：撰写阅读综述报告； 

4、其他，请注明。 

 

一级学科带头人：邹冬生  

 

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荣湘民、罗琳、王华、彭建伟、李有志、曾清如、雷鸣、张振华、

崔浩杰、周清、谭雪兰 

 

学院院长（审核）：罗琳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组成员：邹冬生、葛大兵、王华、徐华勤、曾清如、雷鸣、杨友才、

李有志、符辉、吴爱平、陈安伟、罗斯、彭亮、邵继海、彭亮、吴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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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  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位授予标准 

 

一、学科概况和学科方向 

（一）学科概况 

当代生态学即是从生态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生物以及生物与

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生物方面包括人类、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环境方面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经济

环境。从发展态势讲，当代生态学呈现出学科分支在多学科交叉与融

合中不断产生；研究对象在时空尺度上倾向于从微观和宏观尺度不断

拓展；研究内容从结构与功能向过程与预测模型上延伸；研究方法在

技术与手段集成中持续创新等特点。 

湖南农业大学生态学学科，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刁操铨等知名教

授创建的湖南农学院水稻生理生态研究室。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

我校生态学科已形成了一支由39人组成的高素质（博士学位获得者比

例超过90%）、年富力强（年龄在30-50岁之间比例达90%）的师资

队伍，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13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9人、硕士研

究生导师33人；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洞庭湖区农村生态系统健康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农业典型

污染生态修复与湿地保护湖南省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基地和国家财政

部农业生态学特色专业实验室，系湖南省“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学

科，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教育部第四轮（70所高校参评）学科

水平评估Ｂ－学科（前30-40%），湖南农业大学优势学科。 

近五年，学科团队新增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2项，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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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省部级科技(科学)成果奖励15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2项,在国内

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57篇（其中SCI收录106篇、中文一级学

报和CSSCI论文78篇）。 

（二）学科方向 

本学科根据国家生态学一级学科设置标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求，

通过长期发展积淀和不断凝炼，形成了3个学科方向： 

1.农业生态学 

主要关注农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过程及其调控，形成了稳定

的农业生态研究方向：重点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原理与方法，从事

农田生态种养与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生产技术研究，探讨通过完善生物

多样性共生的模式，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三大效

益共嬴的农田多级利用的农林牧副渔复合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开发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节水节肥、丰产减排、生态高效的农业生

态工程种养模式，实现生态种养的轻简化与集约化。同时研究通过科

学合理改善土壤结构、微生物群落结构等方式促进农作物（如水稻）

的品质，为建设高标准农田献计献策，为农民增产增收服务，也为农

民脱贫致富作出贡献，同时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出谋划策。 

2.环境生态学 

主要关注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原因、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机理及其修

复模式与技术，形成了稳定的环境生态修复研究方向：重点运用生态

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主要从事农田重金属、农药残留物及有

机污染物（包括各种激素）的研究，利用植物（主要包括烟草、油菜、

玉米等农作物）、微生物、合成生物、物理和化学材料，实现对重金

属、农药残留物和有机污染物质的去除，实现边生产、边修复，取得

较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激发广大农民参入农田重金

属修复的积极性，同时为农民增产增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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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生生态学 

主要关注湿地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功能退化、服务质量下降、外

来物种入侵、生境破碎化的原因以及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机理及其修

复模式和技术，形成稳定的水生生态学研究方向：重点运用生态学和

环境生态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从事水体富营养化、全球气候变化、生

物入侵以及其他各种人为干扰等条件下，湿地功能退化和水生植物消

亡的机制研究和湿地恢复、重建生态工程与技术研制，致力于绿水青

山的宜居环境构建，山林水田草统筹，入侵植物防控，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的整体性维护与完善。 

二、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硕士研究生应勤奋务实，实事求是，对某一生态学学科领域问题

具有一定的科学兴趣和工作热情，具有较强的责任心。系统掌握生态

学相关学科基础知识，具备严谨科学精神、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并

具备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理论探索或应用研究领域中科学问题的基本能力。 

2.学术道德 

硕士研究生应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追求真理的高尚品德，

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讲求学术诚信，树立学术自律意识。在研究工作

中保证调查、观测、实验等数据客观真实，立论依据充分，推论逻辑

严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科学论文或学术会议上发布的结果应该

是所做研究工作的真实反映，杜绝任何剽窃他人成果、捏造和歪曲数

据资料、有意提供误导性推论等不当学术行为。同时，还应自觉遵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国家机密，遵守信息安全、生态安全、

健康安全等国家安全方面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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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硕士研究生应能掌握生态学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所在二级

学科的知识与技能，熟悉本学科专门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从事与生

态学相关的研究能力和学科视野，以及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与解决相

关问题的能力；能从事所学生态学专业领域的教学、科研、开发和管

理工作。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有获得在该学科某一领域开展研究所需背景知

识的能力。要求硕士学位研究生具有较好的生态学专业基础、计算机

水平及外语水平，积极关注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有能力对现有知识进

行利用和扩充。应积极参加专题讲座和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研

讨，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全面和系统地收集文献，获取本学科发

展的最新知识，掌握学科学术前沿动态及技术需求。积极参与本科生

的教育过程（如作为助教、实习指导教师或实验课教师），扩大自己

在研究论文内容之外的广泛兴趣、锻炼指导学生的能力。同时，还要

不断深入生产一线，了解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和技术需求，重视在生产

实践中提升获取知识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在生态学或所在二级学科、研究方向获得较强

的专业能力，能够为解决某一科学问题而设计和实施需要进行的调查

或实验，并对所获得的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具体包括掌握与研究课题

相关的调查方法和实验技术，了解相关技术的原理，具备研究中使用

必要仪器设备的能力；对调查、观测和实验方法中的质量控制有良好

的理解，在研究方案中设置有效的对照与重复，对数据进行必要的统

计处理；并对所获调查、观测和实验结果及其意义进行合理的分析与

适当的评价。 

3.实践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有较强的实地调查、观测或实验动手能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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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的能力；具有某研究方向的专门实验技能；

硕士学位获得者还应该具备适应研究对象所处实际条件，并能与研究

领域实践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初步能力，能在研究和科学试验中学会

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 

4.学术交流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表达能力和信息展示能力，包括条

理清楚地演讲、写作、符合逻辑的辩论等。为培养这一能力，研究生

应在研究计划的准备阶段定期进行文献报告、研究进展汇报、参加文

献讨论会和学术报告会，并进行与论文相关的研究方向的学术交流，

在学术会议上作口头发言或以墙报展示自己的研究结果。能在虚心聆

听他人意见中适当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将研究结果撰写成学术论文在

国内外公开发表。具有一定的用外语与国外专家进行交流的初步能力。 

5. 其他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该具有团队精神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需要发展与

同事平等相待、相互交流和合作共事的能力。具有一定的野外或社会

适应能力，有较强的野外或社会工作能力等其他方面的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生态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选择生态学学科某个领域的科学问

题进行研究。论文选题应注重新颖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学位论文的

选题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论证的基本方式是文献综述与查新。 

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5000字，图表不少于3-5幅，综述的参考

文献在120-180篇之间。其中至少需要阅读100篇以上国外文献，且

要求最近3-5年内的文献占30%以上，权威文献至少占30%以上；综

述文章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研究问题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2)研究问题的历史沿革或背景；3）研究问题的阶段性进展或已有基

础；4）尚未解决的问题及其原因或瓶颈；5）研究展望。 

选题查新必须委托有省部级以上授权的专门查新机构进行，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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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业的查新报告。在选题查新和文献综述基础上，硕士研究生要提

交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篇幅不少于3000字，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

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技术路线、研究进度和预

期成果等内容，为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奠定基础。 

2.规范性要求 

（1）论文主体框架及其主要内容：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包括摘要、

主体、成果、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论文主体部分可分为六大模块，

即文献综述、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内容与设计、研究方法与技术路

线、研究结果与分析、讨论与结论。其中，结果与分析模块，字数不

得少于10000字；讨论与结论模块，一般要就论文研究获得的主要结

论或结果，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以进一步揭示

客观现象中隐藏的机制和规律，提升论文的理论水平。同时，在该模

块中还应明确指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设想与展

望。 

（2）结果表达与数据分析：论文中所有的数据均应本着遵循科

学求实的严格要求，对于特异数据的取舍或缺失数据的补充，必须按

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施。样品测试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模型分析等方

法及规程应该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方法和操作规程，如果是本研究首

创或完善的方法，必须详细说明。数据的有效小数位数应该保留到分

析方法或仪器设备检测限的位数，所有数据结果必须采用公认的数理

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数据图表中标注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 

（3）行文格式：学位论文必须符合湖南农业大学要求的字数、

行 文 规 格 、 装 帧 样 式 与 保 密 规 定 ， 文 字 编 写 格 式 参 照

GB/T7713.1-2006《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7714-2005《文后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及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3.成果创新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应体现在生态学学科某一研究方向上，有

一定的突破和创新，主要表现为：研究新问题或发现新事实或提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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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改进或修正理论和方法，修正和完善前人的

研究成果，用新方法解决本学科领域问题，也可以是某些理论和方法

在解决本学科领域问题中新的应用，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方案等。

总之，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要在理论上或在应用上有一定新贡献。 

（五）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必须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

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其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公开在EI、

SCIE、CSSCI、CSCD来源期刊或者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1篇。 

（六）申请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层次和数量要求 

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毕业，在攻读学位期间至少须在CSCD 核心

库来源期刊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 篇，其中1 篇须发表在SCIE 

收录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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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  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资环学院 

一级学科名称 生态学 
一级学科 

代码 
0713 

学科方向 

1.农业生态学；  

2.环境生态学； 

3.水生生态学。 

培养 

方式 
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农业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水生生态学不少于
26学分； 

基本学制
及学习 

年限 

基本学制：3年 

培养环节学分：6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
4年 

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需求，
德智美全面发展，能胜任生态学专业领域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具
体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期习近平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严谨治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身心健康，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 

2.了解生态学学科发展方向和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扎实生态学理论知识，具备
较强的生态学科学研究、试验设计、野外（社会）调查、科学试验及仪器分析、数据
处理与分析等技能；掌握使用至少一门外国语进行本专业外文资料的阅读、写作；能
够从事科研、教学、行政与管理或专门技术工作。 

3.身心健康，能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授课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6学分） 

S0000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2 36 1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来华留学

生必修《中

国文化概

况》和《基

础汉语》 

S0000Z002 自然辩证法 1 18 1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S0000Z003 基础外语 3 60 1 外语院 
理论 

讲授 

专 业 

必修课 

（6学分） 

S0713Q101 生态学研究专题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S0713Q102 生态学研究方法 2 32 1 
资环院 

商学院 

案例

教学 
 

S0713Q103 现代生态学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S0713Q104 
生态学研究热点（Hotspot 

of Ecological Research） 
2 32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S0713Q105 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 1 16 1 资环院 
案例

教学 
 

 

专业 

选修课 

（至少 

10学分 ） 

 

S0713Q201 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专题 2 32 2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所有方向

任选 

S0713H201 修复生态学研究专题 2 32 1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S0713Q202 景观生态学研究专题 2 32 2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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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713Q203 农业生态学研究专题 2 32 2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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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授课

方式 
备注 

专业 

选修课 

（至少

10学分 ） 

 

S0713Q204 生态循环农业研究专题 2 32 2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所有方向

任选 
S0713Q205 

环境生态工程与技术研究

专题 
2 32 2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S0713Q206 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专题 2 32 2 资环院 
理论

教学 

公共 

选修课 

（至少 

1学分） 

从学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目录中选修，具体课程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表》。 

在导师的指导下，除修完本学科要求的课程外，研究生还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补修课 

（本科生

阶段主干

课程，不少

于3门）       

B402L11000 农业生态学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的硕士生必选，在中期

考核前完成，不计学分。 
B403L10900 生态环境保护技术 

B402L11800 生态工程学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时间 

1.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课 程

计划 

入学后1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学科专业培养方

案要求制定。经导师审核后，硕士研究生本人从学校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 
0 

入学后1个月内 

论 文

计划 

论文研究计划包括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安排、论文

工作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完成期限等，一般在第二学

期内制定并提交。 

第2学期初 

完成 

2. 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至少参加学院及以上的学术报告10次。 2 
毕业资格审查

前完成 

4. 实践活动 

深入实际或基层生产一线，结合专业所长，完成1-2个实践项

目。实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不包括以论文研究

为目的的实践）、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等。 

1 
毕业资格审查

前完成 

5. 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学位论文开题之前，广泛阅读本学科方向国内外相关研究文

献（国内至少100篇、国外至少50篇），同时撰写3篇以上文

献综述报告，由导师批阅后交学院备查。 

1 
第2－3学期内

完成 

6. 开题报告 

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

案等写出书面报告，在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公开论证。经专

家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上传至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并

以书面形式交所在学院备案。开题报告未获通过者，应在本

学院或学科规定的时间内重新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

殊情况须变更学位论文研究课题，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1 第3学期 

7. 中期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文

研究专题等。具体要求按《湖南农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中期

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1 第4学期末完成 

8. 学位论文进展中

期检查 

学位论文进展中期检查 是在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入学位论

文研究阶段的一次全面考 核，是检查硕士研究生个人综合能

力及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状 况、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

节。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入 论文研究过程一年后进行，考核

内容主要包括学术规范、学 术道德、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

文研究进展等。 

0 第 5 学期 

9. 论文预审 
硕士学位论文的预审是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和学位论文初稿撰写

之后,在论文正式提交评阅之前由导师和学位点进行的质量把关过程。硕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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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初稿完成后，先由指导教师进行初审，导师初审通过后，所在学科组织本专业相

关专家对论文进行预审，预审合格方可正式参加答辩。在正式答辩前两个月完成。 

10. 学位论文答辩与

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 完成培养方案及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学习、培养环节

要求及学位论文，可申请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达到硕士学位授予标准者，

授予硕士学位。申请提前毕业者另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11.质量控制 

1.管理模式：五位一体即学生自我管理、导师管理、学位点管理、学院研究生管理、

学校研究生管理。2.学位点资格审查、论文预审，3.学位论文一律盲审，4.学位论

文要求：结果与分析达到1万字。参考文献：外文文献比例达到30%。 

本学科推荐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 

1 Ecology（英文版、中文版） Mackenzie A.S.Ball & S.R.Virdee 课程考核 必读 

2 生态学基础 Eugene P. Odum  Gary W.Barrett 课程考核 必读 

3 普通生态学 曹凑贵 课程考核 必读 

4 污染生态学 孙铁珩等 课程考核 必读 

5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 邬建国 课程考核 必读 

6 农业生态学 邹冬生等 课程考核 必读 

7 现代生态学 戈  峰 课程考核 必读 

8 环境生态学 李洪远 课程考核 必读 

9 生态经济学 赵桂慎 课程考核 必读 

10 生态工程学 钦佩等 课程考核 必读 

11 陆地生态学研究方法 陈吉泉等 课程考核 必读 

12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期刊 开题 选读 

13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4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5 Conservation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6 Ecological Economics 期刊 开题 选读 

17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18 Ecology Letters 期刊 开题 选读 

19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期刊 开题 选读 

20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1 FEMS Microbiology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2 Global Change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http://www.so.com/link?m=auFKMOXIbPyNQaG1YZyOQnwy6tauOyOoj7ZpBPTr8VOGoiZYO3WNblZLx%2BkM%2BYHsdyUuNIlG2j6bitecZsrSP%2FxWYK5Y%2BGIJ8OJye9eETlF54s1W%2BZbc8bMKDtt%2BQgFd45Af6nrwNPdgJYHFle9m9XgWQQkoLUF3Np2VWkj6TKpC675EFPE%2B%2Fm4u6YF1Cjx4pex95V0XQJrU8cxoAnji6OCfEKDykCYT1Nl50Ow0wQX%2FS9UQXALGCyYDdOr%2BTsTiCn4TLEudgfxyTu8q1RkKzpl9T9VDz3lvIfMt0cjx2j6l0MDlGDsUHbsaIl73HqWrXbSjMsQiOJcVuj7i%2FcFdeEg4ibMeIvbYZ4%2BIbAcGh4c5CQR0STUL6jZ1DmusTlI3OzMoyaOlmSM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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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 

23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期刊 开题 选读 

24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期刊 开题 选读 

25 Journal of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期刊 开题 选读 

27 Microbial Ec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28 Plant and Soil 期刊 开题 选读 

29 Biological Invasions 期刊 开题 选读 

30 Freshwater Biology 期刊 开题 选读 

31 Water Research 期刊 开题 选读 

32 Aquatic Botany 期刊 开题 选读 

33 Oecologia 期刊 开题 选读 

34 Oikos 期刊 开题 选读 

35 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6 生态学杂志 期刊 开题 选读 

37 生态环境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8 水生生物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39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0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期刊 开题 选读 

41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2 环境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3 中国农业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4 应用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5 土壤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6 资源科学 期刊 开题 选读 

47 植物生态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48 海洋与湖沼 期刊 开题 选读 

49 农业工程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50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期刊 开题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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