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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兰州大学林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是 2011 年 3 月经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新批准的一级学科点，招生自 2012 年正式启动。目前虽

在读和毕业研究生总量不足，但该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建立了一批仪器设备先进的专业实验室、设施完善的野外台站和实践

基地，其中省级野外观测研究站 2个，省级寒旱区特色农林植物种质

资源库 1个。 

本学科立足西部独特复杂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及丰富多样的生物

资源，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开展多层次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在

西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水土保持与植被恢复、林木

基因组学与分子响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为国家西部生态

安全屏障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祁连山大熊猫国家

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管理、退耕还林等国家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提供

理论支撑与技术保障。 

本学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国际学术前沿，主要学科方向与

优势特色为：①、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研究西部特有动物的起源、

迁移途径、种群分布格局、珍稀濒特植物生态与保育、保护区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②水土保持与植被恢复：研究西北干旱半干旱生态脆弱

和环境敏感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途径，开展黄土高原和内陆河流

域典型区潜在植被变化模拟、控制水土流失物种选择、防风固沙植物

群落演替、植被格局演变、生态水文过程及生态恢复途径研究；③林

木基因组学与分子响应：以西部森林物种为对象，通过传统和分子育

种手段，重点开展优良林木遗传基因型筛选、林木遗传作图和基因工

程育种。 



2020年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1人，毕业学生1人，现有在校生

3人。专任教师7人，其中正高职称5人，硕士研究生导师5人，生师比

为1:2。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位授权点注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党建促科研教学。

健全思政教育工作体系，建立“系+支部”“班级+支部”的党建模式，

由学科带头人、知名教授担任支部书记和班主任，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做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思想品德培养、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相统一。 

同时，本学科实行研究生导师+班主任双负责制，导师负责学生

学业指导和思想品德培养；同时建立研究生班级制度，由班主任负责

研究生日常活动管理及评奖评优考核，这种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了研究生培养制度体系，提高了培养质量。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举办“陈庆诚先生百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

为契机，讲好前辈的故事，发扬前辈的科学精神，提倡科学传承，坚

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上述系列举措的实施，全面提升了研究生培养

质量，提高了研究生思想品德素质，增强了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厚基础、

重创新、促交叉、守诚信”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理念，不断创新完善研

究生教学与质量督导做法，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林学

创新人才。严格执行《兰州大学导师工作手册》、《兰州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研究生培养细则》，进一步完善修订了林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细化分类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针对研究生生源学科背景差

异大的特点，优化课程体系，包括 17 门研究生课程，其中学科通开

课（5 门）夯实学科理论基础，学科方向课（8 门）面向国家战略与

国际前沿，研究方向课（4门）突出科研创新，实现满足不同需求的

林学人才分类培养目标。丰富互动教学形式，完善教学督导。实现教

学过程多样化、教学内容国际化。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国内外优秀

教学与学术报告视频资源丰富教学过程，线上下线有机结合。实施团

队教学模式，拓展学生思维，兼顾学术前沿、突出学科交叉。 

严把导师选拔关，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兰州大学研究生指

导教师选聘与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兰州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跨

学科招收培养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林学学科关于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条件的补充规定》，合理制定导师选聘标准，

认真选拔研究生导师，做好岗前培训，参加学校和学院培训并取得结

业证书后方能招生，对于已评聘的研究生导师每年进行导师资格审查，

如若项目经费不满足招生条件，暂停本年度招生资格。 

全面落实学院意识形态责任制实施细则、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

风工作细则，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年终考核中实行师德师风和学

术诚信一票否决制；通过教职工大会、教师培训、党组织生活等途径

广泛开展师德宣传、教育、培训；把师德建设纳入全年工作要点。 

本学科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及省部级台站与国内外 20 多

家科研机构开展科研合作与交流。2020 年受疫情影响，研究生学术

交流较少，3人次在国内学术会议作报告。共有 2名硕士（100%）获

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助学金全覆盖。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研究生培养坚持“厚基础、重创新、强质量、守诚信、促交叉”

的理念。建立了通识课、基础专业课和前沿讲座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严把培养质量关，建立了学位论文匿名送审和答辩等环节的监督管理

体系，制订了学位论文答辩后抽查评估制度；注重培育质量，建立了

吸引优秀生源和产出创新成果的激励机制；严守学术诚信，出台了学

术不端行为的审查与处理办法；全面拓展学生学术视野与国内外合作

空间。制定林学研究生指导教师自主选聘与管理暂行办法及补充规定，

以项目入账经费为依据合理制定导师选聘标准，认真选拔研究生导师，

做好岗前培训。以举办“陈庆诚先生百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为契机，

讲好前辈的故事，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形成优秀学科文化。 

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交流，接收境外来校攻读学位，鼓励和资助

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做学术报告。此外，每年度举办研究

生学术前沿论坛和研究生学术十杰遴选等各类学术交流和评比活动，

全面提升了学生创新和综合能力。 

五、教学质量评估与分析 

与学科方向相关的课程数量少，全英文课程数量少。 

六、改进措施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根据《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进一步改进课

程设置，提升授课质量。 

加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学科发展。 

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全方面培养研究生解决学科中存在实际问

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