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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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大学地质学学科是贵州省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和贵州大

学“中西部提升计划”、“一省一校”重点建设学科，2011 年

获地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5 年获地质学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学位点紧紧围绕贵州省矿产资源、古生物地层资源、

岩溶环境演化等学科方向，潜心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突出的学科优势，在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学科方向

⑴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⑵ 地球化学

⑶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2.招生情况

学位点每年的硕士生招生指标稳定在 28-30 人，博士生招生

指标大概在 10 人左右。近年来硕士生第一志愿录取率可达 79%，

40％的生源来自省外高水平大学。博士生报考比达 3：1。

3.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36 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 22 人（占比 61%），

副高级职称教师 14 人（占比 39%），45 岁以下教师 19 人（占比

53%）；具博士学位人数 36 人（占比 100%）；具海外经历教师

人数 7 人（占比 19%）；拥有 2个省部级创新人才团队。

4.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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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质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地球科学全

国科普基地和 4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贵州省古生物研究中心、喀

斯特环境与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贵州省喀斯特生态环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省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研究中心）。

依托于现有师资力量及研究平台，学位点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国际合作交流、社会服务和国家、省部级科技竞赛等方面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已具备较好的教学科研条件。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

学位点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初心使命，紧扣国家战略和贵州地方发展需求，将思想政

治工作融入教育教学，倡导“三光荣”、“四特别”、“金钉子”

精神，潜移默化地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理论结合。通过案例分析、

热点问题探讨等多样化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地质学在服

务国家重大需求、富矿精开战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金钉子”团队获贵州省“新时代的贵州人”集体；党员带领研

究生在贵州省中小学开展科普活动，形成《史前贵州》科普品牌；

开展研究生“党建进宿舍”“党建进实验室”特色项目。公共思

政课程由专职教师教授，确保课程“开足、开齐、开全”，并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学位点配备两名辅导员，通过考核和培训提升

其在学生管理与思政教育中的能力。研究生党支部严格执行“三

会一课”制度，规范党建，增强党员先锋模范意识，发挥党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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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研中的表率作用，依照《贵州省发展党员工作规程》落实

党员发展工作，未出现违法乱纪情况，学位点博、硕士研究生入

党 7 人。推崇“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立德树人育人思想，学

位点吴启鑫教授 2023 年获贵州大学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好导

师”。

2. 师资队伍建设

新进特聘教授C岗高层次引进人才1人。校聘科研助理20人。

2023 年度，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岗前和能力提升培训，4 人次到浙

江大学参加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教研创新与实践培训，80 人次参

与贵州大学教师发展平台在线课程培训学习。获贵州省第十四批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1 人，“金钉子”团队获贵州省“新时代的贵

州人”集体。

3. 科学研究工作

2023 年度正在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共 30 项，到校科研经费

328.38 万元；省部级项目 15 项，到校科研经费 973.4 万元；其

他纵向 17 项，到校科研经费 120.28 万元；承担横向项目 24 项，

到校经费总计 869.33 万元。地球科学领域 ESI 已由 2022 年的

0.70%增长至 0.90%。发表论文 80 篇，专著 2 部，其中 SCI 论文

62 篇，一区论文 19 篇，SCI 二区论文 17 篇，尤其是贵州大学首

篇 Nature 论文共同一作的突破，在质量上较去年有明显进步。

牵头和参与制定国内标准各 1 项。获得贵州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项；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绿色矿山科技进步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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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二等奖各 1 项。

4．招生与培养

2023 年新招硕士生 36 人，博士生 10 人（其中 4 人为硕博

连读），博士后 5 人（包括 2 名境外毕业博士后），授予硕士学

位人数 24 人，博士学位人数 13 人，分流淘汰人数 0 人，年底就

业率均达 97%。1 人获国家奖学金，42 人获学业奖学金，124 人

获国家助学金，28 人获新生奖学金，5 人获郑强奖学金。海外留

学“千人计划”2 人次，境外来华学习交流学生人数 1人。研究

生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 30 人次，获第五届中

国-东盟留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1 项，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国家级三等奖 1 项，创新杯国家级二等奖 1 项，“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铜奖，挑战杯国家级铜奖 1 项。无任

何师德师风、研究生教育管理和第三方机构评审为疑问论文等问

题。

5、社会服务

本学科秉持高等学校在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使

命，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发展动力以服务国家区域创新发展和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新

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提供理论支持，成效卓著。紧密与相关地勘单

位和矿山企业进行深入合作，将成矿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应用于

贵州沉积矿床和胶东等特色优势矿产的找矿上，为矿山的增储做

出了重要贡献。学位点师生积极投入“科技副总”、“博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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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品牌项目，学院引入建设经费 1100 万元与中国黄金集团共

建贵州大学“富矿精开”战略找矿中心，为山东烟台鑫泰黄金矿

业有限公司开展生产技术指导，为矿山新增资源储量 500 余万

吨，得到企业高度好评。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加快领军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实

力。

2.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争取更多原创

标志性成果。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师资队伍建设：争取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1 人次，为

学科点建设发挥领军作用，实现 2-3 名在职教师职称晋级。

2. 科学研究建设：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80

篇，发表高水平论文 25-30 篇，力争 ESI 影响突破全球前 1%；

国家科研项目获批数 6-8 项，获批省部级项目 3-5 项；申请专利

8-10 项，授权 5-7 项；申报省部级科技奖 1-2 项。

3. 人才培养建设：继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生权益保障制度和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加强学生的对外合作交

流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的建设和精品课程的建设，以便有针对性

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新增博士生 9-10 名，硕士生 28-30 名，

培养本科生30-40人；参加国家级或省部级创新创业大赛奖5项。

4.平台建设： 加强“喀斯特地质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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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建设，不断优化省级平台的建设。

5. 社会服务建设：针对学科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开展技

术咨询、资源调查、建设规划等服务，实施完成治理项目 1-2 项。

6.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力争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 1 次，参

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20-30 人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做报告 15-20

人次；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1-2 项，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开展

学术交流 2-3 人次，外派师生进修或学习 1-2 人次，培养留学生

1人。


	4.平台建设： 加强“喀斯特地质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不断优化省级平台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