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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1 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农业大学于 1995 年建立农业环境保护硕士点学科， 2005 年获得环境

科学硕士点，2010 年获得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华中农业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科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健康中国和双碳等战略需求，以大环境、大

生态和大健康为理念，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是集理学、工学和农学等交叉融合的综合学科。  

学科致力于环境中污染物迁移转化行为、污染控制技术与工程应用、社会经

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方法等研究，已形成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态修复、土壤污

染与修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农村环境规划与管理等研究方向。着力

培养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发展过程中面向农村农业环境污染防治与修

复领域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争取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国内领先并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力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高级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1.2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品

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具有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精神；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学风严谨和身心健康的专业人才；具有较强的科学精神与探索精神，积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

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文献，初步具备运用外国语进行写作与口头交流能力，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 

（3）掌握环境科学与分析技术领域系统知识和水、土、气、固体废物等污

染的防治和资源化利用技术，能在政府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工矿企业、大专院

校、科研设计单位等从事环境工程设计、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规划和管理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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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教育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或应用基础型人才。 

1.3 培养方向 

华中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依托农业部长江中下游耕地保育重

点实验室、生态环境部国家环境保护土壤健康诊断与绿色修复重点实验室、土壤

环境与污染修复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土壤污染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校

级环境生态中心等研究机构，实验条件完善，仪器设备先进。本学位点有环境科

学、环境工程和环境规划与管理 3 个二级学科方向。 

（1）环境科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壤污染与修复、环境功能材料。在农田

重金属污染修复及土壤矿物环境功能材料研发方面形成了优势和特色。聚集农艺

调控、重金属低积累作物品种筛选、叶面喷施及环境友好钝化剂等措施修复重金

属污染土壤，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服务。 

本学科土壤污染与修复团队围绕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开展了机理—产品—

技术的系统研究，开发出系列高效、经济、环境友好、适用性强的土壤修复产品

和技术。此外，团队受聘为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技术支撑单位和农业农村部耕地安

全利用技术中南地区攻关组成员，积极参与湖北省重金属污染土壤防治工作。 

   （2）环境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态修复、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学科团队研发的生活污水稻田安全净化、生物脱氮沟、生态种植、种养

结合的畜禽粪污全消纳等技术在湖北和湖南等省小流域面源污染治理和新农村

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丘陵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精准扶贫的实施。围绕

畜禽养殖废弃物安全和高效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养殖废水处理与零排放、

农用功能微生物筛选与生物肥料创制以及新型肥料功能验证等开展应用技术研

发，筛选出畜禽养殖场粪便原位发酵、污水治理的功能微生物，创新堆肥原料预

处理和堆肥生产工艺。在农业面源污染修复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方面形成特色和

优势。 

（3）环境规划与管理  主要涉及农业农村环境规划与管理等研究方向，彰

显农学特色。建立农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政策措施体系、制定农业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规范，推进我国农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对策措施。 

本学科积极参与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多人入选湖北省污染源普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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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库和师资库，指导制订农业污染源普查数据评估标准及规范，在全省开展业务

培训与技术指导，极大提升我省污染源普查工作人员技术水平。学科教师深入一

线，创新数据审核方法，借助于数学模型识别异常数据，护航数据质量，为湖北

省污普工作顺利通过国家考核验收提供有力支撑。 

1.4 学位授予标准 

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基本标准参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

位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管理办法》（校发〔2015〕15 号）和《资源与环境学院授予

学位标准（2013 年 1 月》执行。具体为： 

（1）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学位的标准与学校的标准一致。 

（2）所修课程分为学位课、选修课、补修课三种类型课程，其中，补修课只记

录成绩，不计入研究生期间的学分。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 

（3）学制年限为 3 年，可提前至 2 年毕业，最长不超过 5 年。 

（4）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或接收核心期刊及以上科研论文 1 篇，或参与申请专

利 1 件。 

（5）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对口支援博士生毕业要求与学校授予学位标准一致。 

1.5 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情况 

2023 年本学位点招生人数为 30 人，其中免试推荐生为 3 人，占比为 10%。

2023 年本学位点共授予硕士学位 27 人，初次就业率达 92.59%。研究生毕业后大

多数（约 80%）在资源环境类头部企业就业，如大北农、湖北富邦、中建三局、

武大吉奥、中地数码、比亚迪等公司就业，约 10%左右学生升学/出国，约 10%

进入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 

1.6 研究生导师状况 

目前本学位点有教师 38 人，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22 人、讲师 2 人、实验

系列教师 5 人，现聘有中外学者兼任客座教授 8 人。教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霍英东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湖北省百人计划入选和武汉市晨光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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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5 人次。目前本学位点在读硕士生 94 人，生师比为 2.5:1。 

此外，本学位点校外兼职导师共 24 位，均具有正高级职称，其中博导 15 位，

参与联合培养导师数 8 位。近 5 年，联合培养毕业研究生 35 人，在校研联合培

养究生近 20 人。 

二、学位点基本条件建设 

2.1 学位授权点各培养方向的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培养方向主要包括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环境规划与管理，共

有研究生导师 33 人，其中教授 9 人。 

环境科学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土壤污染与修复、环境功能材料。在农田重金

属污染修复及土壤矿物环境功能材料研发方面形成了优势和特色。该方向共有研

究生导师 12 人，其中教授 3 人。 

环境工程方向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态修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在农业面源污染修复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方面形成特色和优势。该方向共

有研究生导师 13 人，其中教授 4 人。 

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主要涉及农业农村环境规划与管理等研究方向，彰显农

学特色。建立农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政策措施体系、制定农业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规范，推进我国农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对策措施。该方向共有研

究生导师 8 人，其中教授 2 人。 

2.2 新增科研项目及发表论文 

本学位点 2023 年新增科研项目经费 2699.7 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207.7

万元，横向课题经费 2492 万元。在获批科研项目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3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清单如表 1 所示。发表科研论文 69 篇，

其中 SCI 论文 58 篇，包含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篇，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5 篇，Water Research 5 篇，清单如表 2 所示。 

表 1. 2023 年度获批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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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合物纳米颗粒广谱抑制

剂的研制及冠状病毒即时

诊断与靶向治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刘名茗 50 

2 

微生物胞外聚合物介导的

土壤有机质转化与稳定机

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吴一超 49 

3 

土壤氧化锰矿物晶质化形

成的晶体生长与定向组装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冯雄汉 49 

4 

活性矿物修复矿区周边农

田土壤镉和砷复合污染及

机理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

金 
侯静涛 10 

5 
三峡水库颗粒态磷的地球

化学特征及其环境效应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

金 
肖乃东 10 

表 2. 2023 年度发表的科研论文 

编

号 
论文标题 期刊名称 

第一作

者/通

讯作者 

1 
Cooperative microbial interactions drive 

spatial segregation in porous environmen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吴一超 

2 

Adsorption Mechanisms of Glyphosate on 

Ferrihydrite: Effects of Al Substitution and 

Aggregation Stat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王小明 

3 

Quantitative Contribution of Oxygen 

Vacancy Defects to Arsenate 

Immobilization on Hematit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侯静涛 

4 
Mass Flow and Metabolic Pathway of 

Non-Aeration Greywater Treatment in a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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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ic Microalgal-Bacteria Biofilm 

5 

Zinc stable isotope fractionation 

mechanisms during adsorption on and 

substitution in iron (hydr)oxid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殷辉 

6 
Methylmercury degradation by trivalent 

manganes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殷辉 

7 

Generic CD-MUSIC-eSGC model 

parameters to predict the surface reactivity 

of iron (hydr) oxides 

Water Research 侯静涛 

8 

Biofilm bioactivity affects nitrogen 

metabolism in a push-flow microalgae- 

bacteria biofilm reactor during aeration-

free greywater treatment 

Water Research 周云 

9 

Efficient removal of As(III) from 

groundwaters through self-alkalization in 

an asymmetric flow-electrode 

electrochemical separation system 

Water Research 邱国红 

10 

New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 of 

phosphate release during 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photodegradation based on 

optical and molecular signatures 

Water Research 刘广龙 

11 

Solutions for an efficient arsenite oxidation 

and removal from groundwater containing 

ferrous iron 

Water Research 冯雄汉 

12 

Enhanced remediation of cadmium-

polluted soil and water using facilely 

prepared MnO2-coated rice husk biomas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邱国红 

13 Sustainable and reagent-free cathodic Environmental 邱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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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for high-efficiency removal 

of heavy metals from soil leachate 

Pollution 

14 

High efficiency electrochemical removal 

of Cd(II) from wastewater using 

birnessite?biochar composites: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邱国红 

15 

Efficiency and mechanism in preparation 

and heavy metal cation/anion adsorption of 

amphoteric adsorbents modified from 

various plant straw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周文兵 

16 

Effects of various persulfate oxidation 

pretreatments on 

enzymatic saccha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sugarcane bagasse biomass and the related 

mechanism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周文兵 

17 

Crop efect and mechanism of amino acid–

modifed biomass ash in remediation of 

cadmium-contaminated soil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周文兵 

18 

Liquid fertilizers produced by microwave-

assisted acid hydrolysis of livestock and po

ultry  wastes and their effects on hot pepp

er cultivation 

The Journal for a Sust

ainable Circular Econ

omy 

周文

兵、肖

乃东 

19 

Short-term phosphorus transformation in 

shallow-lake sediments mediated by 

nitrogen and iron under anoxic cond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 
华玉妹 

20 

Rethinking terrestria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dam reservoirs before mixing: 

Linking photodegradation and 

biodegradation and the phenanthren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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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ing behavior 

21 

Occurrence, multiphase partitioning, 

drivers, and ecological risks of current-use 

herbicides in a river basin dominated by 

rice–vegetable rotations in tropical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郝蓉 

22 

Nematode as a biomonitoring model for 

evaluating ecological risks of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s from an urban river 

Ecological Indicators 张捷 

23 

Impact of bentonite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uring pig manure composting 

and its subsequent application 

J. Environ. Manage 向荣彪 

24 

Landscape patterns are the main regulator 

of pond water chlorophyll α concentrations 

in subtropical agricultural catchments of 

China 

J. Clean. Prod. 向荣彪 

25 

Chemical speciation of phosphorus in 

farmland soils and soil aggregates around 

mining areas 

Geoderma 王小明 

26 

Respons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n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in membrane biofilm during 

greywater treatment 

Bioresource 

Technology 
周云 

27 

Nitrogen source affects non-aeration 

microalgal-bacterial biofilm growth 

progression and metabolic function during 

greywater treatment 

Bioresource 

Technology 
周云 

28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a three-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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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unctional biofilm during greywater 

treatment 

29 

Sensitive and Accurate Differentiation of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 

Hydrolysis Using Flow Cytometry during 

Biofilm EPS Extraction. 

ACS ES&T Water 周云 

30 

Microbial niches and dynamics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a bio-

enhanced granular-activated carbon 

biofilm treating greywater 

Chemosphere 周云 

31 

Micropore sites in ferrihydrite are 

responsible for its higher affinity towards 

As (III) relative to As (V)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侯静

涛，涂

书新 

32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hina 

PLoS ONE 宋明伟 

33 

Reduction potential of ammonia emissions 

and impact on PM in a megacity of Central 

China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曹梦华 

34 
Amino acid promoted oxidation of atrazine 

by Fe3O4/persulfate 
Heliyon 曹梦华 

35 

Characteristics of iron (hydr)oxides and 

Cr(VI) retention mechanisms in soils from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s of China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殷辉 

36 

Atomic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Al3+ or Cr3+ affecting ferrihydrite 

nucleation 

RSC Advances 殷辉 

37 
Explore the advantage of step-feed 

Anoxic–Oxic (AO) process throug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贺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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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based evaluation of a retrofit proj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8 

l-Tartaric acid tailored polyamide thin-film 

composite membrane with enhanced 

performance for salt and molecular 

removal 

Desalination 左行涛 

39 

Inositol hexaphosphate assisted polyamide 

thin-film composite membrane with 

ultrahigh performance for water 

desalination and dye fraction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左行涛 

40 

Tissue-specific distribution and 

bioaccumulation of perfluoroalkyl acids, 

isomers, alternatives, and precursors in 

citrus trees of contaminated fields: 

Implication for risk assessment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刘朝阳 

41 

Porous Fe-doped graphitized biochar: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co-removing per-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with different 

chain lengths from natural waters and 

wastewater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刘朝阳 

42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rfluoroalkyl acids, isomer profiles, novel 

alternatives and unknown precursors from 

factories to dinner plates in China: New 

insights into crop bioaccumulation 

predic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刘朝阳 

43 

Fate of glyphosate in lakes with varying 

trophic levels and its modification by root 

exudates of submerged macrophytes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刘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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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Photodegradation of glyphosate in water 

and stimulation of by-products on algae 

growth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刘广龙 

45 

Abiotic Synthetic Antibody Inhibitor with 

Broad-Spectrum Neutralization and 

Antiviral Efficacy against Escaping SARS-

CoV-2 Variants 

ACS Nano 刘名茗 

46 

A peptide Epitope- Synthetic hydrogel 

polymer conjugate that mimics insecticidal 

protein Receptors.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analysi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刘名茗 

47 

Enhanced efficiency of refractory organic 

pollutant degradation over a wide pH 

range by peroxymonosulfate activated by 

cobalt-doped FeS 

Applied Geochemistry 冯雄汉 

48 

Interactions of organic phosphorus with 

soil minerals and the associated 

environmental impacts: A review 

Pedosphere 冯雄汉 

49 
Review on Rice Husk Biochar as an 

Adsorbent for Soil and Water Remediation 
Plants 涂书新 

50 

Geochemical Relationship and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Selenium and Cadmium in 

Typical Selenium-Enriched Areas in Enshi 

Chemosphere 涂书新 

51 

Prediction of cadmium bioavailability in 

the rice-soil system on a county scale 

based on the multi-surface speciation 

model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汪明霞 

52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ose interval 

effect of Pb-Cd interaction on Oryza sativa 

Ecotoxici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汪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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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oot 

53 
Socioecological predicament on global 

steeply sloped cropland 
Earth’s Future 于书霞 

54 
Soil conservation of sloping farmland in 

China: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Earth-Science 

Reviews 
于书霞 

55 

Nitrogen fixation of Cyndon dactylon: A 

possible strategy coping with long-term 

flooding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赵建伟 

56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output in China's highly 

urbanized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赵建伟 

57 

Niche differentiation of complete ammonia 

oxidizers (comammox) in the Lancang 

River cascade reservoir.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赵建伟 

58 

Comammox Nitrospira clade A recovers 

faster than clade B after cyanobacteria 

outbreak in the Three Gorges tributary, 

China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赵建伟 

59 
黑锰矿催化氧化 Fe(II)生成铁氧化物过

程及影响因素 
环境化学 邱国红 

60 
天然含铁锰矿对砷的高效去除性能与机

制研究 
环境工程学报 涂书新 

61 
不同 Mn/Fe 比例天然含铁锰矿的 As(Ⅲ)

吸附性能与机制 
环境化学 涂书新 

62 
含铁调理剂对花生抗砷镉污染胁迫能力

的影响研究 
核农学报 涂书新 

63 
两种含硒调理剂对生姜硒含量及营养品

质的影响研究 
核农学报 涂书新 

64 不同铁锰比例天然锰矿的改性及对 环境工程学报 涂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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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Ⅲ)吸附和氧化的行为与机制 

65 
不同土壤-小麦体系中铅镉交互作用与运

转特征 
环境科学 汪明霞 

66 
生物炭-硅酸钙联合修复铅镉污染土壤的

持续性效应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汪明霞 

67 
亚稳态赤铁矿结构特征及其对 Pb(II)固

持的影响 
环境科学学报 侯静涛 

68 
有机电子供体影响下硝酸盐和铁对磷转

化的驱动作用 
生态环境学报 华玉妹 

69 
赤泥基非均相芬顿体系降解磺胺二甲嘧

啶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环境科学学报 华玉妹 

 

2.3 研究生学习 

本学位点开设了学科平台课、专业基础课、研究方法课、前沿进展讨论课等

共计 20 门，其中学科平台课 5 门、专业基础课 12 门。专业基础课：学科平台

课：研究方法课：前沿进展课的比例为 12：5：1：2。此外，具有高级职称行业

企业专家开课或举行公开讲座的次数为 20 余次。调查结果表明 80%的研究生对

所学专业的培养方案比较熟悉，90%的研究生对培养方案比较满意，90%的研究

生认为所学专业的学分设置合理。 

学位点共申报获批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项目 7 项其中校级 1 项，院级 6 项。

通过采用全英文式教学课程《环境毒理学》和《市政污水处理》等，培养了研究

生的国际化交流和科研创新能力。 

2.4 科研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依托的科研平台主要有农业部长江中下游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

生态环境部国家环境保护土壤健康诊断与绿色修复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土壤污染

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微量元素研究

中心（原农业部微量元素研究室）、环境生态研究中心、农业资源与环境湖北省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华中农业大学洪湖湿地管理实习基地、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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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基地、湖北咸宁土壤与环境野外试验站、资源与环境学院实验教学中心、水

土保持教学基地、长江流域耕地培肥与养分管理定位试验基地、新洲微量元素肥

料技术推广示范站等。 

2.5 研究生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和学校学院层面企业奖助学金 

（1）国家奖助学金 

① 国家奖学金： 30000 元/人/年（博士）、20000 元/人/年（硕士） 

② 学业奖学金（全覆盖）： 10000 元/人/年（甲等）、8000 元/人/年（乙等）、

4000 元/人/年（丙等）。 

③ 国家助学金（全覆盖）：硕士 6000 元/人/年，博士 1250 元/人/年。 

（2）学校学院层面企业奖助学金 

学校层面设有湖北希望工程·知音同行助学基金（5000 元/人/年）、“先正

达”奖学金（5000 元/人/年）、“大北农”励志奖学金（博士 15000 元/人/年、硕

士 5000 元/人/年）、“中化农业 MAP”奖学金（2500 元/人/年）等各类企业奖助

学金。 

学院层面依托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格林凯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林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王荔军等 20 余家企业或个人设有华癸奖学金 3000

元/人、绿博先进个人 1000 元/人、公益服务先进个人 1000 元/人、先进集体（团

队）1500 元/个、土壤学奖学金（一等奖 2000 元/人、二等奖 1500 元/人、三等奖

1000 元/人）、荔军奖学金等各类奖学金。 

三、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 

学位授权点招生选拔情况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党建与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开展情况，课程教学及保障措施，导师指导和学术交流，学风建设及论

文质量保证，管理服务与学生就业发展等。 

3.1 招生选拔 

2023 年本学位点硕士生招生人数为 30 人，其中免试推荐生为 3 人，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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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学位点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了系列有效措施。 

（1）不断完善招生政策，确立了“第一志愿优先”的政策导向。 

（2）坚持教授为本科生教学制度，实施“绿苗计划”和“导师面对面计划”，

依托校内一流本科专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每年 4 月份举办专业导师见面会，宣

传自身及团队研究方向和内容，吸引本校学生报考本学位授权点所属专业的研究

生。 

（3）举办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2023 年夏令营以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成功举办，同时借助网络平台积极开展线上招生宣传，吸收校内外优秀本

科生和研究生来校体验、考察。 

3.2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课程思政”推进教学改革 

本学科实施课程思政进课堂，注重将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坚持将

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战略需求贯穿于专业课程教学过程，着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取得的辉煌成果作为典型案例融入专业知识讲授，从课程教材、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等方面打造“思政专业课”，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思政价值引领作用。 

2.“实践育人”激发协同作用 

通过开展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服务、主题团日、主题党日等实践活动，充

分发挥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的思政教育协同作用，启发、引导本学科学生科技报

国的责任感、科技强国的使命感以及科技创新的时代感。过举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等主题教育公开课，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感恩奉献、党员

党性修养、学术道德、科学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 

3.“制度育人”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以制度规范科研行为，引导师生恪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

范，抵制学术不端。教育部印发《研究生导师行为准则》，明确导师指导行为“十

不得”，本学科师生自觉成为优良学术道德践行者和良好学风维护者。按照“分

类指导，针对教育”原则，搭建宣传阵地，营造优良学风，增强诚信意识，培养

严谨作风。 



16 
 

4.“党建双创”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按照教育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要求，开展基层党支部建

设。抓理论学习，抓发展方向，抓人才队伍，抓工作落实，抓文化建设，为学院

快速发展奠定稳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充分发挥支部在促进学科建设和提

升教学科研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实现“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全覆盖，形成

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双促进、双提高。 

3.3 课程教学 

根据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要求，建设和完善研究生课程教学体系，开展课程思

政，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等，并持续优化。 

（1）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培塑报国情怀。2023 年本学位点共申报获批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项目 6 项。在专业主干课程中融入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发展战略，开展课程思政设计，培养学生报国情怀。 

（2）丰富课程教学内容，拓宽知识视野。注重对学科前沿动态的追踪，在

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掌握最新的学科研究动态。近两年来开设研究生

全英文课程 4 门，培养了研究生的国际化交流和科研创新能力。 

（3）完善课程教学方法，锤炼实践能力。在湖北天健养殖公司等设立研究

生工作站，积累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文献资料库和项目案例库，广泛采用案例式、

研讨式教学方法，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4）改革课程考核形式，培养问题意识。建立以能力考察为核心的多样化

考核方式，包括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的分组讨论及演示汇报、专业化面试等过程

化考核，以及针对某一专题的小论文与汇报考核等，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团队

协作意识。 

3.4 导师指导 

根据学校遴选导师的相关文件，符合条件的教师可经本人提出申请，学院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学院对本学位点导师进行

复查，以确保导师队伍质量。 

严格导师的“准入机制”，综合考察候选人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和学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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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等方面的表现；加强导师岗前培训，将履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职责的内容纳

入培训环节，使导师明确职责，不仅要教书，而且也要育人，并对研究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负有首要责任。导师参加课题思政专题培训 6 人次。 

3.5 学术训练 

 学院重视学生学术素养的培养及专业技能的训练。研究生入学必须接受学

院大型仪器操作与实践培训；每年组织研究生开展专业技能竞赛和研究生学术年

会；要求研究生从一年级开始定期参加课题组或团队的学术讨论活动（Seminar）；

鼓励高年级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进行墙报或者学术报告交流。 

本学位点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明确了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次数。2023 年度

学院举行了 10 余次仪器、软件培训和学术交流，本学位点参与教师和研究生人

数约 50 余人次，10 余人赴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参加课题研究相关行业培训。 

3.6 学术交流 

2023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参加了第十二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中国

土壤学会土壤化学专业委员会会议、第八届青年地学论坛、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

学学会第 18 届学术年会、2023 年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青年科学家前沿论坛、第

三届全国土壤工程学术研讨会、第三届有色冶炼场地生态修复及重金属污染防控

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七届全国水处理与循环利用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活动。 

此外，本学位点还每年举办研究生学术年会、学术希望之星经验分享会、海

外访问教授交流会、学术晚茶和“绿博讲坛”等学术活动。 

3.7 论文质量 

2023 年度本学位点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学位论文教育部抽检和

学校抽检不合格情况均为 0，答辩前评审一次性通过率 100%。为了保证研究生

培养质量，进行了如下举措。 

严抓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学院每年集中对新聘研究生导师和新入学研

究生进行师德师风、学术道德、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教育。学院严格执行学校制

定的关于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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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论文选题关与过程管理。要求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论文选题，公开

开题答辩，并聘请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至少五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导师对课题研究

进行把关，并在研究生二年级对课题研究进展进行考核，进而确定研究生是否正

常毕业、延期毕业或退学。 

严把学位论文质量关。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对申请答辩

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随机抽样盲评。同时，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在答辩前，均要进

行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检测不合格研究生延迟答辩。 

3.8 学风教育 

研究生入学后，学校、学院和各团队集中组织学习教育部和华中农业大学关

于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及处罚规定等规章制度。对实验记录不符合规范

的研究生进行批评教育，督促整改，并将其学位论文自动纳入答辩前盲评。 

从 2020 年至今本学位点每年为新生举行 1 次学术道德宣讲会，2023 年本学

科 26 名研究生全部参加《学术道德与科技写作》课程学习。本学位点每年进行

一次科研记录本检查和评比，对记录本评比优秀的研究生进行奖励，对记录本记

录不合规范者进行批评教育和警告。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研究生认为本学位

点对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比较重视，无导师和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案件。 

3.9 管理服务 

为更好地保障研究生权益，本学位点制定了规范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明

确了各服务管理机构分工。 

（1）资源与环境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本学院研究生培

养规划、研究生招生政策、学位授予标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等政

策的制订、研究生学位的评定和科研记录本的检查和评比等。 

（2）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负责学科规划和评估等工作；环境科学和环

境工程二级学科负责相应学科研究生招生复试、研究生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毕

业答辩和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等具体工作。 

（3）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和秘书负责学位点日常工作的管理、协调。

毕业研究生对学位点管理服务很满意的占 30%，比较满意的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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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就业发展 

2023 年本学位点共授予硕士学位 27 人，初次就业率达 92.59%。研究生毕业

后大多数（约 80%）在资源环境类头部企业就业，如大北农、湖北富邦、中建三

局、武大吉奥、中地数码、比亚迪等公司就业，约 10%左右学生升学/出国，约

10%进入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 

 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普遍认为学生综合素质

高，适应工作环境快。全部用人单位认为环境工程学位点研究生质量较高，能够

胜任相关工作。 

四、学位点服务贡献典型案例 

4.1 社会服务总体概况 

本学科主要围绕地方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智库作用等开展了大量

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提供决策咨询：学科专家利用自身在湖北省或武汉市政府中专家组成员的身

份，积极参与到湖北省鄂西生态圈、生态长江、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大别山发

展规划等的建议、规划和执行中。并主持开展了“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研究”“湖

北省低碳农业模式研究”“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公众参与模式研究”等，提出了

“三峡库区环境问题及对策”“湖北耕地质量管理立法”“生态红线制度研究”

“测土配方施肥与环境问题”等专业性建议或提案，获得湖北省政府的重视。 

支持环保产业：开发设计出重庆市水量、水质的双重控制下的城市面源污染

控制技术体系；研发出控污效果显著的径流污染控制技术体系；推广养殖废水污

染控制应用工程；开发了地下水砷污染修复成套技术体系；研发的农田重金属污

染的微生物－植物－化学联合修复技术，在大冶和郴州农田修复中有显著效果。 

开展环境教育：参加循环农业、清洁生产、社区环境建设、节能低碳等活动

周等；建立的“华中农业大学绿色协会”社团，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和环保宣传活

动，获得“全国高校百强社团”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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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会服务典型案例 

案例 1：湖北地膜污染治理回收利用，助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和乡村生态振兴 

湖北省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农业省份，广泛使用农用地膜以提高农作物产

量。然而，地膜的大量使用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地膜残留造成的

土壤污染和农田生态破坏。为推动全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顺利实施，有效治

理农田“白色污染”，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制定了《湖北省 2023 年度地膜

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方案》。由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南湖试验站、湖

北大学、湖北智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北犇星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中标湖北地膜污染治理回收利用长效机制构建项目，该联合体由华中农业大学

牵头。联合攻关团队将通过开展农用地膜适用性评价，建立农田地膜残留污染监

测评估网络，建立地膜数据库与项目核查系统，构建地膜项目生态价值核算与碳

交易机制，建设地膜回收利用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地膜污染治理长效机制，以

解决地膜残留造成“白色污染”问题。目前研究团队开发了高效的地膜回收机械

和技术，能够在不破坏土壤结构的情况下，高效地收集和分离地膜残留。该技术

在湖北省多个重点农业县进行了推广应用，有效减少了地膜残留，改善了土壤质

量，提升了农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回收的地膜经过特殊处理后，转化为可用的

塑料原料，供工业再利用，实现了废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此外，组织了系列的

培训活动，教育当地农民如何正确使用和回收地膜，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和技能。

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地膜污染问题，还促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支

持了地区农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项目还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乡村的生态振兴，提升

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广泛认可。 

案例 2：投身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助力摸清土壤家底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是中国政府为了全面了解全国土壤资源状况、提升土壤

管理水平而开展的大规模调查。该普查旨在系统地获取土壤性质、污染状况和变

化趋势的数据，为科学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基础。学校的研究团队开发了用于土

壤采样和分析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包括高效的土壤样品采集方法和精确

的分析手段，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利用学校的强大数据分析平台，对

普查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揭示土壤的污染情况、土壤肥力变化以及其他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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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地收集的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和整合，应用数据管理系统进行系统化处理，建

立土壤资源数据库。积极参与研究报告的撰写和发布，向社会公众和决策部门提

供详细的土壤资源状况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开展土壤保护和管理的

公众教育活动，普及土壤知识，提升社会对土壤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组织土壤普

查成果的学术交流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界对土壤资源问

题的深入讨论和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中的积极参与，不仅

体现了其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贡献，也为中国土壤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

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5.1 存在的问题 

本学位点始终坚持立足华中，面向全国，放眼国际，瞄准前沿，坚持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经过长期的发展，本学位点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

势。华中农业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即具有鲜明的农学特色，

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土壤环境化学与修复，农业废弃物综合处置等优

势研究方向，成为国内农业环境领域具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尚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1）学科交叉融合不够：环境科学与工程是一个高度交叉的学科，

需要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但现实中可能存在学科壁垒。（2）

实际应用和理论研究脱节：虽然理论研究在学术上可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如何

转化为实际应用，解决实际问题，仍有待加强。 

5.2 改进措施 

① 加大资源投入和特色方向建设。争取学校学科建设经费和修购专项经费，

进一步提升“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态修复工程”、“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和“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特色方向实验室仪器平台和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改善资源分配机制，支持各个研究团队健康发展。 

② 推动学科间的融合。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和团队合作，打破学

科壁垒，促进知识的综合与创新。建立 1-2 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平台，专门用于

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合作。这些平台可以提供必要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

供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共享设备、数据和方法，同时也可以举办研讨会、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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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动，促进知识和想法的交流。 

③ 加大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形成结构合理和竞争力强的师

资队伍。充分利用学校政策，着力选拔培养一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拔尖人

才。突出学科梯队建设，积极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具有国际视野和较大国际影响

力的青年人才，助力学科发展。 

④ 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

践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理论。定期组织学生和研究人员

到实际环境中进行考察，了解环境问题的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有助于

将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举办讲座和研讨会，邀请实际工作

中的专家分享经验，将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经验传递给学生和研究人员。 

⑤ 提高管理服务能力。积极到国内外知名高校学习与交流，不断提高硕士

生培养和管理经验；进一步健全研究生招生、培养过程管理机制和研究生奖助体

系，持续提高面向硕士生的管理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