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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

报告（2021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研究方向：

1、矿床学与成矿预测，以区域成矿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我国重

要类型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分析总结矿床时空分布规律，进行成矿

潜力分析和区域成矿远景评价；以区域矿产资源评价相关理论和方法

体系为基础，从事资源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以中大比例尺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为研究重点，建立矿床（体）

空间定位机制和综合（定量）预测模型。

2、矿产资源勘查与评价，采用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综合

研究方法和现代分析测试，注重固体矿产资源、水资源综合勘查与评

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大陆动力学及重大成矿地质事件为主线，建

立成矿区带的地质及综合勘查模型；研究矿产勘查及矿床经济评价的

理论方法、咨询与评估决策等多项内容，开展矿产勘查经济分析，矿

产资源远景评价和矿床经济评价。

3、环境与地质灾害，以环境工程、地质灾害评价及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等为主要内容，从地质灾害成灾条件和致灾机理出发，

建立和研究由危险性、易损性、破坏性、防治工程、地质环境评估所

组成评价模型、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应用工程软件，建立

地质灾害评估系统，研究地质环境保护措施，为地质环境与灾害防治

提供理论保障和技术支撑。

4、地球物理勘探，应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

计算数学和地球物理观测与实验技术研究地球本体的各种物理场，研

究地球内部及其周围环境，达到认识与探索地球内部奥秘的目的，为

优化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减灾防灾、工程质量评价、探测和开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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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建设中急需的能源与自然资源提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

5、油气地质与勘探，以现代油气地质理论为指导，针对石油与

天然气资源开展综合评价；以油气资源时空展布、含油气盆地构造沉

积演化等为主线，建立油气成藏的地质研究及综合勘探方法技术系

列；研究成油气地质条件、油气藏形成与分布以及成藏模式等油气地

质勘探相关内容；开展常规油气与非常规油气地质研究，油气田勘探

与资源远景评价。

师资队伍：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是我校发展历史最悠久、学科力量最深

厚、专业特色最鲜明的学科之一，拥有一支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

富、创新能力强、科研能力突出、年龄知识和学科结构合理、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并有较高知名度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现有专职人员

27名，其中，硕士生导师 24名；教授 10名，副教授 10名；45岁（含）

以下指导教师 16 人，比例占总数的 60%，博士学位人员比例达到

100.0%。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 1人（陈新跃）、湖南省青年骨

干教师 3人（肖正辉、戴德求、曹涛涛）。

培养条件：

本学位点拥有“页岩气资源开发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煤炭资

源清洁利用与矿山环境保护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重金属污染土壤生

态修复与安全利用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测绘遥感信息工程湖南

省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平台共 4个；与在湖南省地质调查院、湖南

省地质研究院等单位等多家企事业单位设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

实习基地。

本学位点实验面积达到 4000多平方米，有古生物实验室、岩矿

实验室、物探实验室、水文实验室、构造实验室和土工实验室等六个

专业实验室，学科教学科研设备齐全，现有仪器设备总值 2000余万

元，拥有高密度电法仪、探地雷达、隧道超前预报系统、地质用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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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测温系统、荧光显微镜、原子吸收光谱仪及数字化地质资料等一系

列地质专业仪器设备。

纸质图书达到 238.26万册、中文期刊 2700余种、外文原版期刊

164种；各类中外文数据库 65个（含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25个共

建共享数据库），包含了 21260种中文全文电子期刊，8036 种外文

全文电子期刊、103万册电子图书。学院还有专门的资料文献室。

二、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思政教育、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条件建设（包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科学研究工作、

招生与培养、论文质量等工作取得的成绩。

制度建设与思政教育：

我校为湖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和湖南省创新创业

典型高校。地质资源和地质工程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其人才

的培养至关重要。不仅要培养专业技术过硬、实践能力强的专业性人

才，更要注重人才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培养。要真正培养出

真心实意为祖国地质事业发展积极奉献的高素质、高技术、高德行的

优秀人才。对此，本学科在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不

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形成了以实践创新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坚

持立德树人，形成了以融媒体为阵地的意识形态管理新格局为加强意

识形态阵地管理；坚持立德树人，形成了以“五化”建设为契机的教师

队伍建设新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及全

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学科成员在学校以及院系大环境

下充分整合学校资源，切实形成育人合力，并在课程育人、实践育人

等多方面开展“三全育人”工作。全面梳理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涉

及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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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修订教学大纲，充分激发学生们争先为国家资源勘探以及地质工

程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高昂斗志。以锡矿山、棋梓桥等地质实践活动

基地为依托，搭建了校内外双重实践教育平台，并加以正确的思想政

治观念为引导，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介绍

地质科学发展史中，着力讲述李四光、黄大年等一批爱国地质科学家

对中国地质工作的贡献，在扩充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激发学生的爱

国主义思想。

课程教学改革：

1、根据学校学分制改革实施方案，建立专业课程模块。积极推

进学分制改革，按照规划性、系统性、针对性原则，构建“公共基础

必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选修）课”的更具弹性和个性的

课程体系。

2、本学科积极组织青年教师进行岗前培训与考核，要求教师积

极参与信息化教学改革，引导教师不断加强课程教学与课程育人研

究，不断深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努力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3、鼓励和支持相关任课教师利用课程教学的机会，带领研究生

深入基础教育一线进行深度学习，也鼓励校外一线实践导师来校与本

校教师合作，注重不同类型硕士与学校、生产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

力求提高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4、以“目标导向、需求导向、人本导向、前沿导向”为原则，学

术学位强调创新能力，专业学位强调实践能力，积极调整课程内容、

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实行公共课改革，强化“学科前沿讲座”类和“专

业技术前沿讲座”类课程；建立严格的课程审查机制，鼓励各专业与

校外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应用、管理专家联合开发课

程。

师资队伍建设：

1、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职工的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地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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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举行暑假和寒假教师培训活动，观看《时代楷模：卢永银》和《时

代楷模：朱有勇》等视频。邀请国内长期奋战在学科教育前沿的知名

专家和学者授课，讲述如何做一个好教师、好导师，解读新时代师德

师风建设内容，强化教师主体责任。

2、教学科研能力建设。通过老中青教师组成教研组、形成“传帮

带”效应，青年教师由资深教授帮助提升授课方法；开展博士企业行，

推动教师主动联系地矿单位、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形成理论联系实际，

让科研成果落地；加强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研究，加入思政元素，

在课堂教学中做好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

3、师资队伍梯队建设。全年推荐评选硕士生导师 2名，获评副

教授职称 2名。

培养条件建设：

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获批省一流专业；获批“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省部级科研平台 1 个；获批“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省有色地质勘探局二总队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在湖南省地质院矿

产 409队、煤勘 2队等单位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基地。

科学研究工作：

2021年度申报科技进步奖 1 项，自然科学奖 1项。湖南省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 1项，“小间距顶管沉降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杨仙博

士，排名第 2）；湖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1项，“高分辨率、高精度

的地震勘探方法研究”（廖建平教授，排名第 1）。

获国家级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闽中梅仙式铅锌矿

床叠加成矿过程精细刻画：基于硫化物原位微量元素及硫同位素的研

究”（石得凤博士）。省级项目 5项，其中 4项为湖南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分别为面上项目“不同碳质球粒陨石群中富 Al球粒的氧同位

素组成特征研究”（戴德求教授）、“库岸斜坡软弱夹层泥化损伤机制

及工程效应研究”（肖拥军博士）、“海陆过渡相非常规天然气叠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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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机理及地质模型”（曹涛涛博士）和青年基金项目“湘中三叠纪紫云

山花岗岩中暗色微粒包体的岩石成因研究”（鲁玉龙博士）；湖南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项，“新时期地质工科硕士研

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探索”（陈新跃教授）；湖南省教育厅优

秀青年项目 1项，“煤系地层中菱铁矿形态演化及其煤系页岩气成藏

效应”（曹涛涛博士），其他横向项目 10项，科研经费共计 800余万

元。

2021年度共发表论文 24篇，其中 SCI论文 14篇、EI论文 2篇、

CSCD核心论文 7篇、一般论文和教研论文 1篇。2021年度授权发明

专利 9项，实用新型专利 4项，著作权专利 6项。

招生与培养：

2021年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术型学位招生 13人，资源与环

境地质工程方向专业学位招生 11人；毕业研究生 10人，在校研究生

61人。

论文质量：

近 5 年来，在校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获批国家专利

十多项；在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抽检硕士学位论文中，抽检论文合格率

为 100%。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国家级项目少。近几年地质学科没有引进博士，大部分教师

均有或已经主持过国家基金项目，还缺乏学术沉淀。

2、高层次人才少。学科没能引进高层次人才。内部也只有 3位

教师达到学校高层次人才竞聘条件。学科教师都具有博士学位，其中

拥有 10名教授，高级职称达 70%，而高层次人才相对少。需要引进

反思。

3、招生生源少。研究生招生今年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学

术型招生 13人，人数和去年基本齐平。专业型 11人。两类均以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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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主。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划，包括

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

加强现有平台建设，鼓励与各院校、科研院所及生产单位建立科

学合作及产学研创新实践平台，联合申报建立省级科研平台。

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实行科研团队制，在团队负责人的统筹规划

下，完成学科要求的各项指标。计划引进或双聘 1名国字号带头人，

引进高层次人才 3-4人。同时大力挖掘学科自身科研人员的潜力，学

校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人数达 4人及以上。每年选派 1-2名青年教师

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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