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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西南林业大学生物学学科为云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于2011年获批

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其二级学科植物学于1981年获批硕士学位授权

点，动物学于200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生物学于2012年被列为云南省优

势特色重点建设学科。前期，生物学一级学科设置有12个二级学科，其中

9个为目录内二级学科，3个为自主设置二级学科。2020年10月起，生物学

学科仅设置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共5个二级学科。

（一）培养目标定位

培养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能从事生物学相关领域教学、研究和生产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较

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树立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

有集体主义观念和团队精神；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创新、奉献的

科学精神；热爱祖国，愿献身生物科学事业，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二）学位质量标准

研究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及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成绩合

格，完成培养环节，通过德智体美劳考核，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发给毕业证书。答辩通过后，如科研成果符合《西南林业大学关于研究生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的规定》（西南林学〔2018〕10号）要求，由本人

提出学位申请，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者学位论文质量、科研成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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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经校学位委员会审议批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理学硕士学位，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简介

（1）植物学方向

学科针对西南地区特色类群、特殊生境开展植物分类、系统演化

及植物地理学研究，解析物种分化模式及形成机制，探究重要经济植

物的演化历史，兼顾植物多样性保护、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等。运用生

物信息学和植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开展植物功能基因研究。基于

植物分子生物学以及植物病理学方向，开展西南地区资源植物的开发

利用以及相关功能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为提高资源植物开发利用

率、病毒病防控等提供支持。

（2）动物学方向

学科以云南丰富的珍稀、特色及较高经济价值的动物为研究对象，主

要研究动物重要功能基因的克隆和应用，重要经济性状、特殊生态环境适

应性分子机制及动物营养与生理、动物疾病发生机理与动物生态等。主要

研究方向：（1）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2）动物营养与生理（3）

动物疾病发生机理与健康养殖；（4）动物生态。目前本学科已在动物遗

传资源保护及利用、动物营养与生理、动物疾病防控、鸟类生态学等方面

形成了特色与优势。

（3）生理学方向

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树木生理学、抗性生理学和发育生理学等，依

托云南省高校林木生物技术实验示范中心和云南省高校林木生物技术重

点实验室，以经济和药用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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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积淀，逐步形成了我国西南特色植物培育、抗逆生理与利用等方

面的优势和特色。

（4）微生物学方向

学科围绕云南野生食用菌栽培、药用真菌活性成分代谢、资源微生物

调控三个方向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开展云南森林特色野生食用菌的驯化栽

培、林果废弃物资源利用、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及功能性食品开发；采用培

养条件优化、菌种活性检测、遗传多样性评价、营养生理代谢、组学关联

分析、单体分离纯化方法，开展珍稀药用真菌的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

创制、营养代谢调控及功能成分挖掘研究；开展极端环境中资源微生物与

植物的互作机制研究。

（5）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学科重点围绕西南地区入侵植物的繁殖机理、特色作物重要经济性状

形成的分子机制以及动植物与病原微生物互作开展相关研究。采用多组学、

单细胞空间组学、基因编辑、蛋白质互作等现代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技

术方法，研究外来入侵生物薇甘菊繁殖的调控机理，探讨有害生物-寄主-

环境互作的代谢产物变化、互作机制及其在动植物生长发育、有害生物绿

色防控等方面的作用，解析调控水稻、竹笋、辣椒等产量、品质及抗生物

胁迫的分子机理。

（二）师资队伍

学位点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开展师德师风主题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推动了工作的作风建设和道德建设，显著提升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和工作作风。学位点重视导师师德师风教育培训学习，通过集中学习、线

上自学等方式全面提升研究生导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通

过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树立“以德立教、无私奉献、教书育人”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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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品质，增强教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立德树人，以身作则，通过正

面教育引导、感化、鼓励，培育学生成才。

（三）科学研究

2023年度，学位点获批科研项目38项，其中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横

向科技项目4项，总经费为380万元。发表SCI一区论文2篇，二区论文14篇，

三区论文7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1篇，发明专利4项，专著1部。

2023年6月，丁勇团队研究成果“铁皮石解优质良种选育及培养种植

节能技术创新与应用”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2023年11月，赵

宁教授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三批“最美林草科技推广员”。

（四）教学科研条件支撑

学位点从2020年开始，投入400多万元进行科研平台的建设完善工作，

有合成生物学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分子遗传育种实验室、生物化

学实验室、植物生理实验室、生物活性物质开发与利用实验室和动物科学

实验室等7个分室。实验室建筑面积共约4350平方米。拥有实验设备1358

台，固定资产价值1858万元。

（五）奖助体系

我校研究生奖助项目分为奖励和资助两部分，包括国家奖学金、省政

府奖学金、学业奖学金、“校级评优”、国家助学金、校级助学金、临时

困难补助、“三助一辅”、社会奖助学金等。学校统筹利用科研经费、教

学业务费、学校资助经费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设置了科研助理、

教学助理、管理助理和学生辅导员岗位，并提供“三助一辅”津贴。资助

对象为具有中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我校在读全日制研究

生（全脱产学习、无固定工资收入、人事档案以学生身份调入学校）。本

学位点奖助体系覆盖面广，其中国家助学金覆盖比率为 100%，覆盖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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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脱产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比率为 100%，标准及控制比

例，分别一等、二等和三等的比例：20% + 60% + 20%。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评审标准为：德育成绩（20%）、学业成绩（70%）、其他成绩（10%），

学位英语考试如未通过，研二直接评三等，研三不能评。

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导师推荐、评审答辩、院研

究生奖学金评定小组评定、公示等程序进行，并及时将指标分配、评选标

准、评选结果向学生公开。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2023年生物学学科研究生共录取43名，其中一志愿考生41人，仅植物

学专业调剂录取2人，跨专业考生3人，为历年来一志愿录取情况最佳。一

志愿报考人数131人，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外校考生数量也有明显增加，

学生的专业背景集中在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等，多具有和生物学学科

相近的学科知识背景，能较好地开展学科人才培养。

（二）思政教育

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是高校发挥育人功能的两大重要支点,思政教育

为党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而党建工作为思政教育的前行指明了方向，

二者的协同发展有利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全面进步。学位点依托学院将思

政教育与党建工作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党

建工作的推进作用，鼓励思政教师积极主动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提升了

高校研究生思政教育及党组织的管理水平。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开设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自然辩证法概论》两门思政课程，

为学生提供思想政治通识教育。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安排辅导员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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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通过主题班会、发展积极分子和党团支部活动，加强研究生的思政教

育建设，推动党建工作的协同发展。

（三）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环节，课程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院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计划开设相应的课程，

任课教师的聘任和管理严格按照《西南林业大学关于研究生任课教师的若

干规定》（2014）和《西南林业大学关于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2013）执行。

专业必修课按一级学科设置，注重学生一级学科范围内的通用基础理

论和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培养，核心课程包括《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

与表观遗传》、《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生物统计与实

验设计》和《专业英语》。各二级学科根据学科方向特色和培养需要，设

置方向特色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其中学科前沿专题课程要求必须选修。

主讲教师均为本专业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工作经历，且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员，鼓励多样化的授课方式和手段，教学内容要求较好地体现系统

性和前沿性。

为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位点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教改项目和教

材出版，研究生院设置不同课程的系数，鼓励教师建设精品课程和案例课，

开设双语课程和全英文课程，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

进机制，逐步实现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四）导师指导

研究生导师的选聘与岗位考核是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学

院严格按照《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管理办法》（西南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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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号）进行导师的选拔和聘用。导师遴选程序规范，坚持公平公开、择优

录取的原则，坚持思想与业务全面考察、突出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遴选

和聘任的硕士生导师不但要具备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还要有一定

的教学实践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力。外聘导师应为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

实践经验丰富且能提供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条件者。

学位点依托学院制定了详细的《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导师管理暂行规

定》。对于首次指导研究生的新聘导师，学院实行“双导师制”，即“合

作指导”的指导模式，由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对新聘导师进行指导和培训，

使其更快更好地熟悉研究生培养的各环节工作，明晰其岗位职责，极大地

提高了新聘导师的业务能力和指导水平。

研究生导师必须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特别是有关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严格遵守职业道德、科学伦理和学术规范；自

觉在政治思想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切实

爱护、尊重、关心学生，真正担负起对研究生人品、学术、科学精神和探

索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责任。恪守学术道德是导师为人师表的基本要求，

学术自律，是导师的第一要务。提供研究生学术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拓宽

视野，见贤思齐，培养德智皆合格的人才。严格学术道德教育，实行违反

学术道德一票否决的培养制度。

按照《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规定（暂行）》（西南林〔2015〕

90号）对导师招生资格进行严格的年度审查，根据调整的研究生招生方向

进行导师的重新遴选和资格审查；根据指导情况和课题立项的情况对导师

指导研究生的数量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原则上一个导师每年指导的研究生

数量不超过3名，保证导师有效开展对研究生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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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训练

学位点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要求每一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完

成学术交流与讨论和实践训练等培养环节，参与到教学实践、科研实践或

社会实践（包括管理实践和助学实践）中。导师在培养过程中，结合本专

业特点，通过直接参与导师研究课题、与企事业单位进行横向合作，企业

短期实习、独立申请省校级研究生创新课题、研究生助研助教等多种途径

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训练。学生可参与相应的科学研究项目、学术交流与讨

论等训练活动，或参与所在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也可参与本科

课程理论知识和实验教学的教学，参与指导相应的本科毕业论文实验实践。

学位点鼓励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申报教育厅科研项目和校级科技

创新基金项目，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学科竞赛。

（六）培养质量

2023年度，研究生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各类型（含SCI/EI/

ISTP收录）研究论文共32篇。其中SCI/EI/ISTP收录共13篇，授权发明专

利 1 件。

学科严格遵守研究生培养管理相关规定，在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毕

业答辩等环节由各二级学科进行把关，对学位论文采用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系统进行查重，并按照《西南林业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进行管理。所有学位论文均为盲审，通过同等专家匿名评议验证研究创新

性及真实性，保证论文质量，同时敦促导师加强过程指导，研究生在数据

分析规范性、文献综述深度等方面提升学术素养，形成“以评促改”的良

性循环。

（七）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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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依托学院配置有辅导员 3 名，负责研究生入党、思想政治教

育、评奖评优及就业等相关工作；专职研究生秘书 1 名，负责研究生教

学、培养和学位管理工作；专职副院长 1 人，分管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

管理。从研究生思想、生活、工作及科研等全方位配备了工作人员，对研

究生实行全方位服务。

（八）就业发展

2023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83.10%，其中8人考取博士研究生

继续深造，2人进入党政机关工作，11人进入科研及事业单位工作，其他

研究生进入了企业。

学位点依托学院重视就业指导和就业工作，设置专人负责研究生就业

工作，动员相关老师积极为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帮助毕业生调整就业心

态。通过网络、老师和校友等多方面收集用人单位需求毕业生的有效信息，

并及时向毕业生发布。学院主动联系校友，积极推荐研究生，充分发挥其

在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广泛收集

需求信息，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通过以上措施，保证研究生就业率的稳

定和提高。

四、服务贡献

丁勇副教授等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展了铁皮石斛优质良种选育和繁

育体系优化工作，创新了组培节能技术和种植供水节能技术，开发了优质

铁皮石斛下游产品，通过国内外科技合作创建了科技示范园，并将优质品

种和节能技术在国内外推广应用。其研究成果“铁皮石斛优质良种选育及

培养种植节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于2023年6月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科技

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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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教授多年从事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研究，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核

桃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系统，用于核桃病虫害防治。该系统将核桃有害生物

分类、发生危害规律、防控技术、预警监测等技术数字化，结合互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集成核桃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大数据，现已推广辐射 62436 户，

组织现场观摩 5 次，技术覆盖云南省主要核桃种植区，覆盖和辐射面积

超过 1000 万亩。通过技术实施，示范地核桃病虫危害面积下降 33%左右。

赵宁教授于2023年11月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三批“最美林草科技推广

员”。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1. 实验室平台及实验室条件仍然落后，设施等硬件条件落后且老化

严重，不能满足开展高水平研究的需求；

2. 学科研究方向分散，没有形成明显的研究特色和规模优势，缺少

高水平的团队和带头人；

3. 招生规模不足，生源质量有待提升，科研项目及建设经费不足，

难以满足高质量研究生培养的需求。

（二）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措施。

下一步思路：进一步凝炼学科发展方向，适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

强化团队建设，搭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平台，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努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区域、地方经济的能力。积极争取各级研究经费

支持，加大实验室的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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