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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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研究方向、培养方向、招生情况、师资队伍、培养条件等（可

以图表进行描述）。

贵州大学草学学科于 1985 年在全省以专科方式招生，1999

年经国家批准以本科专业招生，至今已有 35 年教学发展历程，

学科始终坚持教学、科学研究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并重的宗旨，

以山区特色草牧业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导向，结合喀斯特山

区物种资源及气候特点，将学科建设和地方发展紧密结合，实现

科学技术成果的高效转化，培养有特色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在

巩固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已形成的学科特色方向，力争

将学科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地方特色鲜明、科技服务突出的应用

型学科。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为喀斯特山区草牧业、现代生

态农业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

研究方向：自 2011 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点以来，通过不断

引进人才和调整学科结构，逐步形成了草种质资源与育种、饲草

料生产与加工利用、山地草地资源与生态修复三个研究方向。

人才培养方向：本学科培养具备草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系统地掌握草学及相关专业知识，能在草地农牧业、生态

恢复、环境资源保护、城市园林设计、草坪绿地与运动场建植与

养护等草业科学相关的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开发、生产、规划

等工作，具有较宽领域和较强适应能力的专门人才。

招生情况：年招生硕士研究生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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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学科点现有教师 20 人，其中专任教师 18 名，教

授 3 名，副教授 7 名，拥有博士学历教师占比为 77.8%。

人才培养条件方面，本学科拥有贵州省草地生态畜牧业人才

基地，并与贵州省草业研究所、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贵州众

智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等研究单位和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产学

研”校外实习基地，引导学生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并鼓励学生积

极申报国家级、省级创新创业项目，形成了“高校→基地→企业

→高校”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每年选派

2-3 名优秀研究生赴新西兰梅西大学、泰国苏兰拉里理工大学等

草学国际知名院校交流深造，扩展学生国际视野；实现了科研训

练实战化、培养方式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化。

学科设置了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清晰的学科方向，严格的

管理制度，构成了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管理制度：在贵州大学

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特点，针对研究生培养

目标，紧扣各培养环节制定了《草学研究生学习管理规定》、《草

学研究生科研奖励办法》、《草学研究生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

《草学研究生科研实践指南》等相关制度，从学习、科研、奖励

等方面严格管理研究生，形成了定期召开学术研讨（Seminar）

制度，充分调动了研究生的学习主动性。2019 年学科点的学术

研讨活动获得贵州大学研究生学术研讨（Seminar）优秀团队称

号。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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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培

养条件建设、科学研究工作、招生与培养等工作取得的成绩。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在中共贵州大学动物科学

学院党委的领导下，草业科学系研究生党支部合理制定发展计

划，认真培养教育、储备一定数量的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

组织了以“十九大精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两个主题为

核心的，专题研究和学习，坚持按计划学习，采取集体学习和个

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虽然受

疫情的严重影响但仍坚持严格按照“三会一课”的要求，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对学生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学校高度重视和支持下，2020 年引

进优秀草学博士 3 人，学科点已形成一支学历层次高、年龄结构

合理、学缘结构多元化的教学科研队伍。涵盖了贵州省牧草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贵州省高等学校科技拔尖人才、贵州大学

一流学科特聘教授（C类）、贵州大学学术骨干等各层次人才，

既有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举旗定向、宏观统筹，又有充足的中青年

学术核心骨干和青年教师，科研队伍具备了良好的协同合作能力

与发展潜力。

科学研究方面，立足服务国家及地区草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

建设需求，以山区特色草牧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导向，结

合喀斯特山区物种资源及气候特点，在岩溶山区牧草新品种选育

及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应用、赤霉素氧化酶基金调控白刺花矮化



4

机制研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基因 VSPG1 和 VSPG2 在箭筈豌豆裂

荚过程中的功能及调控机理研究、基于组学的贵州本土白刺花响

应干旱胁迫分子机制研究、生态富硒蛋鸡林下养殖技术集成与示

范、不同海拔耐酸铝紫花苜蓿-根瘤菌促生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喀斯特山区草地生产力提升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基于蛋白组学

研究低磷胁迫下葛藤响应机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获批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 2 项，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

金 1 项，贵州省科技支撑项目 3 项在内的各类科技项目 12 项，

总到账经费 869.6 万元，总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排名

第一。发表 SCI 论文 2 篇，其中中科院一区 1 篇，中文核心期刊

13 篇，参编省级一流课程建设教材 1 部，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

和标志性成果，对推动贵州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等方面起到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学科点师生深度参与牛羊、家禽、生猪、生态渔业产业中的

饲草开发利用工作，在高产优质牧草品种选育、加工、饲料配方，

酒糟饲料化利用及农作物秸秆和功能性饲草利用上，取得显著成

果，围绕贵州省现代草地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乡村振兴-生态牧业战略合作协议、肉牛产业技术服务体

系及关岭牛繁育技术研究中心项目、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牛羊产

业发展等重点任务开展了相关工作。实现了学科建设与经济发

展、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有效助力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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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学科点导师多，但研究生数量少

随着贵州大学双一流建设，不断引进高素质教师，现学科点

有硕士生导师 15 人，但硕士招生名额仅 6 人，招生名额较少，

与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不符。

（2）研究生高水平成果少

学科点注重服务地方工作，在高水平成果方面存在不足，存

在高水平 SCI 论文少，标志性成果缺乏等问题。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改进计

划，包括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等。

（1）提升导师队伍建设，争取研究生培养指标

学科点通过学术交流、定期教研、科教融合等方式，提升导

师队伍教学、科研水平，在提升研究生教师水平的基础上，依托

双一流建设，申请更多的研究生培养指标。

（2）鼓励研究生产出高水平成果

编制研究生高水平成果奖励机制，鼓励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

文，拟于 2021 年发表高水平论文 8 篇以上。组建创新创业大赛

指导团队，指导研究生参与创新创业大赛，拟在创新创业大赛中

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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