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4 年）

学院 学位点名称：水利工程

（公章） 代码：0815

2025 年 01 月 15 日



一、 学位授权点简介

（一）基本情况

我校的水利工程学科萌发于二十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系，1998 年水文地质专业向水利工程学科转型，获得二级学科水文学及

水资源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获得水利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0年“水文学及水资源”二级学科被遴选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11 年获得水

利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获批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

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本学科被评级为 B。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本学科被

评级为 B。

（二）学科建设基础

我校具有地质学优势，地下水领域的研究基础雄厚，通过学科交叉形成了具

有“地下水”特色的水利工程学科。近 10多年来，本学科的发展得到地下水循

环与环境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水资源与环境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平

台支撑，2022年开始又增加了水利部地下水保护重点实验室（筹）的支撑，在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方向具有明显的特色优势。

2024年，水利工程学科启动国家级纵向项目与课题 9项，获批资金 1031万

元，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项、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1项。获

得省部级或企事业单位委托横向课题 14项，到账经费达到 398万元。目前在研

国家级项目与课题 9项、企事业单位委托课题 9项，总经费约 1342万元。

（三）人才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的博士培养目标是：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具有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恪守学术道德的精神面貌，具备水利工程领域坚实宽

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地下水的特性和作用，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进行科技论文写作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够灵活运用本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实验、

计算方法和工程技术手段解决专业问题，把握水利工程领域科技前沿并在某一方

向有深入的研究，能够在研究过程中取得创新性成果。

本学位授权点的硕士培养目标是：培养水利工程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热爱

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修养和

敬业精神，系统掌握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熟悉地下水的特性和作



用，能够运用相关的实验、计算方法和工程技术手段解决实际问题，掌握科技论

文写作方法和规范，熟悉一门外语，具有查阅分析国际文献资料和进行学术交流

的能力，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

二、 培养方向与特色

（一）培养方向及研究内容

我校水利工程博士学位点有 4个培养方向：水文学及水资源、地下水科学与

工程、水力学及渗流力学（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和生态水利与水环境保护：

（i）水文学及水资源。以流域和田间尺度水文过程为主，研究流域水量转

化与径流形成规律、水资源变化趋势、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盐交换机理、气

候水文模型、分布式水文模型以及区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

（ii）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研究地下水补给与排泄、地下水循环演变规律、

含水层类型特征、地下水调查观测方法、地下水资源评价方法、地下水模拟方法、

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工程等。

（iii）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力学及渗流力学）。以水力学、河流动力学、

渗流力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地表水系、工程建筑物和岩土介质中的水力学问题，

重点研究河湖湿地与地下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多孔介质渗流与溶质运移机

理、岩体水力学过程、水力学计算方法等。

（iv）生态水利与水环境保护。以保护生态和水环境为目标，研究水利工程

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调控方法，涉及生态水文学、水污染防治、流域水

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生态需水量评价、水环境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科学问题。

（二）学科优势特色

本学位点的传统优势是在地下水循环、地下水资源方面具有长期的、专业化

的研究基础。“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是本学位点的特色研究方向，得到 3个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的支撑，实力雄厚，具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近

10年来，本学位点在“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也取得了重要的、达到国际前缘

的研究成果，培育形成了较强的实力，在水力学、生态水利领域也积极耕耘，取

得了一定的突破。

本学位点 2024 年有 1 名教授（蒋小伟）担任水科学领域国际专业期刊

《Hydrological Processes》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



三、 师资队伍建设

（一）研究生师德师风建设

学校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通过落实《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构建大教师工作格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召开

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专题研究学校优秀教师团队创建培育等事宜。完善二级党

组织教师思政和师德建设指标体系，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举办师德建设干部

业务培训，充分发挥党委教师工作分委员会作用，指导二级党组织开展师德师风

教育。加强教师正面教育引导，激励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印发学校

《师德集中学习教育工作方案》、《师德集中教育读本》，制作师德教育讲稿范本，

做到师德集中教育全覆盖。严抓师德评价考核。完善教师日常师德行为档案，在

教师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聘期考核等环节进行师德审核把关，组织

开展师德年度考核。

本学位点依托单位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全面落实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通过召

开学院党纪教育集中学习会议暨警示教育大会、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大会等活动，

使广大教职员工时刻保持清醒，要求研究生课程任教老师将时代主题和正能量导

向融入研究生必修课和选修课环节。水利工程教工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并结合学科建设、

研究生教育等工作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学院认真落实《师德考核实施办法》、《师

德失范行为处理实施细则》、《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细则》等制度，建立师德

考评、惩处、问责、协同工作机制。

（二）专任教师与研究生导师状况

在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的专任教师为 32人，含教授 12人、副教授 11人、

副研究员 1人、讲师 8人，均具有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学指导经验

丰富。

本学位授权点 2024年有博士生导师共计 26人，其中校内博导 22人、兼职

博导 4人（王浩院士、胡晓农教授、李海龙教授、孙占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共计 24人，其中校内导师 21人，校外兼职导师 3人（王浩院士、刘再华研究

员和周平根研究员），并且含有一位特聘外国专家 Alistair G L Borthwick。



（三）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本学位学位授权点各个培养方向 2024 年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如表 1所

示。学校鼓励学科交叉，本学位点研究生导师可在多个研究方向招生培养。

表 1 各个培养方向学术骨干名单表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学术骨干

水文学及水资源 王旭升，教授

候立柱，教授

高冰，副教授

李占玲，副教授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蒋小伟，教授

刘明柱，教授

金晓媚，教授

曹国亮，副教授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水力学及渗流力学）
万力，教授

于青春，教授

孙即超，副教授

李娜，副教授

生态水利与水环境保护 武雄，教授

张秋兰，教授

童菊秀，副教授

蔡绪贻，副教授

四、 人才培养进展

（一）研究生招生与毕业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 2024 年的研究生招生、在读和毕业情况如表 2 所示。招生人

数与 2023 年相比减少 1人,总体保持稳定。在读研究生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免试推

荐硕士生、直博生、硕博连读学生，其比例合计约占 1/3。总体生师比为 4.3:1，

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

表 2 本学位点 2024 年研究生数量统计

类型 博士 硕士 合计

招收 5 20 25

在读 33 58 91

毕业 4 13 17

（二）研究生思政教育与党建

学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入推进“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制定“时

代新人铸魂工程”实施方案，形成党建引领“五学”框架下的一体化育人工作体



系。总结“三全育人”综合改革阶段性成果，“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决贯

彻“四为”方针，高度重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

领域，加快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研究生党员占在籍研究生约 37%，党员

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依托学院内设机构系的建设，实施按系按专业纵向划分研究

生党支部改革。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学习中，全体研

究生党支部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 “三会

一课”与党的创新理论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

循，党支部开展“让党旗在山谷飘扬”、“建设美丽中国”等主题党日活动 30 余

次，组织研究生集中理论学习 20 余次。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博士生的培养分为普通型和直博型 2种。普通型博士生最低学分要

求为 16 学分，必修课程占 12 个学分，除了全校公共必修课之外，在专业领域必

修课包括《博士文献综述（水环）》、《科技英语写作与交流（水利工程）》、《高等

水文学》等，一般必须另外选修 2门课程满足总体学分要求。选修课包括《高级

水文地质学》、《土木工程前沿》等，以及全英文课程《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直博型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36 学分，其中既包括博士必修

课、又包括学术型硕士的全部必修课。

本学位点的硕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 18 学分，包含公共

学位课、数学类课程外，也包括专业学位课，有《科学方法与学术规范》、《现代

水文模拟与预报》、《工程流体力学》、《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科技写作（水环）》

以及《硕士文献综述（水环）》。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开设了 18 门以上的专业选修

课，硕士生也可以选修其他学院的跨专业课程。

（四）学术训练

研究院落实多种政策制度，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实践与创新能力，加强研究生

的学术训练。开展研究生竞赛项目认定工作，鼓励研究生参加学科竞赛，提高创

新实践能力。通过规范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等环节监控，强化培养过程管理。完

善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制度，进行论文格式规范化检测和重复率检测。通过举办

“研究生优秀学术报告会”、“研究生名师讲堂”、“研究生公派留学”、“校际双学位

联合培养”、“研究生国际学术论坛”、“研究生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及“国际学术



报告”等活动，积极推动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有效促进研究生学术表达水平、

国际视野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2024年组织研究生参加了水科学数值模拟大

赛，获得二等奖，弥补了研究生学科竞赛获奖的空白。

通过系统化、针对性的学生科研训练，本学位点研究生的科研水平稳步提升，

逐步形成了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的专任教

师和研究生共计发表进入 SCI检索论文 28篇，其中包含大量高水平成果。在水

利工程领域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Hydrology上发表的高水平论文达到 5篇，取

得发明专利 1项。其中博士、硕士参与发表的论文达到 19篇，参与获得发明专

利 1项，占总成果的较大比例，充分体现了研究生的培养成效。

（五）学位论文质量

学校完善了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制度，进行论文格式规范化检测和重复率检

测。完善博士生学位论文和部分硕士生学位论文“双盲审”工作。实施博士学位

论文预答辩制度，预答辩不通过者不得进行正式答辩。在学位论文答辩环节，增

设“学位论文修改完善意见建议表”等系列措施，切实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

术规范管理，确保提高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与培养质量。

2024 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利工程学位点提交博士学位论文 4 篇、

硕士学位论文 13 篇。

根据教育部对学位抽查的结果，2024 年本学位点无存在质量问题的论文。

（六）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就业发展

本学位授权点在 2024 年授予博士学位 4个、授予硕士学位 13 个。

本学位授权点在 2024 年的博士的一次就业率达到 100%，大部分进入了科研

院所，硕士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含升学）达到 89.19%。

五、 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学位点发展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根据 2024 年教育部发布的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本学位点被评为 B-级。在

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本学位点被评为 B级。相比之下，本学位点在第五轮学科评

估中排名有所下降。这 2轮学科评估过程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是联合参评的，反映的是合并之后的学科实力。2024 年，学位点

开展了自评估工作，召开了自评估专家会，根据自我评估以及专家意见，学位点



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为以下 3点：

（1）师资队伍力量不足。目前学位点专任教师中仅有一位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专任教师总人数不足 40 人，与很多兄弟院校水利工程专业相比，师

资力量显得薄弱。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水利工程学科的师资队伍包含 1位中组

部“千人计划”学者和 2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由于这

3位高水平人才相继离开学校或离开本学科建设点，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学位点

的师资力量有所减弱。

（2）教学成果、科技获奖不足。缺乏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省部级教学和科

研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获奖为空白。表明在高水平教学和科研成

果的凝练和产出方面仍然欠缺。

（3）国家级平台仍然为空白。本学位点依托了 3个省部级平台进行建设，

但目前仍然缺少国家级平台的支撑，使学位点和学科未来发展的空间收到一定的

限制。

总体而言，与其他实力雄厚的兄弟院校水利工程学科相比，我校水利工程学

科建设点存在教师数量不足、高水平人才偏少、研究生招生规模小、国家级平台

缺失、国家级奖励和省部级一等奖成果太少等不足之处。

本学位点当前的形势受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利工程学科建设现状的影

响，还需要多方面加强发展。首先，本学位授权点的师资力量不足、人才培养规

模较小，专任教师数量尚未突破 40 名，缺失专职院士，高层次人才数量偏少，

每年培养博士的数量不足 10 人、硕士数量不足 20 人。其次，缺少国家级平台支

撑和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本学位授权点已经得到若干省部级平台支撑、产生

了一批省部级的教学科研成果，但长期缺少国家级平台支撑，也未能取得国家级

教学、科研成果的突破。此外，培养方向的发展不够均衡，优势特色发挥不足，

目前本学位点的 4个研究方向中，“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和“生态水利与水环

境保护”的发展较弱。

（二）持续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挑战和问题，本学位点拟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建设：

（1）补充师资力量。加强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优先吸引水力学、河流动力

学、水生态、水利环境领域的专门人才，扩充“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生态水



利与水环境保护”方向的师资力量，争取在 1-2 年内专任教师的数量增加到 30

人以上，培育现有青年教师成为学术骨干，未来 5年争取培育出国家高层次人才

项目获得者 1-2 名。

（2）用高水平科技研究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充分利用现有的省部级科

技平台，积极参与国家级平台建设，取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突破，未来 5

年争取获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或课题2-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项目2-3

项，以取得高水平科技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 2~3项为基础、力争获得国家级科技

奖 1项。

（3）加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在研究生课程建设上，组织实干精炼的专

任教师形成若干精品课程建设团队，通过教材编写、教改项目申报、数字化平台

建设等方式建立省部级、国家级研究生精品课程。激励研究生参加全国性或水利

行业系统的学科竞赛活动与优秀学位论文评选活动，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的国际

化合作，取得行业一流、国际先进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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