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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是我校学位点建设阶段性检查、验收与绩效

评价的依据，统计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总结报告。 

三、各培养单位要结合人才需求、学科条件和发展目标，按照学位授权点评估工

作要求，如实编制本报告。 

四、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相关工作要求，本《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 

告》脱密后将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发布。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本学位点根据国家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要求，结合山西省转型发展中对人才

智力的需求，于 2021 年重新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其中的培养目标着重强调把

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研究生培养坚持立足山西，面向全国，主

要围绕黄土高原区域的物种分布、环境中 UV-B 辐射、干旱、病虫害、互作微生

物等各种逆境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以及应用微生物进行研究。从系统、细

胞及分子水平进行探索，为特色种质资源保护、农作物损伤修复、开发和利用特

色杂粮和微生物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同时，为山西省及全国培养具有较高

学术背景的从事基础教育的人才。 

根据山西师范大学“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晋师党字〔 2017〕 

18 号），以及《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要求》（晋师校字〔 2017〕 41 

号）的有关规定，本学位点所在学院制定生物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要求，并按

照相关要求严格执行：1，学生修满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并考核合格；2，为避免

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发表低水平的论文获得科研的短期效果，本学科不把发表论文

作为获得学位证的硬性要求，但研究生毕业论文两个外审结果需要达到良以上。

如果研究生毕业时论文没有发表，导师需承诺学生贡献在将来的论文发表中恰当

体现。 

（二）基本条件 

根据山西省转型发展中对人才智力的需求以及师资力量实际情况，本学位点

整合调整为 6 个主要培养方向，导师中 100%具有博士学位，并且导师的学缘结

构丰富，毕业于中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重点高校和

研究所。本学位点具体研究特色、方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情况如下： 

1、细胞生物学：重点研究 UV-B 辐射对植物形态、生理、物质代谢以及细

胞分裂的影响，进一步对植物体内 UV-B 辐射的受体及其介导的信号通路进行研

究。本方向拥有一个山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细胞工程研究所。本方向的带头人

是韩榕教授，学术骨干包括两名教授和三名副教授，其中 2021 年新晋升一名教

授，新引进博士一名。 

2、植物学：围绕植物结构与分类、系统与进化、植物化学等研究内容，聚



焦旱生植物起源与系统进化、十字花目 GRFT 分支的系统分类、植物分泌结构的

发育与分泌产物运输以及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应用研究，以旱生植物类群蒺藜科

和石竹科繁缕族为突破点揭示了亚洲干旱荒漠区植物的进化式样和北半球寒区

草本植物的分布格局，从分子和形态学水平明确了 GRFT 分支中斑果藤族成员的

系统学位置和分类地位，揭示了漆树科植物乳汁道的发育规律以及分泌产物的转

运机制，明确了犬问荆、柳叶鼠李等资源植物的活性物质基础并阐明了其生物活

性机制。本方向的带头人是张林静教授，学术骨干包括五名副教授。 

3、动物学：围绕动物结构与分类、系统与进化、代谢与调控以及行为机制

研究。以节肢动物、爬行动物、昆虫、家畜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多元数据揭示

等足目物种资源多样性、追溯其起源演化，解析山西煤矿废弃地恢复演替过程中

土壤节肢动物功能格局的调节机理，为动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奠定基础；对

季节性迁飞农业害虫粘虫迁飞行为分化机制研究，从分子水平上探讨粘虫种群响

应环境因子变化发生迁飞行为分化机制，为害虫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丰富昆

虫行为生态学数据；对蜥蜴类爬行动物断尾再生和断肢愈合的细胞和分子调控机

制研究；以猪为试验动物，研究人类肥胖及其相关疾病如 II 型糖尿病、高血压、

高血脂、脂肪肝、某些癌症等的发生和调控机制，为这些疾病的防治提供分子靶

点和思路。本方向的带头人是安建梅教授，学术骨干包括两名教授和三名副教授，

其中 2021 年新晋升一名教授。 

4、微生物学：主要集中在山西特色环境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包括选

育农业微生物菌种，探究生防菌对山西特有植物土传病害的拮抗机制，研究根际

促生细菌对山西作物的促生机理及逆境环境下的生物修复；解析传统特色山西汾

酒制曲酿酒中微生物群落、代谢产物等与其质量的相关性，基于山西特种植物源

活性物质，揭示其抗氧化和抑制食品腐败等方面的贡献；以山西农作物的增产增

效为目的，进行微生物有机肥的应用和推广，并聚焦山西汾河土著微生物探索污

水生物防治；依托微生物胞外多糖，探索功能型低聚糖合成机制。总之，微生物

学方向立足山西，以“三农建设”为目标，以新农科“四个面向”为理念，为山西的

农业、食品、环境修复等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本方向的带头人是胡青

平教授，学术骨干包括两名教授、两名副教授和两名讲师，其中 2021 年引进一

名博士。 



5、生化与分子生物学：本方向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抗逆、抗病及多因子复

合胁迫的生化与分子调控机理等领域，特色体现在聚焦于山西小麦、马铃薯等农

作物的抗逆、抗病育种的技术瓶颈，在生化与分子水平进行解析，并结合生防机

制开发有关生防菌及化学药物以期抗逆及抗病，为山西农作物经济发展服务本方

向的带头人是刘维仲教授，学术骨干包括五名副教授。 

6、遗传学：本方向的研究包括马铃薯分子生物学、马铃薯功能基因组学、

蛋白质组学、植物与病原物互作组学等方向的科学研究；还涉及基础医学，免疫

炎症、肝损伤修复机制、肿瘤等方面的研究。本方向的带头人是郜刚教授，学术

骨干包括四名副教授和一名讲师。 

本学科相关教师 2021 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2021 年省基

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两项，2021 年省基础研究计划青年项目两项，2021 年省筹

资金资助回国留学人员科研经费一项，横向课题一项。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两项，青年基金一项，省基础研究计划青年项目一项，科技部“科技助力

经济 2020”重点专项-子课题一项，省筹资金资助回国留学人员科研经费一项，临

汾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业）两项，“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

一项，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项目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结题一项，

青年基金结题两项，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结题六项。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包括植物分子与环境胁迫响应山西省

高校重点实验室，细胞工程研究所，“国家重点推广计划”微生物肥料技术研究推

广中心，植物分子遗传国际合作研究中心，转化医学及分子诊断研创中心。汾酒

生产过程研究中心，以上实验室和科研平台对教学科研提供重要的支撑。 

本学位点具有以强调学术贡献为主的研究生奖助体系，主要的制度包括《山

西师范大学关于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补

充细则》和《生命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

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 万元，每年资助约 5-6 人；硕士研究生享受学业奖学金的比

例占研究生总数的 60%，其中一等奖 10%，8000 元/年，二等奖 20%，6000 元/

年，三等奖 30%， 4000 元/年。奖学金和助学金按照以上制度和标准正常规范

执行。 

（三）人才培养 



2021 年本学位点报考人数 91 人，录取人数 66 人，录取比例为 72.5%。本校

优质生源报考比例明显提高，生源结构更加多样化。生源结构为太原师范学院 8

人；运城学院 2 人；山西大同大学 3 人；山西农业大学 1 人；山西师范大学现代

文理学院 26 人；山西师范大学 10 人；太原科技大学 2 人；晋中学院 3 人；吕梁

学院 1 人；齐鲁医药学院 1 人；忻州师范学院 1 人；哈尔滨学院 1 人；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 1 人；长治学院 1 人；陇东学院 1 人；合肥工业大学 1 人；河南科技大

学 1 人；内蒙古农业大学 1 人。学校制定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优秀生源奖学金”

实施办法（试行）（晋师校字〔2017〕59 号）吸引优秀生源，同时本学位点充分

把握调剂时间节点，吸引并录取优秀生源。 

本学位点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自然辩证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同时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本学位点给每一届学生配备研究生辅导员一名，

专门成立了研究生党支部，加强研究生党建工作。2021 年新修订的培养方案针

对生源特点，开设基础课程和科技前沿进展课程，鼓励学位点教师开展双语教学，

目前已有 3 门课程实行双语教学，课程设置更注重研究生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的培养。本学位点开设的必修课程包括张强老师的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刘维

仲教授等的现代生物学进展专题，安建梅教授的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郜刚

教授的生物信息学，韩榕教授等的现代生物科学研究技术。同时，韩榕教授和陈

慧泽副教授是出版专著《植物对紫外辐射的响应》。 

本学位点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完全按照《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

教师管理办法》（试行）执行，导师指导研究生情况按照《山西师范大学关于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和《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执

行。本年度本学位点根据学校要求，对导师的研究生培养手册记录情况进行抽查。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聘请山西省“百人计划”学者作为兼

职导师，并且与国内重点高校和研究所进行研究生的联合培养。 

除教师的科研项目外，学校设立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支持研究生参与学术

训练，本学位点加强与国内高水平研究大学和研究所对研究生进行联合培养。本

学位点注重研究生参与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以植物分子遗传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为平台，以毕业论文答辩为契机，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为保障论文质量，本学位点严格开题、中期考核、学位论文预审读、学位论



文盲审、预答辩和答辩的流程，全过程对论文质量进行把关和检测。在各类论文

抽检和评审中，学位论文没有出现质量问题。此外，学校和学位点明确导师在研

究生培养中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导师对研究生的管理。本学位点重视科学道

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划定学术道德的红线和底线，开展相关培训 5 次，

没有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学院成立以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学工服务管理小组，定期召开研究生座谈会，

征集研究生权益相关问题并进行解决；同时学校开通“我的校园我做主”微信公众

号，学生的诉求和建议可以及时反馈给学校，并进行及时的回应和解决。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一次就业率超过 50%，主要就业方向为中学生物学教

师以及大中专院校的教师岗位，用人单位充分认可就业的研究生，并且很多就业

的研究生成为所在部门的骨干。 

（四）服务贡献 

本学位点结合山西转型发展中的智力和科技需求，在有机旱作农业、大健康

产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研究方面着重发力，组建了微生物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2021 年本学位点张美萍教授作为省科技博士服务团成员赴绛县挂职，牵头与 10

所重点高校签署了区校合作协议，吸引高校科研人员陆续来到绛县，深入一线，

了解企业管理现状及实际需求，运用所学知识与企业员工共同开展课题研究，根

据市场变化和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科技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 

此外，自2010年以来，张杰老师先后参加全国性的微生物肥料会议20余次，

并在大会上做微生物肥料应用与推广的主题发言。先后被忻州市委组织部、神池

县委组织部、蒲县县委组织部、中共翼城县里砦镇委员会特聘为优秀人才、专家

及智库成员。为山西省及国内 30 多家企业解决 50 多个技术难题，培养微生物肥

料质检化验员 200 多名，微生物肥料技术推广员 500 多人。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

16 名（其中 4 名在研），其中 1 名目前在“国家重点推广计划”微生物肥料技术研

究推广中心工作。 

本学科贾震虎副教授带领课题组成员于 2017 年在中阳县厚通科技养殖有

限公司开始实施规模化猪场粪污处理新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之后通过理念更新、技术扶持，星创天地建设，贾老师在中阳县厚通科技养殖有

限公司建成年产 12 万吨的猪粪源水溶肥料厂的基础上，推动企业严格按照水溶



肥登记标准，规范化生产水溶肥产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使水溶肥产品复合化、

多样化与差异化；并培训相关技术人员，帮助农民获得更多效益，增加农民的收

入；并达到减少养殖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山西省科技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中阳县厚通科技养殖有限公司承担的省农村

技术承包计划项目“利用养猪粪料制成特色水溶肥”进行了验收。验收组专家一致

认为：该项目的实施达到了重要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包括：设计特色水溶肥

料配方 4 种，申报专利 2 项。培植示范户 15 个，培训基层技术人员和养殖户

50 人次。用于核桃林上，平均使每亩核桃林节省肥料开支 100 元，核桃每亩增

产 5kg 以上，核桃每亩平均增收 50 元以上。按灌溉核桃林 2 万亩计算，可增

加直接经济效益 100 万元以上。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各研究方向不够凝练 

本学位点目前各个研究方向的老师的研究内容相对较散，研究方向不够凝练，

无法形成合力共同承担重点的研究项目。 

2.高水平支撑平台的欠缺 

本学科现有平台仅能满足基本的科研需要，距离高水平平台的建设以及高水

平的管理尚有很大差距。 

3.缺乏高水平成果的产出 

目前各学科方向缺乏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成果的产出。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合理引进人才类型，人才引进提前谋划。 

2.加强公共实验平台建设，加强共建共享平台建设。 

3.提高生源质量，完善导师分类管理，提高奖励措施，完善毕业管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