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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植物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1）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源于原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

林系。1952 年院系调整，建立南京林学院，郑万钧等老一代学者开创了森

林植物学科。建校以来，学科秉承百年办学传统，弘扬“树木树人”精神，

不断发展壮大，进步创新。二级学科植物学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6 年成为

硕士和博士点，1995 年成为国家林业局（原林业部）重点学科。生物学一

级学科于 2001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0

年生物学一级学科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2020 年动植物科学进入 ESI 全

球学科排名前 1%。 

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二、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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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门学科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门学科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

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

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

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树木学 

树木学是研究树木的形态、分类、地理分布、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以

及资源利用的学科。在经典分类的基础上，借助比较解剖学、植物化学、

细胞学、生理生化、分子系统学、标本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基

因组学等手段和研究方法，对重要的木本植物类群如裸子植物、樟科、木

兰科、蔷薇科、壳斗科、五加科、榆科、木犀科、禾本科（竹亚科）等进

行形态特征变异规律、系统分类、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地理分布与

利用价值等进行综合研究。 

（二）森林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探究树木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多样性，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亚热带重要林木物种种群、群落和植

被等为研究对象，在固定样地监测数据积累基础上，结合遥感、无人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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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DNA 条形码等新技术，探究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形成和维持机制以

及对环境的响应策略；在野外调查和固定样地监测基础上，开展红色名录

评估和树木遗传多样性、谱系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探究重要林木物种濒危

机制，并制订针对性保育策略。 

（三）植物资源利用 

微观与宏观结合，野外和实验室结合，研究包括观赏植物、芳香植物、

药用植物、食用植物、环境植物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类群，的资源

特性和分布特征以及开发和利用等。 

（四）植物生长发育 

分别从组织水平、细胞学水平和分子生物学水平上研究植物的生长、

发育规律，植物结构与生理功能相适应的机制，以及植物生长、发育的调

控机制。 

（五）植物生理生化 

植物生理学研究植物的生理生化特性及其调控机制。采用生理生化方

法，研究重要森林植物代谢及生长发育规律，包括初生及次生代谢、激素

生理、成花生理、衰老生理和抗性生理等。 

（六）植物遗传与变异 

植物遗传与变异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的遗传和变异特征和规律，

揭示基因的结构、功能、遗传、变异和表达规律。以我国亚热带重要林木

物种为研究对象，利用并深度挖掘组学数据，开展遗传多样性研究，探究

物种形成的模式和过程。 

四、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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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

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或：硕博连读生的学习年限为 6 年，一般前 1—2 年为课程学习阶

段，后 4—5 年为论文阶段。根据情况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学校批准，

可延长学习年限，但最长不得超过 7 年。）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

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

分）。 

说明：1、A 类课程中对个别小语种学生可另行设置；2、制订培养计

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

学分。 

植物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3 学分 

4 学分 12011 植物进化生物学 
3 学分 

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博（全英授）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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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

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12009 植物分子系统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6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72011 植物化学成分分析 
2 学分 

13368 生物多样性专题 
2 学分 

12034 植物生殖生态学 
2 学分 

13323 植物胚胎学 
2 学分 

12005 细胞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2001 孢粉学 
2 学分 

12013 植物区系学 
2 学分 

12010 植物基因组与蛋白质学 
2 学分 

13327 植物生理生化大实验 
2 学分 

12004 衰老生物学原理 
2 学分 

13338 竹子分类专题 
2 学分 

13947 信息生物学概论与应用专题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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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

之前，必须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

术方案，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是

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

一次综合检查。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提交开题报

告。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

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

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进行考察。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

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

合格，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

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并对完成度较低（不



7 

 

少于 10%）的学生进行预警提醒。 

（五）预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

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

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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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植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 

（1）课程介绍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是植物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本课程聚焦于

植物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了解植物科

学主要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掌握常见专业英语词汇和主要术语，熟悉文

献查询方法、阅读与分析要领，拓展本专业领域的知识宽度，为科学问题

的提出和学位论文选题打下良好基础。主要内容分为形态与构造、生理与

代谢、开花与生殖、遗传与变异、系统与进化五个模块，共 15 章。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植物形态学与树冠结构模型 

学习要点：植物形态科学；植物形态科学的重要历史人物；树冠结构

分析的形态学基础与标准；23 种树冠结构模型；树冠结构模型鉴定与分

类。 

第二章 石斛形态发生与植株再生  

学习要点：种子萌发与幼苗形成；拟原球茎与植株再生；体胚发生的

组织学与细胞学特征；体胚发生的生化与分子基础；影响体胚发生的因子；

相关技术。 

第三章 木本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 

学习要点：导言；形态学与胚胎发生能力；胚性细胞的结构特点与体

胚发育式样；调控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的基因、蛋白；木本植物体胚发生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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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叶器官光合作用 

学习要点：皮层光合作用的先决条件；茎内碳释放与再固定；木质部

光合作用；生态与进化意义。 

第五章 叶生态化学计量学 

学习要点：概念；空间格局；系统发育格局；机制；N / P 比与植物特

性。 

第六章 开花的形态与分子基础 

学习要点：关于花结构与功能的的早期观念；分析与实验途径；有关

花形态与形态发生的理论发展；20 世纪-分生组织、比较形态学与进化；

基因。 

第七章 有花植物的显花、传粉与繁育系统 

学习要点：显花系统；传粉系统；繁育系统；展望。 

第八章 植物传粉机制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植物传粉媒介概述；蜂鸣传粉；鸟类授粉；蝇媒传粉。 

第九章 DNA 条形码技术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植物 DNA 条形码：从基因到基因组；DNA 条形码与生

态、进化与保护；植物 DNA 条形码：今天与明天的应用；DNA 条形码是

中国亚热带森林保护生物地理工具。 

第十章 陆地植物 DNA 量的进化 

学习要点：导言；陆地植物 C 值分布的变异；采用特征状态重建途径

探讨陆地植物祖先的 C 值；被子植物基因组大小的进化；裸子植物基因

组大小的进化；蕨类植物基因组大小的进化；石松植物和苔藓植物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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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进化；陆地植物基因组大小的进化趋势。 

第十一章 植物 DNA 甲基化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概述；DNA 甲基化类型；DNA 甲基化的分布；植物表观

遗传学。 

第十二章 苔藓植物系统发育与分化 

学习要点：导言；角苔植物；苔类植物；藓类植物；展望。 

第十三章 针叶树的系统发育关系 

学习要点：裸子植物系统发育概述；生花植物说；买麻藤目-姐妹关系

说；买麻藤-松科单系说；买麻藤-松柏类单系说。 

第十四章 被子植物的起源与分化 

学习要点：系统树的根部节点；基部谱系；真双子叶植物；超系统树

途径。 

第十五章 蔷薇分支系统发育 

学习要点：蔷薇分支；豆分支；锦葵分支；进展与展望。 

2、12011 植物进化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植物进化生物学是对地球自然环境变化过程中植物界所表现出来的

的运动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在植物学、植物地理学、

生态学等的理论基础上，对地质历史时期植物进化的各个阶段、代表性植

物种类及其特点、植物的生长繁殖方式、植物的遗传与变异、植物进化研

究常用的科学方法等方面展开探讨。通过本课程的讲解，使学生对探索植

物进化方向的研究产生全面了解，对植物各个类群的特征与分类、研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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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及研究结论的得出等方面都能系统把握。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进化论及其发展史 

学习要点：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现代综合进化

论、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 

第二章 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及发展史 

学习要点：生命的物质基础、基本特征、地质年代的划分、植物进化

的五大阶段 

第三章 植物的微观进化 

学习要点：物种的概念、物种的形成与隔离机制、居群的概念 

第四章 进化论及其发展史 

学习要点：表型变异的概念与类型、表观遗传的成因、表观遗传与表

型变异的区别、表观遗传的研究应用 

第五章 植物的群体遗传 

学习要点：群体遗传的研究内容、遗传平衡的影响因素、遗传变异与

种群分化的衡量参数 

第六章 遗传标记在植物进化研究中的应用 

学习要点：遗传标记的概念、形态学标记、细胞学标记、生化标记及

分子标记的原理与应用。 

3、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植物发育生物学一直是生物学的前沿学科之一，它主要在形态、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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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生长发育现象、规律与演化的科学。植物发育理论

是植物学、林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植物发育生物学》课程主

要面向具有一定专业训练与专业知识的博士一年级新生，通过深入浅出的

介绍并邀请植物发育生物学各领域顶尖一线科学家做报告，帮助学生了解

植物生长发育的全貌并获得普遍的规律性的乃至专业性的知识与研究方

法。这些知识和方法有些是古老而经典的，更多的则是最新的科学成果。

通过授课也为学生今后从事植物学、植物发育生物学、林学乃至生态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储备和生物学视野。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技术概述Ⅰ 

学习要点：植物发育生物学拟邀请报告专家情况；植物发育生物学前

沿：干细胞、细胞壁。 

第二章 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技术概述Ⅱ 

学习要点：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新技术：机械力调控植物生长

发育机制、植物发育与演化、转基因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伦理学问题。 

第三章 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Ⅰ 

学习要点：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增粗生长。 

第四章 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Ⅱ 

学习要点：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增高生长。 

第五章 植物体细胞胚发生            

学习要点：植物组织培养及再生过程与应用。 

第六章 数学在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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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数学在植物形态描述及植物生长发育中的经典案例。 

第七章 植物维管组织的体外诱导与发育 

学习要点：植物维管组织体外诱导与发育过程及其分子调控机制。 

第八章 植物营养与发育 

学习要点：植物营养元素与植物发育相关性；植物营养元素转运关键

基因。 

第九章 非编码 RNA 与植物发育 

学习要点：非编码 RNA 种类及其在植物发育中的调控作用。 

第十章 植物衰老 

学习要点：衰老学说及关键分子调控机制。 

第十一章 非生物逆境下的植物发育            

学习要点：非生物逆境下植物发育过程特点及其分子机制。 

第十二章 生物信息学在植物发育中的应用            

学习要点：生物信息学方法及其应用与经典案列。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 主题报告与讨论             

学习要点：选取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热点：植物开花机制；顶端分生

组织与居间分生组织维持与分化机制；激素与植物发育等研究热点，要求

学生开展文献调研、并进行课堂 PPT 报告与讨论。 

4、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 

（1）课程介绍 

植物生理学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梁，其研究

的核心内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控机理，即植物从“基因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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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表达”之间的体内一系列信息传递、能量与物质代谢过程的调控机制

等。本课程以高等木本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专题形式介绍和研讨树木

代谢、生长发育规律及其调控的生理与分子机制以及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该课程为森林培育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森林生态学等学

科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和重要专业基础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相关

学科专业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相关专业课程学习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蛋白质组学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蛋白质组学原理、特点及意义；蛋白质组学技术与方法；

蛋白质组学应用与发展动向；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二章 代谢组学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代谢组学原理、特点及意义；代谢组学技术与方法；

 代谢组学应用与发展动向；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三章 其他组学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转录组学；生理组学；表型组学；联合组学分析及研究动

向；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四章 水分参数及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 

学习要点：水分参数及其生理意义；水分参数测定原理与方法；

 水分参数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与研究进展；案例分析与 课堂研讨 

第五章 叶绿素荧光技术及其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 

学习要点：叶绿素荧光原理；叶绿素荧光测定技术方法；叶绿素荧光

动力学分析；叶绿素荧光技术与光抑制；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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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植物激素作用机制 

学习要点：植物激素代谢及进展；激素受体与信号转导研究进展；激

素调控树木生长发育分子机制；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七章 林木体胚发生及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体胚发生概念、途径及研究意义；体胚发生机理及特点；

影响体胚发生的因素；林木体胚发生研究进展；实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八章 林木抗逆的生理机制 

学习要点：林木对逆境生理响应特性；林木抗逆（抗旱、耐盐、耐低

温、重金属胁迫等）机理及研究进展；植物抗逆能力综合评价；案例分析

与课堂研讨。 

5、12009 植物分子系统学 

（1）课程介绍 

植物分子系统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迅速发展而建

立的分子水平上的系统学研究方法，它利用 DNA 序列或基因组数据探讨

植物类群系统发育关系及进化的过程和机制。DNA 分子标记是植物分子

系统学研究的基础，为植物系统分类和演化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在植物学科学研究和教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绪论 

学习要点：种子植物起源的时间、地点及了解种子进化论主要学派；

熟悉植物主要分类系统，了解细胞学、植物化学、血清学与植物系统学的

关系；分子系统学对经典进化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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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子系统学发展历史（共 3 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3 学时） 

学习要点：应用在植物系统学中的核酸分析技术（RAPD、RFLP、AFLP、

cpDNA 分子标记、mtDNA 分子标记、核基因组分子标记、ITS 序列分子

标记和 SSR 分子标记）。 

第三章 重要分类群分子系统学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重要分类群（藻类植物、藓类植物、蕨类植物、松柏目植物、

木兰目植物、樟目植物、睡莲目植物、金缕梅目植物、蔷薇目植物、豆目

植物和竹子植物）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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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植物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1）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源于原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

林系。1952 年院系调整，建立南京林学院，郑万钧等老一代学者开创了森

林植物学科。建校以来，学科秉承百年办学传统，弘扬“树木树人”精神，

不断发展壮大，进步创新。二级学科植物学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6 年成为

硕士和博士点，1995 年成为国家林业局（原林业部）重点学科。生物学一

级学科于 2001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0

年生物学一级学科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2020 年动植物科学进入 ESI 全

球学科排名前 1%。 

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二、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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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门学科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门学科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

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

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

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树木学 

树木学是研究树木的形态、分类、地理分布、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以

及资源利用的学科。在经典分类的基础上，借助比较解剖学、植物化学、

细胞学、生理生化、分子系统学、标本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基

因组学等手段和研究方法，对重要的木本植物类群如裸子植物、樟科、木

兰科、蔷薇科、壳斗科、五加科、榆科、木犀科、禾本科（竹亚科）等进

行形态特征变异规律、系统分类、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特性、地理分布与

利用价值等进行综合研究。 

（二）森林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探究树木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多样性，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以亚热带重要林木物种种群、群落和植

被等为研究对象，在固定样地监测数据积累基础上，结合遥感、无人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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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DNA 条形码等新技术，探究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形成和维持机制以

及对环境的响应策略；在野外调查和固定样地监测基础上，开展红色名录

评估和树木遗传多样性、谱系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探究重要林木物种濒危

机制，并制订针对性保育策略。 

（三）植物资源利用 

微观与宏观结合，野外和实验室结合，研究包括观赏植物、芳香植物、

药用植物、食用植物、环境植物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类群，的资源

特性和分布特征以及开发和利用等。 

（四）植物生长发育 

分别从组织水平、细胞学水平和分子生物学水平上研究植物的生长、

发育规律，植物结构与生理功能相适应的机制，以及植物生长、发育的调

控机制。 

（五）植物生理生化 

植物生理学研究植物的生理生化特性及其调控机制。采用生理生化方

法，研究重要森林植物代谢及生长发育规律，包括初生及次生代谢、激素

生理、成花生理、衰老生理和抗性生理等。 

（六）植物遗传与变异 

植物遗传与变异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的遗传和变异特征和规律，

揭示基因的结构、功能、遗传、变异和表达规律。以我国亚热带重要林木

物种为研究对象，利用并深度挖掘组学数据，开展遗传多样性研究，探究

物种形成的模式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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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 

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

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

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

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博士研

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

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说明：1、A 类课程中对个别小语种学生可另行设置；2、制订培养计

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

学分。 

植物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3 学分 

12 学分 

12011 植物进化生物学 
3 学分 

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博（全英授） 
3 学分 

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12009 植物分子系统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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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直博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72011 植物化学成分分析 
2 学分 

13368 生物多样性专题 
2 学分 

12034 植物生殖生态学 
2 学分 

13323 植物胚胎学 
2 学分 

12005 细胞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2001 孢粉学 
2 学分 

12013 植物区系学 
2 学分 

12010 植物基因组与蛋白质学 
2 学分 

13327 植物生理生化大实验 
2 学分 

12004 衰老生物学原理 
2 学分 

13338 竹子分类专题 
2 学分 

13947 信息生物学概论与应用专题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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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直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

之前，必须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

术方案，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是

对直博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

一次综合检查。直博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

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同领

域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进行考察。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

方案和该直博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对直博生学位论文进行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

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并对完成度较低（不少于

10%）的学生进行预警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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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答辩 

直博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直博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

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

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直博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直博生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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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植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 

（1）课程介绍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是植物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本课程聚焦于

植物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了解植物科

学主要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掌握常见专业英语词汇和主要术语，熟悉文

献查询方法、阅读与分析要领，拓展本专业领域的知识宽度，为科学问题

的提出和学位论文选题打下良好基础。主要内容分为形态与构造、生理与

代谢、开花与生殖、遗传与变异、系统与进化五个模块，共 15 章。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植物形态学与树冠结构模型 

学习要点：植物形态科学；植物形态科学的重要历史人物；树冠结构

分析的形态学基础与标准；23 种树冠结构模型；树冠结构模型鉴定与分

类。 

第二章 石斛形态发生与植株再生  

学习要点：种子萌发与幼苗形成；拟原球茎与植株再生；体胚发生的

组织学与细胞学特征；体胚发生的生化与分子基础；影响体胚发生的因子；

相关技术。 

第三章 木本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 

学习要点：导言；形态学与胚胎发生能力；胚性细胞的结构特点与体

胚发育式样；调控植物体细胞胚胎发生的基因、蛋白；木本植物体胚发生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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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叶器官光合作用 

学习要点：皮层光合作用的先决条件；茎内碳释放与再固定；木质部

光合作用；生态与进化意义。 

第五章 叶生态化学计量学 

学习要点：概念；空间格局；系统发育格局；机制；N / P 比与植物特

性。 

第六章 开花的形态与分子基础 

学习要点：关于花结构与功能的的早期观念；分析与实验途径；有关

花形态与形态发生的理论发展；20 世纪-分生组织、比较形态学与进化；

基因。 

第七章 有花植物的显花、传粉与繁育系统 

学习要点：显花系统；传粉系统；繁育系统；展望。 

第八章 植物传粉机制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植物传粉媒介概述；蜂鸣传粉；鸟类授粉；蝇媒传粉。 

第九章 DNA 条形码技术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植物 DNA 条形码：从基因到基因组；DNA 条形码与生

态、进化与保护；植物 DNA 条形码：今天与明天的应用；DNA 条形码是

中国亚热带森林保护生物地理工具。 

第十章 陆地植物 DNA 量的进化 

学习要点：导言；陆地植物 C 值分布的变异；采用特征状态重建途径

探讨陆地植物祖先的 C 值；被子植物基因组大小的进化；裸子植物基因

组大小的进化；蕨类植物基因组大小的进化；石松植物和苔藓植物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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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进化；陆地植物基因组大小的进化趋势。 

第十一章 植物 DNA 甲基化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概述；DNA 甲基化类型；DNA 甲基化的分布；植物表观

遗传学。 

第十二章 苔藓植物系统发育与分化 

学习要点：导言；角苔植物；苔类植物；藓类植物；展望。 

第十三章 针叶树的系统发育关系 

学习要点：裸子植物系统发育概述；生花植物说；买麻藤目-姐妹关系

说；买麻藤-松科单系说；买麻藤-松柏类单系说。 

第十四章 被子植物的起源与分化 

学习要点：系统树的根部节点；基部谱系；真双子叶植物；超系统树

途径。 

第十五章 蔷薇分支系统发育 

学习要点：蔷薇分支；豆分支；锦葵分支；进展与展望。 

2、12011 植物进化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植物进化生物学是对地球自然环境变化过程中植物界所表现出来的

的运动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的一门专业课程。该课程在植物学、植物地理学、

生态学等的理论基础上，对地质历史时期植物进化的各个阶段、代表性植

物种类及其特点、植物的生长繁殖方式、植物的遗传与变异、植物进化研

究常用的科学方法等方面展开探讨。通过本课程的讲解，使学生对探索植

物进化方向的研究产生全面了解，对植物各个类群的特征与分类、研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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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及研究结论的得出等方面都能系统把握。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进化论及其发展史 

学习要点：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现代综合进化

论、分子进化的中性学说 

第二章 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源及发展史 

学习要点：生命的物质基础、基本特征、地质年代的划分、植物进化

的五大阶段 

第三章 植物的微观进化 

学习要点：物种的概念、物种的形成与隔离机制、居群的概念 

第四章 进化论及其发展史 

学习要点：表型变异的概念与类型、表观遗传的成因、表观遗传与表

型变异的区别、表观遗传的研究应用 

第五章 植物的群体遗传 

学习要点：群体遗传的研究内容、遗传平衡的影响因素、遗传变异与

种群分化的衡量参数 

第六章 遗传标记在植物进化研究中的应用 

学习要点：遗传标记的概念、形态学标记、细胞学标记、生化标记及

分子标记的原理与应用。 

3、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植物发育生物学一直是生物学的前沿学科之一，它主要在形态、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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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生长发育现象、规律与演化的科学。植物发育理论

是植物学、林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植物发育生物学》课程主

要面向具有一定专业训练与专业知识的博士一年级新生，通过深入浅出的

介绍并邀请植物发育生物学各领域顶尖一线科学家做报告，帮助学生了解

植物生长发育的全貌并获得普遍的规律性的乃至专业性的知识与研究方

法。这些知识和方法有些是古老而经典的，更多的则是最新的科学成果。

通过授课也为学生今后从事植物学、植物发育生物学、林学乃至生态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储备和生物学视野。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技术概述Ⅰ 

学习要点：植物发育生物学拟邀请报告专家情况；植物发育生物学前

沿：干细胞、细胞壁。 

第二章 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技术概述Ⅱ 

学习要点：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新技术：机械力调控植物生长

发育机制、植物发育与演化、转基因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及其伦理学问题。 

第三章 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Ⅰ 

学习要点：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增粗生长。 

第四章 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Ⅱ 

学习要点：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增高生长。 

第五章 植物体细胞胚发生            

学习要点：植物组织培养及再生过程与应用。 

第六章 数学在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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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数学在植物形态描述及植物生长发育中的经典案例。 

第七章 植物维管组织的体外诱导与发育 

学习要点：植物维管组织体外诱导与发育过程及其分子调控机制。 

第八章 植物营养与发育 

学习要点：植物营养元素与植物发育相关性；植物营养元素转运关键

基因。 

第九章 非编码 RNA 与植物发育 

学习要点：非编码 RNA 种类及其在植物发育中的调控作用。 

第十章 植物衰老 

学习要点：衰老学说及关键分子调控机制。 

第十一章 非生物逆境下的植物发育            

学习要点：非生物逆境下植物发育过程特点及其分子机制。 

第十二章 生物信息学在植物发育中的应用            

学习要点：生物信息学方法及其应用与经典案列。 

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 主题报告与讨论             

学习要点：选取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热点：植物开花机制；顶端分生

组织与居间分生组织维持与分化机制；激素与植物发育等研究热点，要求

学生开展文献调研、并进行课堂 PPT 报告与讨论。 

4、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 

（1）课程介绍 

植物生理学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梁，其研究

的核心内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控机理，即植物从“基因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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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表达”之间的体内一系列信息传递、能量与物质代谢过程的调控机制

等。本课程以高等木本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专题形式介绍和研讨树木

代谢、生长发育规律及其调控的生理与分子机制以及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该课程为森林培育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森林生态学等学

科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和重要专业基础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相关

学科专业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相关专业课程学习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蛋白质组学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蛋白质组学原理、特点及意义；蛋白质组学技术与方法；

蛋白质组学应用与发展动向；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二章 代谢组学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代谢组学原理、特点及意义；代谢组学技术与方法；

 代谢组学应用与发展动向；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三章 其他组学及其应用 

学习要点：转录组学；生理组学；表型组学；联合组学分析及研究动

向；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四章 水分参数及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 

学习要点：水分参数及其生理意义；水分参数测定原理与方法；

 水分参数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与研究进展；案例分析与 课堂研讨 

第五章 叶绿素荧光技术及其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 

学习要点：叶绿素荧光原理；叶绿素荧光测定技术方法；叶绿素荧光

动力学分析；叶绿素荧光技术与光抑制；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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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植物激素作用机制 

学习要点：植物激素代谢及进展；激素受体与信号转导研究进展；激

素调控树木生长发育分子机制；案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七章 林木体胚发生及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体胚发生概念、途径及研究意义；体胚发生机理及特点；

影响体胚发生的因素；林木体胚发生研究进展；实例分析与课堂研讨 

第八章 林木抗逆的生理机制 

学习要点：林木对逆境生理响应特性；林木抗逆（抗旱、耐盐、耐低

温、重金属胁迫等）机理及研究进展；植物抗逆能力综合评价；案例分析

与课堂研讨。 

5、12009 植物分子系统学 

（1）课程介绍 

植物分子系统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迅速发展而建

立的分子水平上的系统学研究方法，它利用 DNA 序列或基因组数据探讨

植物类群系统发育关系及进化的过程和机制。DNA 分子标记是植物分子

系统学研究的基础，为植物系统分类和演化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在植物学科学研究和教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教学内容 

第一章 绪论 

学习要点：种子植物起源的时间、地点及了解种子进化论主要学派；

熟悉植物主要分类系统，了解细胞学、植物化学、血清学与植物系统学的

关系；分子系统学对经典进化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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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子系统学发展历史（共 3 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3 学时） 

学习要点：应用在植物系统学中的核酸分析技术（RAPD、RFLP、AFLP、

cpDNA 分子标记、mtDNA 分子标记、核基因组分子标记、ITS 序列分子

标记和 SSR 分子标记）。 

第三章 重要分类群分子系统学研究进展 

学习要点：重要分类群（藻类植物、藓类植物、蕨类植物、松柏目植

物、木兰目植物、樟目植物、睡莲目植物、金缕梅目植物、蔷薇目植物、

豆目植物和竹子植物）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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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动物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2）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拥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动物学学科属于

生物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于 2012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动物学学

科为主要支撑的“动植物科学”（2020）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定

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遵循立德树人的研究生教育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动物学

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具有为动物学研究与利用事

业献身的精神。 

2、 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动物学学

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动物学学科发展

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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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前沿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

行动物学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的能

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探索和解决动物学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形

成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思维和主持科研项目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一）动物生态与保护 

在学习动物分类学等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动物种群生态学、动物行为

学、动物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动物生态、珍稀濒危动物保

护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技术。未来主要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动物资源保

护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工作。 

（二）动物分子进化与适应 

在学习进化生物学等的基础上，重点学习保护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基因组学、动物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动物基因组与适应性

进化相关研究技术。未来主要从事动物进化研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

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工作。 

四、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在校学习年限最

短不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

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动物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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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106 野生动物分类学专题 2 学分 

4 学分 

12107 野生动物生态学进展 2 学分 

12105 进化生物学 2 学分 

12104 动物保护生物学进展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3577 动物遗传学 2 学分 

6 学分 

13517 湿地生物学 2 学分 

13499 动植物相互关系生态学 2 学分 

13497 动物地理学 2 学分 

13498 动物行为学 2 学分 

13518 土壤动物学 2 学分 

13530 野生动物野外研究技术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

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

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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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

新规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

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

并在开题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动物学科实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

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

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科自主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

校外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进行考察。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

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

过为合格，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根据学校要

求，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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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由学院或学科学位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

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

对本学科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

（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

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八、培养方案关联 

四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适用于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

究生（预备）经资格审核合格后进入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培养类型转为

硕博连读生，其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成绩不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其硕

博连读研究生（预备）阶段合格成绩全部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资格审核

不合格的，培养类型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沿用入学当年的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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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动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专业学位课名称：野生动物分类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系统地学习动物分类学的发展历史、分类学基本原理，重点讲述陆

生野生动物各主要类群（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分类

研究进展。 

（2）教学内容 

动物分类的基本原理，包括种和种下阶元的概念、生物界种以上层次

的分类系统和高级阶元、动物命名法规中的双命名法、动物检索表的分类

和使用。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的分类

系统专题，动物系统发育与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进展。 

2、专业学位课名称：野生动物生态学进展 

（1）课程介绍 

野生动物生态学进展主要讲述个体、种群、群落等层次的研究现状

及未来发展情况，重点介绍野生动物之间及其与栖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

关系和机理的研究进展。 

（2）教学内容 

个体生态学，包括光、温度、水、湿度、土壤等生态因子与野生动物

的关系，生态因子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野生动物对生态因子的适应性。种

群生态学包括种群的分布与丰盛度、种群的动态、种群的增长、种间竞争、

捕食、采食、寄生和疾病、互惠共生。群落和生态系统生态学包括物种丰

盛度和多样性、食物网、初级生产和能量流动、营养循环和滞留、演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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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等大尺度生态学研究进展。最大持续产

量和动态库模型，有害动物防治与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

与管理等。 

3、专业学位课名称：进化生物学 

（1）课程介绍 

通过对生物进化的历史进程、进化原因、进化机制、进化速率、物

种的形成和灭绝、系统发生及适应的起源机制等内容的学习，掌握进化生

物学的基本理论和重要原理，生物与环境、宏观与微观水平上的进化过程，

表型进化与遗传系统进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了解生物进化的研究方法和当

前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研究进展。 

（2）教学内容 

引论介绍生物进化、生物进化论与进化生物学等基本概念；进化思想

与进化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进化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生物发展

史——多细胞生物的进化历史，介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地质年代和生物

化石、生物界的系统进化历史及其规律。小进化——生物的微观进化，介

绍微观进化的概念、种群遗传结构及影响因素、自然选择的作用、自然选

择作用下的适应性进化。大进化——生物的宏观进化，介绍宏观进化的概

念、宏观进化的规律、生物的大规模灭绝现象。物种与物种的形成，介绍

物种的概念、标准、物种的形成。分子进化和分子系统学，介绍分子进化

的概念、分子进化中性论、分子进化的机制、分子系统学。 

4、专业学位课名称：动物保护生物学进展 

（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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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保护生物学进展课程系统讲述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学科发展

的前沿，揭示物种濒危和灭绝的机制，特别是我国特有珍稀濒危动物的保

护生物学问题，包括动物濒危的生态学机制、动物种群遗传学及进化历史、

野生动物疫病监测与预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等内容。 

（2）教学内容 

引论介绍动物保护生物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学科特征与学科结构。动

物物种濒危机制包括大灭绝原因和研究方法。分子生物学在濒危动物保护

中的应用，包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濒危动物保

护应用技术进展，包括物种濒危等级评估方法、野生生物国际贸易、气候

变化对濒危物种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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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动物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2）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拥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动物学学科属于

生物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于 2012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动物学学

科为主要支撑的“动植物科学”（2020）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直博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定

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遵循立德树人的研究生教育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动物学

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具有为动物学研究与利用事

业献身的精神。 

2、 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动物学学

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动物学学科发展

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的能力。 



42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前沿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

行动物学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的能

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探索和解决动物学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形

成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思维和主持科研项目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一）动物生态与保护 

在学习动物分类学等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动物种群生态学、动物行为

学、动物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动物生态、珍稀濒危动物保

护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技术。未来主要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动物资源保

护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工作。 

（二）动物分子进化与适应 

在学习进化生物学等的基础上，重点学习保护遗传学、基因组学、动

物保护生物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动物基因组与适应性进化相关研究

技术。未来主要从事动物进化研究、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的科学研究和

生产实践工作。 

四、学习年限 

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5 年，

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

间）不超过 7 年。 

一般 1 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段，后 2 年至 5 年主要从事博士学位论

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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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动物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2004-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106 野生动物分类学专题 2 学分 

12 学分 

12107 野生动物生态学进展 2 学分 

12105 进化生物学 2 学分 

12104 动物保护生物学进展 2 学分 

13517 湿地生物学 2 学分 

13499 动植物相互关系生态学 2 学分 

13577 动物遗传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 2 学分 

13 学分 

13530 野生动物野外研究技术 2 学分 

13497 动物地理学 2 学分 

13498 动物行为学 2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3518 土壤动物学 2 学分 

13490 生物统计学 2 学分 

12081 分子生态学 2 学分 

13535 自然保护区理论与应用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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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

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

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

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

新规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直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完成开

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术方案，取得进

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

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开题报告会需由

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

或学科自主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同领域的专家）组

成的考核小组进行考核。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

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考核，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开题报

告、答辩记录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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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

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

容。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

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四）预警考核 

由学院或学科学位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

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

对本学科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

（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

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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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培养方案关联 

四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适用于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

究生（预备）经资格审核合格后进入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培养类型转为

硕博连读生，其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成绩不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其硕

博连读研究生（预备）阶段合格成绩全部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资格审核

不合格的，培养类型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沿用入学当年的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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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动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专业学位课名称：野生动物分类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系统地学习动物分类学的发展历史、分类学基本原理，重点讲述陆

生野生动物各主要类群（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分类

研究进展。 

（2）教学内容 

动物分类的基本原理，包括种和种下阶元的概念、生物界种以上层次

的分类系统和高级阶元、动物命名法规中的双命名法、动物检索表的分类

和使用。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的分类

系统专题。动物系统发育与分子系统学的研究进展。 

2、专业学位课名称：野生动物生态学进展 

（1）课程介绍 

野生动物生态学进展主要讲述个体、种群、群落等层次的研究现状

及未来发展情况，重点介绍野生动物之间及其与栖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

关系和机理的研究进展。 

（2）教学内容 

个体生态学，包括光、温度、水、湿度、土壤等生态因子与野生动物

的关系，生态因子对野生动物的影响，野生动物对生态因子的适应性。种

群生态学包括种群的分布与丰盛度、种群的动态、种群的增长、种间竞争、

捕食、采食、寄生和疾病、互惠共生。群落和生态系统生态学包括物种丰

盛度和多样性、食物网、初级生产和能量流动、营养循环和滞留、演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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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等大尺度生态学研究进展。最大持续产

量和动态库模型、有害动物防治与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

与管理等。 

3、专业学位课名称：进化生物学 

（1）课程介绍 

通过对生物进化的历史进程、进化原因、进化机制、进化速率、物

种的形成和灭绝、系统发生及适应的起源机制等内容的学习，掌握进化生

物学的基本理论和重要原理，生物与环境、宏观与微观水平上的进化过程，

表型进化与遗传系统进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了解生物进化的研究方法和当

前进化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研究进展。 

（2）教学内容 

引论介绍生物进化、生物进化论与进化生物学等基本概念；进化思想

与进化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进化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生物发展

史——多细胞生物的进化历史，介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地质年代和生物

化石、生物界的系统进化历史及其规律。小进化——生物的微观进化，介

绍微观进化的概念、种群遗传结构及影响因素、自然选择的作用、自然选

择作用下的适应性进化。大进化——生物的宏观进化，介绍宏观进化的概

念、宏观进化的规律、生物的大规模灭绝现象。物种与物种的形成，介绍

物种的概念、标准、物种的形成。分子进化和分子系统学，介绍分子进化

的概念、分子进化中性论、分子进化的机制、分子系统学。 

4、专业学位课名称：动物保护生物学进展 

（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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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保护生物学进展课程系统讲述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学科发展

的前沿，揭示物种濒危和灭绝的机制，特别是我国特有珍稀濒危动物的保

护生物学问题，包括动物濒危的生态学机制、动物种群遗传学及进化历史、

野生动物疫病监测与预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等内容。 

（2）教学内容 

引论介绍动物保护生物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学科特征与学科结构。动

物物种濒危机制包括大灭绝原因和研究方法。分子生物学在濒危动物保护

中的应用，包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濒危动物保

护应用技术进展，包括物种濒危等级评估方法、野生生物国际贸易、气候

变化对濒危物种的影响等。 

5、专业学位课名称：湿地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湿地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湿地生物资源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十分重视

的问题。本课程围绕生物资源包含的类群，如何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等展开，湿地动植物的类群组成，常见种类的识别，种群和群落的研究方

法。 

（2）教学内容 

前言包括湿地及湿地生物的概念与范畴；湿地生物学研究进展；与湿

地生态学等学科的关系。湿地植物，初步掌握湿地植物的生态型，包括挺

水植物、浮叶型水生植物、漂浮型水生植物、沉水型水生植物，及常见种

类的识别。湿地动物，掌握湿地无脊椎动物、湿地脊椎动物的类群组成，

常见种类的识别。湿地植被研究方法，了解常规的湿地植物种群和群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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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技术。湿地动物研究方法，掌握常规的湿地动物研究技术。湿地生态系

统，湿地生态系统的组成，国际上湿地相关的研究热点及进展。 

6、专业学位课名称：动植物相互关系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一门介绍国内外动物与植物相互关系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交

叉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动植物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并对国内

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有初步了解。 

（2）教学内容 

动植物相互作用概论，掌握相互作用的类型、研究内容。传粉生物学，

掌握昆虫、鸟类及其它动物对植物的传粉机制，传粉系统的进化理论。果

实、种子和种子传播，掌握鸟类、哺乳动物及其它动物类群对果实的捕食、

种子的传播机制，种子传播系统的进化理论。食草昆虫与绿色植物作用，

了解草食性昆虫与绿色植物的关系。食草哺乳动物与植物相互作用，掌握

草食性哺乳动物对植物的捕食、植物的防御等原理，二者的协同进化理论。

蚁与植物，初步了解蚁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植物群落与动物生境，掌握

植物群落和动物生境的关系。 

7、专业学位课名称：动物遗传学 

（1）课程介绍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对遗传学的研究内容、对遗传与变异的本

质、遗传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和分析特点有较清楚的认识。 

（2）教学内容 

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信息的传递与改变等分子遗传学的一般理论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AD%90%E9%81%97%E4%BC%A0%E5%AD%A6/129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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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遗传的基本规律及其扩展、非孟德尔遗传等细胞遗传学的一般理论

和方法以及群体遗传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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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微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71005） 
 

一、学科简介 

 微生物学科以森林微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从微生物的生物多

样性、种群分布和生理代谢等方面探讨微生物的基本生命活动规律、遗传

演替和分类进化；以调控森林微生态环境为主题，重点探讨微生物在森林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与功能；以微生物资源开发为导向，重点研发微生物菌

剂的作用机制与应用技术体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真菌学、微生物生态学、

微生物分子遗传学、资源微生物、工业微生物。学科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

和部省级科技支撑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得部省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目前本学科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飞速发展的

态势。 

为适应国内外微生物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

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综

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微生物学相关领域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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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事

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微生物学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微生物学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初步具备使用外语独立阅读和写作科技论

文、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真菌学 

研究木栖真菌的营养与生长、生理和遗传、生态地理学以及真菌资源

的开发利用。 

（二）森林微生物 

研究森林微生物的种群结构、种群生态学及其遗传演替。森林微生物

在森林健康、森林演替及森林有机质循环中的作用。 

（三）微生物分子遗传学 

研究微生物遗传过程中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四）资源微生物 

研究木本植物上固氮微生物、菌根真菌、植物保健微生物和环境微生

物的种类、作用机制及其在实践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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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业微生物 

研究微生物酶类及其基因的分子生物学，可再生资源的微生物降解与

转化，微生物来源的新型生理活性物质的生物合成等。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

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

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

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 

微生物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68 高级微生物学 3 学分 

4 学分 

12069 菌物学研究进展 2 学分 

13514 森林微生物生态学 3 学分 

22028 微生物酶学进展 2 学分 

非学位课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学分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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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7 资源微生物研究进展 2 学分 

12067 分子植物病理学 2 学分 

12101 微生物分子遗传学 2 学分 

23382 微生物代谢工程 2 学分 

12072 森林病理学专题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如讲授部分章节理论课程，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

计、指导毕业设计等）。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

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二）开题报告（含博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

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

并在开题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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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学院或学科学位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

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

科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定稿后

的论文必须语言通顺、简练，数据可靠，图表清楚，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实事求是地提出结论。最后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应是一篇完整的、系统的具

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和创造性成果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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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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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微生物学科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高级微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对十余年来微生物前沿发展领域，尤其是植物—微生物互作领

域的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进展、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介绍。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植物—微生物互作、植物根系促生微生物、微生物肥

料、生物防治与微生物农药、PGPR 代表菌株的研究进展、生物膜研究、

微生物组研究、以及微生物研究热点讨论等。 

2、森林微生物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森林微生物生态学是阐明各种微生物在不同森林环境中的分布和活

动规律，探讨各种微生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中的作

用，揭示不同微生物之间以及同其它森林生物之间的关系。森林微生物生

态学的研究，有助于阐明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为制

定提高森林生产力的措施提供依据，可推动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

森林的立体开发和提高森林生产力提供依据。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史、微生物生态学基本原理、微

生物与森林有机物的分解、微生物与森林生态系统的氮素循环、森林土壤

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功能、森林植物体表和大气微生物、以及微生物与森林

植物的共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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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生物学 

（1）课程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教学，希望研究生能够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和

理论，更好地了解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利与弊。本课程将进一步探索微生

物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来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微生物学综述、微生物细胞结构组成和功能、微生物

分离、培养和生长、基因表达与生物技术、显微镜的使用技术和微生物观

察、工业和病原微生物学、微生物分类与微生物多样性、以及微生物组学

等。  

4、分子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对生命体在分子层次上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

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分子生物学主要致力研究生物大分

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包括 DNA，RNA 和蛋白质的结构、

生物合成过程以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调控机制。分子生物学是生

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它的诞生与发展使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的认识

深入到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类相关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一）基因组维持专题、（二）基因表达与调控专题、（三）

分子生物学技术专题、（四）分子生物学前沿进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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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微生物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5） 

一、学科简介 

 微生物学科以森林微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从微生物的生物多

样性、种群分布和生理代谢等方面探讨微生物的基本生命活动规律、遗传

演替和分类进化；以调控森林微生态环境为主题，重点探讨微生物在森林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与功能；以微生物资源开发为导向，重点研发微生物菌

剂的作用机制与应用技术体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真菌学、微生物生态学、

微生物分子遗传学、资源微生物、工业微生物。学科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

和部省级科技支撑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得部省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目前本学科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飞速发展的

态势。 

为适应国内外微生物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直博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

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综

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微生物学相关领域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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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事

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微生物学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微生物学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使用外语独立阅读和写作科技论文、

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真菌学 

研究木栖真菌的营养与生长、生理和遗传、生态地理学以及真菌资源

的开发利用。 

（二）森林微生物 

研究森林微生物的种群结构、种群生态学及其遗传演替。森林微生物

在森林健康、森林演替及森林有机质循环中的作用。 

（三）微生物分子遗传学 

研究微生物遗传过程中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四）资源微生物 

研究木本植物上固氮微生物、菌根真菌、植物保健微生物和环境微生

物的种类、作用机制及其在实践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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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业微生物 

研究微生物酶类及其基因的分子生物学，可再生资源的微生物降解与

转化，微生物来源的新型生理活性物质的生物合成等。 

四、学习年限 

直博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

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

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证法概论》为所

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微生物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68 高级微生物学 3 学分 

12 学分 

12069 菌物学研究进展 2 学分 

13514 森林微生物生态学 3 学分 

22028 微生物酶学进展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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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3 分子遗传学 3 学分 

13520 微生物生理和遗传学 3 学分 

13521 微生物研究方法 3 学分 

13574 微生物学 2 学分 

23417 生物化学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学分 

12077 资源微生物研究进展 2 学分 

12067 分子植物病理学 2 学分 

12101 微生物分子遗传学 2 学分 

23382 微生物代谢工程 2 学分 

12072 森林病理学专题 2 学分 

12081 分子生态学 2 学分 

13508 免疫学 2 学分 

13511 森林病害研究新进展 2 学分 

13519 土壤微生物学 2 学分 

13523 细菌分类学 2 学分 

13534 资源微生物 2 学分 

13955 植物与微生物互作 2 学分 

13609 土壤生态学实验 3 学分 

13610 微生物生态学前沿 2 学分 

13639 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2 学分 

23398 微生物发酵工程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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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

毕业设计等）。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

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

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

并在开题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65 

 

（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学院或学科学位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

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

科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定稿后

的论文必须语言通顺、简练，数据可靠，图表清楚，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

实事求是地提出结论。最后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应是一篇完整的、系统的具

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和创造性成果的学位论文。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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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微生物学科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高级微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对十余年来微生物前沿发展领域，尤其是植物—微生物互作领

域的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进展、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介绍。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植物—微生物互作、植物根系促生微生物、微生物肥

料、生物防治与微生物农药、PGPR 代表菌株的研究进展、生物膜研究、

微生物组研究、以及微生物研究热点讨论等。 

2、森林微生物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森林微生物生态学是阐明各种微生物在不同森林环境中的分布和活

动规律，探讨各种微生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中的作

用，揭示不同微生物之间以及同其它森林生物之间的关系。森林微生物生

态学的研究，有助于阐明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为制

定提高森林生产力的措施提供依据，可推动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

森林的立体开发和提高森林生产力提供依据。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史、微生物生态学基本原理、微

生物与森林有机物的分解、微生物与森林生态系统的氮素循环、森林土壤

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功能、森林植物体表和大气微生物、以及微生物与森林

植物的共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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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生物学 

（1）课程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教学，希望研究生能够掌握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和

理论，更好地了解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利与弊。本课程将进一步探索微生

物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来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微生物学综述、微生物细胞结构组成和功能、微生物

分离、培养和生长、基因表达与生物技术、显微镜的使用技术和微生物观

察、工业和病原微生物学、微生物分类与微生物多样性、以及微生物组学

等。  

4、分子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对生命体在分子层次上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

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分子生物学主要致力研究生物大分

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包括 DNA，RNA 和蛋白质的结构、

生物合成过程以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调控机制。分子生物学是生

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它的诞生与发展使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的认识

深入到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类相关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一）基因组维持专题、（二）基因表达与调控专题、

（三）分子生物学技术专题、（四）分子生物学前沿进展等。 

  



68 

 

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遗传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7）  

一、学科简介 

以森林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物种在群体、个体、细胞、分子等

不同层次存在的遗传变异水平；以濒危物种遗传保护为主题，重点探究导

致濒危物种生存现状的遗传机制及保护策略；以遗传育种为导向，重点研

究遗传干预对植物不同世代群体性状表现的影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细胞

遗传学、分子遗传学、数量遗传学、群体遗传学、进化遗传学。 

为适应国内外遗传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

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相关领域高

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

族振兴的责任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事业心； 

3、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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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科学

作风和科学道德，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

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英语，具备用英语独立写作科技论文、阅读、和与人交

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二级学科遗传学包括如下四个培养方向： 

（一）分子遗传学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遗传的物质基础、基因的复制、基因的表达、基因

表达的调控、基因重组、转座、DNA 损伤与修复、基因突变、遗传与进

化等。 

（二）数量与群体遗传学 

根据遗传学原理，用数学统计方法研究生物数量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

采用数学、统计等方法研究生物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规律，以及种群

演化、生物进化等。 

（三）细胞遗传学 

研究细胞的起源与进化，细胞的增殖与周期，细胞的分化和生长，细

胞衰老；染色体数量和结构变异，核外遗传等。 

（四）进化遗传学 

应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研究群体中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以及影响

这些频率的选择效应和突变作用；研究迁移和遗传漂变等与遗传结构的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E9%A2%91%E7%8E%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E5%9E%8B%E9%A2%91%E7%8E%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9%E6%8B%A9%E6%95%88%E5%BA%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1%E7%A7%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7%E4%BC%A0%E6%BC%82%E5%8F%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7%E4%BC%A0%E7%BB%93%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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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此来探讨进化的机制。 

四、学习年限和时间安排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 1 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段，后 2 年至 3 年主要从事博士学位论

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和学时要求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总学分最低为 16 学分，其中学位

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

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

少于 6 学分）。 

说明：1、A 类课程中对个别小语种学生可另行设置；2、制订培养计

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

学分。 

遗传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4 学分 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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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6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0 功能基因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2 进化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3463 生物物理学 2 学分 

13490 生物统计学 2 学分 

13583 遗传图谱和 QTL 定位统计分析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

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

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生的开题不晚于第三学期末，拟进行开题的博士生应提前 1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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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开题申请。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

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

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

规定执行。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综合考试

和外语考试，以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

采用笔试或口试的方式。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覆盖三门以

上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内容。口试将组织由 3～5 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

（有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教师组成）结合开题报告进行。对研究领

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博士生一般应于入学一年后（或学位论文准备

开始工作前）进行综合考试。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

未通过者，停止做博士论文，终止其学业。综合考试的试题、答案，口试

记录、评语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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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警考核 

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

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完成度低于 50%的博士学位

论文将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博士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博士生必须安排预

答辩环节。博士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

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六）答辩 

本学科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本学科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八、培养方案关联 

四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适用于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

究生（预备）经资格审核合格后进入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培养类型转为

硕博连读生，其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成绩不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其硕

博连读研究生（预备）阶段合格成绩全部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资格审核

不合格的，培养类型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沿用入学当年的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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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遗传学学科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对生命体在分子层次上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

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分子生物学主要致力研究生物大分

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包括 DNA，RNA 和蛋白质的结构、

生物合成过程以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调控机制。分子生物学是生

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它的诞生与发展使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的认识

深入到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类相关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 

（2）教学内容 

在《分子生物学专题》教学中，确定了以基因内容为教学主线，具体

内容包括：（一）基因组维持专题、（二）基因表达与调控专题、（三）分

子生物学技术专题、（四）分子生物学前沿进展等。 

2、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林木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国

内外林木群体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对近年来领域内的研

究热点、重要研究方向以及发展趋势等，结合学生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 

（2）教学内容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发展史；植物交配系统；基因流与群体遗传结构；

人类群体遗传；保护遗传学；数量性状遗传的现代理论；遗传图谱构建与

QTL 定位；性状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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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细胞遗传学是遗传学与细胞学相结合的一个遗传学分支学科，是通过

将生物的细胞学行为和遗传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学科。细

胞遗传学专题将围绕着染色体的数目、形态、结构、功能与运动等特征的

各类变异，对遗传传递、重组、表达与调控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开展相关

专题讨论。 

（2）教学内容 

细胞遗传学发展简史以及发展的方向；染色质的结构与功能；染色体

水平的调控；有丝分裂概述；减数分裂概述；特殊染色体；染色体结构变

异；染色体数目的变异；染色质与表观遗传学；着丝粒表观遗传学；端粒

的结构与功能；染色体研究新技术。 

4、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遗传学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注重在分

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又被称为狭义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

学以遗传信息传递的“中心法则”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基因与基因组、

DNA 的复制、RNA 的转录、蛋白质的翻译以及真核和原核生物基因的表

达调控等。"《分子遗传学专题》课程以上述理论知识为基础，综合利用

参考教材和新近发表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引入学科最新发现和最新科研成

果，聚焦“复杂性状遗传解析”、“林木基因组学”、“基因编辑技术”等分子

遗传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专题研讨形式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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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学生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的同时，开阔学生的科研视野，拓展学术思

维、提高科研素质。 

（2）教学内容 

复杂性状遗传解析；林木基因组；泛基因组；基因编辑；基因克隆；

植物性别决定；植物花发育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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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遗传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7）  

一、学科简介 

以森林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物种在群体、个体、细胞、分子等

不同层次存在的遗传变异水平；以濒危物种遗传保护为主题，重点探究导

致濒危物种生存现状的遗传机制及保护策略；以遗传育种为导向，重点研

究遗传干预对植物不同世代群体性状表现的影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细胞

遗传学、分子遗传学、数量遗传学、群体遗传学、进化遗传学。 

为适应国内外遗传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

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相关领域高

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

族振兴的责任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事业心； 

3、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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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科学

作风和科学道德，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

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英语，具备用英语独立写作科技论文、阅读、和与人交

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二级学科遗传学包括如下四个培养方向： 

（一）分子遗传学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遗传的物质基础、基因的复制、基因的表达、基因

表达的调控、基因重组、转座、DNA 损伤与修复、基因突变、遗传与进

化等。 

（二）数量与群体遗传学 

根据遗传学原理，用数学统计方法研究生物数量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

采用数学、统计等方法研究生物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规律，以及种群

演化、生物进化等。 

（三）细胞遗传学 

研究细胞的起源与进化，细胞的增殖与周期，细胞的分化和生长，细

胞衰老；染色体数量和结构变异，核外遗传等。 

（四）进化遗传学 

应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研究群体中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以及影响

这些频率的选择效应和突变作用；研究迁移和遗传漂变等与遗传结构的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E9%A2%91%E7%8E%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5%9B%A0%E5%9E%8B%E9%A2%91%E7%8E%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9%E6%8B%A9%E6%95%88%E5%BA%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1%E7%A7%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7%E4%BC%A0%E6%BC%82%E5%8F%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7%E4%BC%A0%E7%BB%93%E6%9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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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此来探讨进化的机制。 

四、学习年限和时间安排 

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的标准学制 5 年，实行弹性

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 2 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段，后 2 年至 3 年主要从事博士学位论

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和学时要求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

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博士研

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

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遗传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注意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 学分 

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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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A 类课程中对个别小语种学生可另行设置；2、制订培养计

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非
学
位
课
程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13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0 功能基因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2 进化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10  植物基因组与蛋白质学 2 学分 

13463 生物物理学 2 学分 

13961  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 2 学分 

13368  生物多样性专题 2 学分 

13490 生物统计学 2 学分 

13583 遗传图谱和 QTL 定位统计分析 2 学分 

13942 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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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直博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直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

之前，必须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

术方案，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是

对直博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

一次综合检查。直博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

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同领

域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进行考察。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

方案和该直博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学术）报告不少于 2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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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警考核 

第三年开展直博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

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完成度低的博士学位论文将进行

预警。 

（五）预答辩 

直博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直博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

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

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直博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直博生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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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遗传学学科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对生命体在分子层次上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

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分子生物学主要致力研究生物大分

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包括 DNA，RNA 和蛋白质的结构、

生物合成过程以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调控机制。分子生物学是生

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它的诞生与发展使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的认识

深入到分子水平。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类相关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 

（2）教学内容 

在《分子生物学专题》教学中，确定了以基因内容为教学主线，具体

内容包括：（一）基因组维持专题、（二）基因表达与调控专题、（三）分

子生物学技术专题、（四）分子生物学前沿进展等。 

2、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林木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主要介绍国

内外林木群体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对近年来领域内的研

究热点、重要研究方向以及发展趋势等，结合学生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 

（2）教学内容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发展史；植物交配系统；基因流与群体遗传结构；

人类群体遗传；保护遗传学；数量性状遗传的现代理论；遗传图谱构建与

QTL 定位；性状关联分析 



84 

 

3、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细胞遗传学是遗传学与细胞学相结合的一个遗传学分支学科，是通过

将生物的细胞学行为和遗传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学科。细

胞遗传学专题将围绕着染色体的数目、形态、结构、功能与运动等特征的

各类变异，对遗传传递、重组、表达与调控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开展相关

专题讨论。 

（2）教学内容 

细胞遗传学发展简史以及发展的方向；染色质的结构与功能；染色体

水平的调控；有丝分裂概述；减数分裂概述；特殊染色体；染色体结构变

异；染色体数目的变异；染色质与表观遗传学；着丝粒表观遗传学；端粒

的结构与功能；染色体研究新技术。 

4、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遗传学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注重在分

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又被称为狭义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

学以遗传信息传递的“中心法则”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基因与基因组、

DNA 的复制、RNA 的转录、蛋白质的翻译以及真核和原核生物基因的表

达调控等。"《分子遗传学专题》课程以上述理论知识为基础，综合利用

参考教材和新近发表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引入学科最新发现和最新科研成

果，聚焦“复杂性状遗传解析”、“林木基因组学”、“基因编辑技术”等分子

遗传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专题研讨形式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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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学生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的同时，开阔学生的科研视野，拓展学术思

维、提高科研素质。 

（2）教学内容 

复杂性状遗传解析；林木基因组；泛基因组；基因编辑；基因克隆；

植物性别决定；植物花发育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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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发育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8）  

一、学科简介 

发育生物学学科隶属于生物学一级学科，并与其他二级学科如植物学

科紧密相关、共同发展又独具特色。生物学学科历史可追溯到 1920 年代

钱崇澎教授和陈嵘教授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开设的植物学和树木学课程。

2001 年建成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建成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6 年，生物学一级学科批准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2018 年，亚热带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验室被批准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先后两期

（2010-13、2014-17）列为江苏省优势学科。以发育生物学为骨干学科的

“农业科学”（2018）、“动植物科学”（2020）也已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

前 1%。 

本学科依托生物学一级学科，拥有江苏省“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

心（2013）”、“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国

家林业局竹资源培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多个。拥有国际

木犀属栽培品种登录中心 1 个，树木标本 13 万份。学科点有基础和专业

性实验室总面积超 4,5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 5000 万元。 

为适应国内外发育生物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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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相

关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科学

作风和科学道德，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

成果的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高层次管理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英语，具有用英语独立写科学论文和与人交流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植物发育的分子调控 

通过发育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

生物信息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结合最新研究技术如高通量转录组、蛋白组

与代谢组测序技术解析植物生长发育过程及重要性状形成机制，并对重要

调控基因进行克隆和功能研究。 

（二）植物繁殖机制 

通过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方法，探索植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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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形式与过程及其相应的生理生化与分子变化及关键调控基因。具体研究

范畴包括成花转变、花芽生长与发育、传粉生物学、胚胎学、种子生物学

和营养生殖生物学等方面。 

四、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

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

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

于 6 学分）。 

发育生物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博（全英授） 3 学分 

4 学分 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3 学分 

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非学位课 选修课** 12005 细胞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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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0 植物生理生化研究法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11 植物进化生物学                                          3 学分 

13323 植物胚胎学（含分子胚胎学） 2 学分 

12010 植物基因组与蛋白组学 2 学分 

12086 植物基因工程专题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说明：1、A 类课程中对个别小语种学生可另行设置；2、制订培养计

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参加教学实践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生的开题不晚于第三学期末，拟进行开题的博士生应提前 1 周提

出开题申请。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

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

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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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综合考试

和外语考试，以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

采用笔试或口试的方式。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覆盖三门以

上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内容。口试将组织由 3～5 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

（有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教师组成）结合开题报告进行。对研究领

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博士生一般应于入学一年后（或学位论文准备

开始工作前）进行综合考试。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

未通过者，停止做博士论文，终止其学业。综合考试的试题、答案，口试

记录、评语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

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完成度低于 50%的博士学位

论文将进行预警。 



91 

 

（五）预答辩 

博士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

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

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本学科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本学科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八、培养方案关联 

四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适用于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

究生（预备）经资格审核合格后进入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培养类型转为

硕博连读生，其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成绩不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其硕

博连读研究生（预备）阶段合格成绩全部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资格审核

不合格的，培养类型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沿用入学当年的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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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发育生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植物发育生物学一直是生物学的前沿学科之一，它主要在形态、细胞

与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生长发育现象、规律与演化的科学。植物发育理论

是植物学、林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植物发育生物学》课程主

要面向具有一定专业训练与专业知识的博士一年级新生，通过深入浅出的

介绍并邀请植物发育生物学各领域顶尖一线科学家做报告，帮助学生了解

植物生长发育的全貌并获得普遍的规律性的乃至专业性的知识与研究方

法。这些知识和方法有些是古老而经典的，更多的则是最新的科学成果。

通过授课也为学生今后从事植物学、植物发育生物学、林学乃至生态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储备和生物学视野。 

（2）教学内容 

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技术概述；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植物体

细胞胚发生；数学在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植物维管组织的体外

诱导与发育；植物营养与发育；非编码 RNA 与植物发育；植物衰老；非

生物逆境下的植物发育；生物信息学在植物生长发育研究中的应用。 

2、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介绍植物科学领域最新科学研究进展，这些研究阐明植物生长、

发育、环境响应和演化等的基本机制。此外，本课程还包括应用于推动植

物研究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课程为全英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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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 

Basic concepts in plant structure, cell structure, organic molecules, central 

dogma；genetic and metabolism basi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how does 

plant utilize minerals；photosynthesis；signal transduction；phytohormones；

flowering；senescence；dormancy and germination；plants and the environment；

how to improve plant performance；gene editing。  

3、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植物生理学是植物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

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梁，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

控机理，即植物从“基因表达”到“性状表达”之间的体内一系列信息传递、

能量与物质代谢过程的调控机制等。本课程以高等木本植物为主要研究对

象，以专题形式介绍和研讨树木代谢、生长发育规律及其调控的生理与分

子机制以及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该课程为植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的学位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相关

专业课程学习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组学技术及其应用；水分参数及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叶绿素荧光技

术及其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植物的个体发育与器官衰老；植物氮素利用

效率；植物与内外环境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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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发育生物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8）  

一、学科简介 

发育生物学学科隶属于生物学一级学科，并与其他二级学科如植物学

科紧密相关、共同发展又独具特色。生物学学科历史可追溯到 1920 年代

钱崇澎教授和陈嵘教授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开设的植物学和树木学课程。

2001 年建成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建成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2016 年，生物学一级学科批准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2018 年，亚热带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验室被批准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先后两期

（2010-13、2014-17）列为江苏省优势学科。以发育生物学为骨干学科的

“农业科学”（2018）、“动植物科学”（2020）也已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

前 1%。 

本学科依托生物学一级学科，拥有江苏省“南方现代林业协同创新中

心（2013）”、“亚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国

家林业局竹资源培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多个。拥有国际

木犀属栽培品种登录中心 1 个，树木标本 13 万份。学科点有基础和专业

性实验室总面积超 4,5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 5000 万元。 

为适应国内外发育生物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直博研究生培养模式，

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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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相

关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科学

作风和科学道德，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

成果的能力，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高层次管理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英语，具有用英语独立写科学论文和与人交流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植物发育的分子调控 

通过发育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

生物信息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结合最新研究技术如高通量转录组、蛋白组

与代谢组测序技术解析植物生长发育过程及重要性状形成机制，并对重要

调控基因进行克隆和功能研究。 

（二）植物繁殖机制 

通过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方法，探索植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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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形式与过程及其相应的生理生化与分子变化及关键调控基因。具体研究

范畴包括成花转变、花芽生长与发育、传粉生物学、胚胎学、种子生物学

和营养生殖生物学等方面。 

四、学习年限 

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的标准学制 5 年，实行弹性

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

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

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

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博士研

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证

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说明：1、A 类课程中对个别小语种学生可另行设置；2、制订培养计

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

学分。 

发育生物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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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课 

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博（全英授） 3 学分 

12 学分 

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3 学分 

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博（全英授） 3 学分 

13321 植物科学概论 3 学分 

13451 分子生物学(植物分子生物学)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必修非学位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13959 植物发育之分子和细胞 2 学分 

13955 植物与微生物互作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86 植物基因工程专题 2 学分 

12005 细胞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961 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 2 学分 

12010 植物基因组与蛋白质学 2 学分 

12011 植物进化生物学 3 学分 

13323 植物胚胎学（含分子胚胎学） 2 学分 

13338 竹子分类专题 2 学分 

12015 植物生物化学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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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直博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直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

之前，必须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

术方案，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是

对直博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

一次综合检查。直博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

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同领

域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进行考察。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

方案和该直博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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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警考核 

第三年开展直博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

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考核，对完成度低于 50%的博士学位论

文将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直博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直博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

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

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直博生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直博生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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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发育生物学硕士与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一）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14027 植物发育生物学-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植物发育生物学一直是生物学的前沿学科之一，它主要在形态、细胞

与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生长发育现象、规律与演化的科学。植物发育理论

是植物学、林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植物发育生物学》课程主

要面向具有一定专业训练与专业知识的博士一年级新生，通过深入浅出的

介绍并邀请植物发育生物学各领域顶尖一线科学家做报告，帮助学生了解

植物生长发育的全貌并获得普遍的规律性的乃至专业性的知识与研究方

法。这些知识和方法有些是古老而经典的，更多的则是最新的科学成果。

通过授课也为学生今后从事植物学、植物发育生物学、林学乃至生态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储备和生物学视野。 

（2）教学内容 

植物发育生物学前沿问题与技术概述；植物茎的生长与发育；植物体

细胞胚发生；数学在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植物维管组织的体外

诱导与发育；植物营养与发育；非编码 RNA 与植物发育；植物衰老；非

生物逆境下的植物发育；生物信息学在植物生长发育研究中的应用。 

2、14018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介绍植物科学领域最新科学研究进展，这些研究阐明植物生长、

发育、环境响应和演化等的基本机制。此外，本课程还包括应用于推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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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课程为全英授。 

（2）教学内容 

Basic concepts in plant structure, cell structure, organic molecules, central 

dogma；genetic and metabolism basi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how does 

plant utilize minerals；photosynthesis；signal transduction；phytohormones；

flowering；senescence；dormancy and germination；plants and the environment；

how to improve plant performance；gene editing。  

3、14020 高级树木生理学-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植物生理学是植物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

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梁，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

控机理，即植物从“基因表达”到“性状表达”之间的体内一系列信息传递、

能量与物质代谢过程的调控机制等。本课程以高等木本植物为主要研究对

象，以专题形式介绍和研讨树木代谢、生长发育规律及其调控的生理与分

子机制以及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该课程为植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的学位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相关

专业课程学习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组学技术及其应用；水分参数及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叶绿素荧光技

术及其在树木生理学中应用；植物的个体发育与器官衰老；植物氮素利用

效率；植物与内外环境的信息交流。 

（二）硕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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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21 植物科学概论 

（1）课程介绍 

植物科学概论是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本

课程重点介绍了植物科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植物科学的任务；植物

科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植物科学的发展策略；我国植物科学发

展的有利条件与面临的问题；植物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及其研究内容、

发展现状、前沿课题、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优先发展的领域等等。完成本

课程的学习后，学生应对植物科学有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同时意识到

自己肩负的重任，提升对植物科学的兴趣和对植物科学研究的动力。 

（2）教学内容 

结构植物学，代谢植物学，发育植物学，环境植物学，民族植物

学，系统与演化植物学与植物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概况与植物科学研究专

题讨论。 

2、13451 分子生物学(植物分子生物学)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一门近年来发展迅速并且在生命科学领域里应用越来

越广泛、影响越来越深远的学科。它的诞生与发展使人类对生命现象本质

的认识深入到分子水平，它成为生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分子生物学

涵盖面非常广，与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等生命科学主干课程有

一些交叉。课程主要从生物大分子的水平来阐述遗传信息的传递（DNA 复

制和突变修复等），及基因表达(从 DNA 到 RNA 到蛋白质)这两个重要的

生命过程；并介绍一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另外，介绍基因组学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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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学研究现状。本课程重点讲述生命过程中基因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

使学生掌握分子生物基本理论以及现代生物技术发展概况。 

（2）教学内容 

分子生物学概述；细胞与生物大分子；蛋白质结构与功能；核酸的结

构与功能；基因与基因组；DNA 复制；DNA 突变、损伤和修复；DNA 重

组；转录；RNA 加工；遗传密码和翻译；基因表达调控；基因组学与后基

因组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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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细胞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9）  

一、学科简介 

生物学学科源于原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林系。1952 年院系

调整，建立南京林学院，郑万钧等老一代学者首先开创了森林植物学科。

建校以来，学科秉承百年办学传统，弘扬“树木树人”精神，不断发展壮

大、进步创新，奠定了生物学一级学科的坚固基础。生物学学科于 2001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0 年生物学学科

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 

细胞生物学学科隶属于生物学一级科，与其它二级学科如植物学、发

育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紧密相关、共同发展又独具

特色。依托生物学一级科的资源优势，细胞生物学学科主要研究染色体的

结构变化与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细胞生理及其感受各种逆境胁迫的信号

转导途径等研究热点。重点探讨植物生长发育机制，建立林木和花卉的新

品种（新材料）培育相关新技术。 

为适应国内外细胞生物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105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相关领域高

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

族振兴的责任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事业心； 

3、掌握细胞生物学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细胞生物学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优良的科学作风和科学道德，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

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英语，具备用英语独立写作科技论文、阅读、和与人交

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植物染色体结构与功能 

以植物染色体为研究对象，研究染色体的数目、形态结构、染色质的

组装及组蛋白修饰、染色体的功能等方面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各类变异

对基因重组、基因表达与调控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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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细胞与细胞周期调控 

将细胞结构、细胞生理生化方法与基因工程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植物的

遗传本质和遗传规律、细胞增殖与调控、代谢与生长等。 

（三）植物细胞膜结构与膜运转 

主要研究细胞膜、各种细胞器（内质网、高尔基体、过氧化物酶体、

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结构和功能，以及信号的跨膜转导、蛋白质通道

和穿膜机制，大分子的修饰、分选、定向运输、内吞、外吐的机理，核孔

复合物如何调节核--质间物质运输与信号转导的研究等。 

（四）植物细胞工程 

主要研究植物生长发育机制、重要经济植物的组织培养及体胚发生等

快繁技术。将植物细胞培养、细胞诱变育种、细胞遗传操作等现代生物技

术与常规遗传育种相结合，培育植物新品种（新材料），建立种质创新技

术体系。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

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 1 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段，

后 2 年至 4 年主要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

段。 

（或：硕博连读生的学习年限为 6 年，一般前 1—2 年为课程学习阶

段，后 4 年为论文阶段。根据情况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学校批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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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学习年限，但最长不得超过 7 年。）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细胞生物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85 细胞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4 学分 13573 植物细胞工程 2 学分 

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6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86 植物基因工程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程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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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

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

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

的教学实践（如部分章节讲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

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研究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

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

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

论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

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博士研究生在学期

间应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参见《南京林业大学博士

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学术成果规定（修订）》（适用于 2020级）。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完成

开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术方案，取得进

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是对博士研究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

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会需由学院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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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

设定。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研究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

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

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

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警考核。由学院或学科学位分

委会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评，并对完成度较低（少于 10%）的学生进行预警提醒。 

（四）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博

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

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五）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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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细胞生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12085 细胞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细胞生物学专题》是细胞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博士学位课程。本课程

在阐述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聚焦于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主要研

究进展，设置讲授 9 个研究专题，并选择解析 4 篇近 3 年内一流期刊细胞

专题研究文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细胞生物学研究前沿进

展，拓宽研究思路。 

（2）教学内容 

了解细胞基本形态结构特征与类型 、细胞生物学研究热点以及相关

主要学术组织及信息资源。掌握显微技术、生物化学分析方法、细胞生理

学技术等实验操作技术。解析热点研究文献，追踪最新细胞生物学研究动

态。 

2、13573 植物细胞工程 

（1）课程介绍 

《植物细胞工程》是生物工程的一个分支，是建立在植物学、植物生

理学、植物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一门既能应用于生

物学理论研究又能应用于农林业和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工具。本课程主要

讲授植物细胞工程基本理论，介绍植物离体培养、繁殖、或人为地使细胞

的某些生物学特性按照人们的意愿发生改变的方法，引导学生掌握改良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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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种或创造新品种、加速繁育植物个体或获得某种有用物质的技术体系。 

（2）教学内容 

了解植物细胞工程基本理论和发展过程及其应用范围，掌握细胞离体

培养的基本理论基础与方法，解析植物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过程和途径。 

3、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细胞遗传学是遗传学与细胞学相结合的一个遗传学分支学科，是通过

将生物的细胞学行为和遗传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学科。

《细胞遗传学专题》将围绕着染色体的数目、形态、结构、功能与运动等

特征的各类变异，对遗传传递、重组、表达与调控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开

展相关专题讨论。 

（2）教学内容 

了解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及发展方向，掌握染色质的结构与

功能，熟悉染色体结构和形态变异，解析染色体水平的调控，探讨染色体

研究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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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细胞生物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71009）  

一、学科简介 

生物学学科源于原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林系。1952 年院系

调整，建立南京林学院，郑万钧等老一代学者首先开创了森林植物学科。

建校以来，学科秉承百年办学传统，弘扬“树木树人”精神，不断发展壮

大、进步创新，奠定了生物学一级学科的坚固基础。生物学学科于 2001

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 年成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0 年生物学学科

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 

细胞生物学学科隶属于生物学一级科，与其它二级学科如植物学、发

育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紧密相关、共同发展又独具

特色。依托生物学一级科的资源优势，细胞生物学学科主要研究染色体的

结构变化与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细胞生理及其感受各种逆境胁迫的信号

转导途径等研究热点。重点探讨植物生长发育机制，建立林木和花卉的新

品种（新材料）培育相关新技术。 

为适应国内外细胞生物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直博研究生培养模式，

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相关领域高

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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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民

族振兴的责任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事业心； 

3、掌握细胞生物学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细胞生物学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优良的科学作风和科学道德，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

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英语，具备用英语独立写作科技论文、阅读、和与人交

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植物染色体结构与功能 

以植物染色体为研究对象，研究染色体的数目、形态结构、染色质的

组装及组蛋白修饰、染色体的功能等方面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各类变异

对基因重组、基因表达与调控的作用和影响。 

（二）植物细胞与细胞周期调控 

将细胞结构、细胞生理生化方法与基因工程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植物的

遗传本质和遗传规律、细胞增殖与调控、代谢与生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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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细胞膜结构与膜运转 

主要研究细胞膜、各种细胞器（内质网、高尔基体、过氧化物酶体、

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结构和功能，以及信号的跨膜转导、蛋白质通道

和穿膜机制，大分子的修饰、分选、定向运输、内吞、外吐的机理，核孔

复合物如何调节核--质间物质运输与信号转导的研究等。 

（四）植物细胞工程 

主要研究植物生长发育机制、重要经济植物的组织培养及体胚发生等

快繁技术。将植物细胞培养、细胞诱变育种、细胞遗传操作等现代生物技

术与常规遗传育种相结合，培育植物新品种（新材料），建立种质创新技

术体系。 

四、学习年限 

直博生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

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 1 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

段，后 2 年至 4 年主要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

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细胞生物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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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课 

13453 分子遗传学 3 学分 

12 学分 

13455 基因工程 2 学分 

12005 细胞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451 分子生物学（植物分子生物学） 3 学分 

12015 植物生物化学 2 学分 

13953 植物荧光原位杂交 2 学分 

12085 细胞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3573 植物细胞工程 2 学分 

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学分 

13323 植物胚胎学（含分子胚胎学） 2 学分 

13961 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86 植物基因工程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程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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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直博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

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

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直博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

的教学实践（如部分章节讲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

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

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

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

辩；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直博研究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

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直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发

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参见《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学术成果规定（修订）》（适用于 2020级）。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直博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完成

开题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术方案，取得进

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是对直博研究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

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会需由学院或学



 117 

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

设定。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直博研究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

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

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

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对直博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警考核。由学院或学科学位分

委会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评，并对完成度较低（少于 10%）的学生进行预警提醒。 

（四）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直

博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

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五）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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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细胞生物学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12085 细胞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细胞生物学专题》是细胞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博士学位课程。本课程

在阐述细胞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聚焦于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主要研

究进展，设置讲授 9 个研究专题，并选择解析 4 篇近 3 年内一流期刊细胞

专题研究文献。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细胞生物学研究前沿进

展，拓宽研究思路。 

（2）教学内容 

了解细胞基本形态结构特征与类型 、细胞生物学研究热点以及相关

主要学术组织及信息资源。掌握显微技术、生物化学分析方法、细胞生理

学技术等实验操作技术。解析热点研究文献，追踪最新细胞生物学研究动

态。 

2、13573 植物细胞工程 

（1）课程介绍 

《植物细胞工程》是生物工程的一个分支，是建立在植物学、植物生

理学、植物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一门既能应用于生

物学理论研究又能应用于农林业和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工具。本课程主要

讲授植物细胞工程基本理论，介绍植物离体培养、繁殖、或人为地使细胞

的某些生物学特性按照人们的意愿发生改变的方法，引导学生掌握改良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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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种或创造新品种、加速繁育植物个体或获得某种有用物质的技术体系。 

（2）教学内容 

了解植物细胞工程基本理论和发展过程及其应用范围，掌握细胞离体

培养的基本理论基础与方法，解析植物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的过程和途径。 

3、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细胞遗传学是遗传学与细胞学相结合的一个遗传学分支学科，是通过

将生物的细胞学行为和遗传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学科。

《细胞遗传学专题》将围绕着染色体的数目、形态、结构、功能与运动等

特征的各类变异，对遗传传递、重组、表达与调控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开

展相关专题讨论。 

（2）教学内容 

了解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及发展方向，掌握染色质的结构与

功能，熟悉染色体结构和形态变异，解析染色体水平的调控，探讨染色体

研究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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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071010）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点以典型林木和模式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植物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基础方面的科学问题，从个体、代谢、

细胞、基因表达和蛋白质及酶的结构与功能等不同水平上，探究植物生长

发育过程中有关生物信息传递、表达和调控的分子机理。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植物重组 DNA 与基因操作、植物基因表达与调控、植物基因与发育等。

目前在杨树关键抗逆抗病基因功能解析、鹅掌楸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学、

林木营养高效利用的分子基础及协同调控等领域已形成鲜明的特色与优

势。本学科点隶属的生物学一级学科，在 2011、2014 和 2018 年生物学

分别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二期和三期项目，2016 年批

准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2018 年以来，本学科点相关的“生物与生物化

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等进入 ESI 全球机构学科排名前 1%。 

二、培养目标 

将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科研工

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包括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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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的事

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

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使用外语独立阅读和写作科技论文、进

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植物基因工程 

以典型林木和模式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科学问题，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目的基因的

分离克隆和表达载体的构建，研究目的基因的结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探索基因重组、转座、DNA 损伤与修复、基因突变、遗传与进化等。 

（二）植物基因表达与调控 

以典型林木和模式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调控重要性状的分子机

制的科学问题，从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调控重要性状的遗传基础、基因的

表达、基因表达的调控，探索其介导的分子调控通路或网络等。 

（三）生物分子结构与功能 

以核酸、蛋白质、林源活性分子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结构、功能及

应用，解析其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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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经本人申请、导师

同意、学校批准，可调整学习年限，一般最短不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

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

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

于 6 学分）。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4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6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50 功能基因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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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3 分子遗传学 3 学分 

12056 细胞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86 基因工程专题 2 学分 

13304 高级植物生理学 3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详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辅助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

计等）。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

考核，但不计学分，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完成开题

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设计方案，取得进入学

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

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

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

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考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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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行考核。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

知识结构等进行考核，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

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

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警考核。由学院或学科学位分

委会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评，原则上对本学科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博

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

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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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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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课程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分子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之一，是对生命体在分子层

次上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

分子生物学主要致力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包

括 DNA，RNA 和蛋白质的结构、生物合成过程以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及调控机制。 

（2）教学内容 

在《分子生物学专题》教学中，确定了以遗传学中心法则为教学主线，

具体内容包括：（一）基因组维持专题、（二）基因表达与调控专题、（三）

分子生物学技术专题、（四）分子生物学前沿进展等。 

2、发育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发育遗传学是研究生物在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遗传和变异的学科，是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分子事件。发育遗传学作为 

21 世纪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之一，是涉及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分子细胞

生物学、基因组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随着表观遗传学的兴起及功能

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发育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日新月异。 

（2）教学内容 

发育遗传学专题主要介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植物发育遗传学概述；拟南芥花发育的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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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草花发育的分子生物学；增强子及其在植物发育遗传学中的研究进展；

植物发育遗传学研究的新技术等。 

3、蛋白质组学专题 

（1）课程介绍 

蛋白质组学是以蛋白质组为研究对象，研究细胞、组织或生物体蛋白

质组成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本课程主要介绍蛋白质组学基本原理、方法，

以及与这些内容有关的重要进展及发展趋势。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意义和背景；蛋白质组学研究

的策略和范围；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蛋白质组研究中的样品制备；蛋白

质组研究中的样品分离和分析；第六章 蛋白质组研究的新技术；蛋白质

组生物信息学；蛋白质组学在各领域的应用；蛋白质组学发展趋势等。 

  



 128 

南京林业大学  生物学学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

案（071010）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点以典型林木和模式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植物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基础方面的科学问题，从个体、代谢、

细胞、基因表达和蛋白质及酶的结构与功能等不同水平上，探究植物生长

发育过程中有关生物信息传递、表达和调控的分子机理。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植物重组 DNA 与基因操作、植物基因表达与调控、植物基因与发育等。

目前在杨树关键抗逆抗病基因功能解析、鹅掌楸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学、

林木营养高效利用的分子基础及协同调控等领域已形成鲜明的特色与优

势。本学科点隶属的生物学一级学科，在 2011、2014 和 2018 年生物学

分别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二期和三期项目，2016 年批

准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2018 年以来，本学科点相关的“生物与生物化

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农业科学”等进入 ESI 全球机构学科排名前 1%。 

二、培养目标 

将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科研工

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包括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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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的事

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

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

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使用外语独立阅读和写作科技论文、进

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植物基因工程 

以典型林木和模式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科学问题，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目的基因的

分离克隆和表达载体的构建，研究目的基因的结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

探索基因重组、转座、DNA 损伤与修复、基因突变、遗传与进化等。 

（二）植物基因表达与调控 

以典型林木和模式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调控重要性状的分子机

制的科学问题，从分子水平上研究植物调控重要性状的遗传基础、基因的

表达、基因表达的调控，探索其介导的分子调控通路或网络等。 

（三）生物分子结构与功能 

以核酸、蛋白质、林源活性分子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结构、功能及

应用，解析其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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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 

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5 年，实行

弹性学制，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学校批准，可调整学习年限，一般最

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

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

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

非学位课）。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详见附录。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硕士课程 

13451 分子生物学 3 学分 

12 学分 

12015 植物生物化学 2 学分 

13455 基因工程 2 学分 

13453 分子遗传学 3 学分 

13467 细胞遗传学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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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课程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必修非学位课 

硕士课程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选修课** 

13465 数量遗传学 3 学分 

13961 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 2 学分 

13490 生物统计学 2 学分 

13488 蛋白质组学 2 学分 

13457 进化遗传学 2 学分 

13304 高级植物生理学 3 学分 

博士课程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50 功能基因组学专题 3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辅助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

计等）。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

考核，但不计学分，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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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直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启动论文试验研究工作之前，必须完成开题

报告的撰写、汇报、答辩，以完善毕业论文试验的技术方案，取得进入学

位论文工作的资格。开题报告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

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

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

设定。组织由 3～5 名专家（至少 1 名校外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考核小

组进行考核。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

知识结构等进行考核，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开题报告、答辩记录及

成绩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

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预警考核。由学院或学科学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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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

评，原则上对本学科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博

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

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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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课程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分子生物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中公认的核心学科之一，是对生命体在分子层

次上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学、化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

分子生物学主要致力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包

括 DNA，RNA 和蛋白质的结构、生物合成过程以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及调控机制。 

（2）教学内容 

在《分子生物学专题》教学中，确定了以遗传学中心法则为教学主线，

具体内容包括：（一）基因组维持专题、（二）基因表达与调控专题、（三）

分子生物学技术专题、（四）分子生物学前沿进展等。 

2、发育遗传学专题 

（1）课程介绍 

发育遗传学是研究生物在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遗传和变异的学科，是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分子事件。发育遗传学作为 

21 世纪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之一，是涉及遗传学、发育生物学、分子细胞

生物学、基因组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随着表观遗传学的兴起及功能

基因组学研究的深入，发育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日新月异。 

（2）教学内容 

发育遗传学专题主要介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植物发育遗传学概述；拟南芥花发育的分子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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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草花发育的分子生物学；增强子及其在植物发育遗传学中的研究进

展 ；植物发育遗传学研究的新技术等。 

3、蛋白质组学专题 

（1）课程介绍 

蛋白质组学是以蛋白质组为研究对象，研究细胞、组织或生物体蛋白

质组成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本课程主要介绍蛋白质组学基本原理、方法，

以及与这些内容有关的重要进展及发展趋势。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意义和背景；蛋白质组学研究

的策略和范围；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蛋白质组研究中的样品制备；蛋白

质组研究中的样品分离和分析；第六章 蛋白质组研究的新技术；蛋白质

组生物信息学；蛋白质组学在各领域的应用；蛋白质组学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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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071300）  

一、学科简介 

生态学科源于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由熊文愈等老一辈生态学家于

1952 年创建。1981 年获批为国家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1989 年获评首

批国家重点学科，2001 年、2007 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11 年

生态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2 年设立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2015 

年被评为国家林草局重点学科；本学科是江苏省立项建设的优势学科和江

苏省一级重点建设学科（2011、2016、2020）；2019 年生态学获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 年“环境生态学”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以生态学为骨干学科的“农业科学”（2018）、“动植物科学”（2020）亦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定

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战略重大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备扎实生态学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较强创新性思维和良好国际视野，以

及能独立从事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或管理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政治理论：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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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品德素质：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

的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

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具备团队精神和与他人平等合作共事的能力；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3．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生态学科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生态学科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完成学位所要求的课程和学分。 

4．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英语进行本

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具备逻辑思维能

力，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基

本问题，顺利通过学位资格考试和答辩。 

5．原创性：开展的论文研究具有原创性，在所研究的领域有原创性

的发现、用了原创性的方法、得出原创性的结论。 

三、学科专业 

本学科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形成了森林生态学、林业生态工程学、

微生物生态学、土壤生态学、湿地生态学等特色鲜明的二级学科（专业）。 

（一）森林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 

森林生态学是研究森林生物之间及其与森林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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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关系的学科。本学科方向主要包括我国南方重要森林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特征；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森林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森林碳汇计量、监测与评估；生态系统模拟与大数

据分析。在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全球变化领域具有明显特色和一定优势。 

（二）林业生态工程（修复生态学） 

林业生态工程根据生态学、林学及生态控制论原理，研究以木本植物

为主体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设计、建造与调控技术。本学科研究方向主

要包括退化森林植被恢复与重建；喀斯特石灰岩山地植被恢复与重建；滨

海盐碱地植被构建技术与理论；农林复合经营与农田防护林体系构建技术。

在森林植被修复与重建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 

（三）微生物生态学 

微生物生态学主要研究森林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演变，微生物多样

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生态系统微生物资源利

用及其生态功能调控；森林与湿地微生物资源的分布格局及其对生态系统

功能的调控；土壤微生物与动植物互作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调控机制等内容。

在土壤微生物生态与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四）土壤生态学 

土壤生态学是以土壤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壤生物之间、土壤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与关系的科学。本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人工林结构调控与经营措施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与机制；森林土壤生物

学（土壤微生物、土壤动物、土壤根系）与生态学过程（碳、氮、磷循环）

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机制与恢复理论。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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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土壤生态过程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特色和一定优势。 

（五）湿地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是研究各种类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群落结构与功能、生

态过程和演化规律及其与理化因子、生物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学科。

本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我国南方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机理与恢复

技术；湿地生态系统关键生物种群动态监测；湿地生物保育与栖息地改良

技术；大尺度湿地生物入侵防治技术体系构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修复等内容。在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研究，及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理论与技术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四、学习年限 

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与国家统考入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

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一般最长

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

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满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

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

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

少于 6 学分）。参加非英语语种考试入学的博士研究生，第一外国语可修

读入学考试语种所对应外语公共学位课程（2 学分），同时应修基础英语

二外。 



 140 

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与选修课的具体课程设置如下表所示： 

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4024 森林生态学研究进展讲座－博（全英

授） 
2 学分 

4 学分 

14014 生态学研究方法－博（全英授） 2 学分 

12032 应用生态学导论 2 学分 

13489 生物数学（含数理统计） 2 学分 

14023 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13367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2 学分 

12109 数量生态学 2 学分 

12033 植物生态学 2 学分 

12026 生态系统生态学 2 学分 

14022 土壤生态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12108 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 2 学分 

12081 分子生态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6 学分 

82003 第二外国语 2 学分 

12035 种群生态学 2 学分 

13379 植物群落学 2 学分 

13304 高级植物生理学 2 学分 

13360 森林水文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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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96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2 学分 

13610 微生物生态学前沿与应用 2 学分 

13328 植物生理生态学 2 学分 

13340 城市生态学 2 学分 

13339 城市林业 2 学分 

13561 湿地生态学 2 学分 

13364 生态系统管理 2 学分 

13375 系统生态学 2 学分 

53358 生态经济专题 2 学分 

13479 景观生态学 2 学分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 2 学分 

12029 数学生态学 2 学分 

11131 环境学导论 2 学分 

12020 生态工程学 2 学分 

13528 野生动物学 2 学分 

13364 生态系统管理 2 学分 

13425 森林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13356 森林气象学 2 学分 

13381 竹林生态 2 学分 

13337 竹林生态系统经营 2 学分 

12031 水土保持与防护林学专题 2 学分 

13639 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2 学分 

13428 生物地球化学 2 学分 

13467 污染生态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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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8 恢复生态学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实践环节至少要完成 40 学

时的教学实践工作量。实践环节包括辅助导师讲授硕士生或本科生课程部

分章节、指导学生野外教学实习和本科生毕业论文等。参加的实践环节均

须考核，但不计学分。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生态学科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

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会需由生态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

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生态学科自主设定。生态学科博士学位论文

集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

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

最新规定执行。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研究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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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

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

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

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科不少于 10%学位论

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生物与环境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准备答辩环节的工作。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参见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细则》及研究生院最新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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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参见《研究生工

作手册》中“研究生学位文件”内容，及研究生院最新规定）。 

八、培养方案关联 

四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适用于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

究生（预备）经资格审核合格后进入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培养类型转为

硕博连读生，其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成绩不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其硕

博连读研究生（预备）阶段合格成绩全部带入博士研究生阶段；资格审核

不合格的，培养类型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沿用入学当年的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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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生态学学科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1、森林生态学研究进展讲座－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森林生态学课程内容主要涵盖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生态系统与碳循

环、水循环、氮循环、磷循环和硫循环有关的专题。旨在培养博士研究生

对森林生态学领域主要方向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进

展，达到开阔视野、拓展思维的目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科学思维

的能力。 

（2）教学内容 

课程主要讲授森林生态学领域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动向；全球气候变化

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碳、水、氮、磷循环；不同尺度上

碳—水耦合等内容。 

2、生态学研究方法－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生态学研究方法是面向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介绍目前

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剖析解决目前生态学问题的基本原理，讲解生态

学研究的适用方法的专业课程。 

（2）教学内容 

主要讲授全球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酸雨及其对森林生态系统

的影响；城市绿地系统的生态效应与研究方法；恢复生态学原理及方法；

湿地生态系统与濒危物种保护；林农复合经营理论与应用；森林生态水文

学原理与研究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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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生态学导论 

（1）课程介绍 

应用生态学导论是将理论生态学研究所得到的基本原理、规律应用到

生态保护、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的实践中，指导人类管理自然资源，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2）教学内容 

本科课程主要可以分为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介绍生态学学科各个方

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第二个主题涉及利用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

第三个主题关注生态学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重要案例、理论依据等。 

4、生物数学（含数理统计）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生态学、生物学相关的专业能够掌握基础的生物统

计知识和统计实现技能，教授在 R 语言环境下数理统计的实现，并结合

生物学、生态学领域的主要科学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数据分析，提高学

生生态假说、生物验证中统计分析的能力。 

（2）教学内容 

主要讲授教学内容数理统计及生态、生物学科基础；R 语言环境；生

态与生物统计实践；生物数学方法在系统生物学中的应用；生物统计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等内容。 

5、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本门课程属于方法应用类的课程，对于生态学研究中的数据处理非常



 147 

重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该课程会涉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操

作，遥感影像的定性和定量处理，地理统计的理论和处理方法，以及表面

分析和线性网络分析等等。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软件（ArcGIS 和 ENVI）的介绍；

空间数据的处理；地理统计的原理与实操；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编程；表

面分析、水文分析、线性网络分析、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及影像的时间序列分析的基本理论与软件操作。 

6、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1）课程介绍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主要通过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

论的学习，把握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内容，把握保护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研

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保护生物学概述；生物多样性保护概论；生物入侵、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和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等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自然保护区规划、

设计与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等内容。 

7、数量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数量生态学是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植被、植物群落及植物种与环境之间

生态关系的科学，是植物生态学和植被生态学的组成部分。数量生态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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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助数量分析方法从杂乱的数据中，经过多次运算，分析综合，找出植

物种、植物群落和植被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准确的揭示生态规律。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数量生态系的概念、研究内容和发展历史；植被研究

的取样和群落数量特征；数据的处理；生态学上应用最广泛的基础统计学

方法；种-面积关系、物种多度格局和物种多样性，以及它们的模型和计算

方法；群落中物种间的亲合性和物种及群落的生态位，以及分析计算种间

关系和生态位的方法；排序、数量分类、空间格局分析、群落演替分析的

理论和方法等。 

8、植物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使从传统宏观生态学的个体、种群、生态系统四个

层次着手，教授植物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并通过将每个层次的

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有机结合，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所学理论、拓展思维。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植物生态学的发展简史、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植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测度与数量特征的关系、植物群落的动态及监测；

植被分类及研究途径、中国植被分类的原则、单位及标准、植被分布的水

平与垂直地带性、植被区划；植物种群的数量特征、种群的动态与调节；

人类优化植物生存环境而扩大了植物的分布、环境污染与植物的生态关系、

植物生物入侵与生态安全、转基因植物的释放及生态风险等内容。 

9、生态系统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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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介绍 

本课程将讲授生态系统生态学原理，研究控制陆地生态系统内通量和

元素（碳，水和养分）储量的因素。并以最近研究的结果为例，说明生态

系统如何应对和反馈气候变化。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在地球系统背景下生物体与其

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陆地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水和能量的流动以及碳

和营养物的循环，有机体对生态系统过程通过营养相互作用，环境影响和

干扰；生态系统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模式；生态系统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

综合效应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利用的影响等内容。 

10、土壤生态学－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土壤生态学是以土壤生物群落为中心，研究土壤生物之间、生物与非

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机制，特别关注土壤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的

决定因素及它们与土壤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复杂的土壤生态系统

功能及其驱动机制，为人类可持续利用土壤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国内外土壤生态学的发展概况和趋势，土壤生态学和

土壤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土壤生命系统中的生物

组分、生物化学及相互作用；土壤中不同营养级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

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重要性；土壤生态学的前沿知识，生态系统地上部分

和地下部分生物的联动关系；土壤生态学研究常用和最新的技术方法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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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内容。 

11、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 

（1）课程介绍 

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是以现代多源生态系统观测数据为基础，

以全球气候变化为契机，以数值计算模型为主要工具的课程。课程主要探

讨生物地理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中物质和能量的转换及其机制，重点介绍

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结合和应用，旨在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相关专业知识准备和应用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全球气候变化概述；陆地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

生态系统过程介绍；陆地生态系统模型简史和概述；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

观测手段及概况；生态大数据与模型的结合及相关的应用；全球植被模型

主要方法和研究手段及案例分析等。 

12、分子生态学 

（1）课程介绍 

分子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领域，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生态学的

一门交叉科学。分子生态学将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利用分子

标记等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生态学，为生物组织的环境和表型之间的相互

作用提供新的见解，解决了一些实际的生态问题，应用广泛。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分子遗传学；分子标记；单种群遗传分析；多种群遗

传分析；生态基因组学，QTL 分析和反向遗传学；系统地理学；行为生态

学；保护遗传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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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生态学学科直博研究生  

培养方案（071300）  
 

一、学科简介 

生态学科源于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由熊文愈等老一辈生态学家于

1952 年创建。1981 年获批为国家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1989 年获评首

批国家重点学科，2001 年、2007 年再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11 年

生态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2 年设立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2015 

年被评为国家林草局重点学科；本学科是江苏省立项建设的优势学科和江

苏省一级重点建设学科（2011、2016、2020）；2019 年生态学获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 年“环境生态学”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以生态学为骨干学科的“农业科学”（2018）、“动植物科学”（2020）亦进入 

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 1%。 

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

称“直博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战略重大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备扎实生态学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较强创新性思维和良好国际视野，以

及能独立从事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科学研究或管理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政治理论：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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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品德素质：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和为科学事业献身

的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

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具备团队精神和与他人平等合作共事的能力；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3．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生态学科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生态学科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完成学位所要求的课程和学分。 

4．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英语进行本

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具备逻辑思维能

力，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基

本问题，顺利通过学位资格考试和答辩。 

5．原创性：开展的论文研究具有原创性，在所研究的领域有原创性

的发现、用了原创性的方法、得出原创性的结论。 

三、学科专业 

本学科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形成了森林生态学、林业生态工程学、

微生物生态学、土壤生态学、湿地生态学等特色鲜明的二级学科（专业）。 

（一）森林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 

森林生态学是研究森林生物之间及其与森林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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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关系的学科。本学科方向主要包括我国南方重要森林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特征；森林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机制；森林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森林碳汇计量、监测与评估；生态系统模拟与大数

据分析。在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全球变化领域具有明显特色和一定优势。 

（二）林业生态工程（修复生态学） 

林业生态工程根据生态学、林学及生态控制论原理，研究以木本植物

为主体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设计、建造与调控技术。本学科研究方向主

要包括退化森林植被恢复与重建；喀斯特石灰岩山地植被恢复与重建；滨

海盐碱地植被构建技术与理论；农林复合经营与农田防护林体系构建技术。

在森林植被修复与重建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特色和优势。 

（三）微生物生态学 

微生物生态学主要研究森林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演变，微生物多样

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生态系统微生物资源利

用及其生态功能调控；森林与湿地微生物资源的分布格局及其对生态系统

功能的调控；土壤微生物与动植物互作对生态系统健康的调控机制等内容。

在土壤微生物生态与土壤生态系统健康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四）土壤生态学 

土壤生态学是以土壤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土壤生物之间、土壤

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与关系的科学。本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人工林结构调控与经营措施对地下生态过程的影响与机制；森林土壤生物

学（土壤微生物、土壤动物、土壤根系）与生态学过程（碳、氮、磷循环）

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机制与恢复理论。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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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土壤生态过程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特色和一定优势。 

（五）湿地生态学 

湿地生态学是研究各种类型沼泽湿地生态系统的群落结构与功能、生

态过程和演化规律及其与理化因子、生物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学科。

本学科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我国南方地区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机理与恢复

技术；湿地生态系统关键生物种群动态监测；湿地生物保育与栖息地改良

技术；大尺度湿地生物入侵防治技术体系构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修复等内容。在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研究，及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

理论与技术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四、学习年限 

直博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4 年，一般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前两年时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三

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满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

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证法概论》为必修非

学位课）。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硕士与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详情见附录。 

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与选修课的具体课程设置如下表所示： 



 155 

生态学学科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硕士专业 

学位课 

13377 现代生态学概论 2 学分 

4 学分 

13359 森林生态学及研究法 3 学分 

13435 土壤生态学 2 学分 

13356 森林气象学 2 学分 

13489 生物数学（含数理统计） 2 学分 

13354 群落生态学 2 学分 

13639 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2 学分 

13479 景观生态学 2 学分 

13328 植物生理生态学 2 学分 

博士专业 

学位课 

14024 森林生态学研究进展讲座－博（全英

授） 
2 学分 

8 学分 

14014 生态学研究方法－博（全英授） 2 学分 

12032 应用生态学导论 2 学分 

12109 数量生态学 2 学分 

14023 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13367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2 学分 

12033 植物生态学 2 学分 

12026 生态系统生态学 2 学分 

14022 土壤生态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12108 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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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1 分子生态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82003 第二外国语 2 学分 

13358 森林生态学 2 学分 

13360 森林水文学 2 学分 

12035 种群生态学 2 学分 

13379 植物群落学 2 学分 

13304 高级植物生理学 2 学分 

13610 微生物生态学前沿与应用 2 学分 

13340 城市生态学 2 学分 

13339 城市林业 2 学分 

13561 湿地生态学 2 学分 

13364 生态系统管理 2 学分 

13375 系统生态学 2 学分 

53358 生态经济专题 2 学分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 2 学分 

11131 环境学导论 2 学分 

12020 生态工程学 2 学分 

13528 野生动物学 2 学分 

13425 森林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13381 竹林生态 2 学分 

13337 竹林生态系统经营 2 学分 

13639 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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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8 生物地球化学 2 学分 

13467 污染生态学 2 学分 

13348 恢复生态学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直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实践环节至少要完成 40 学

时的教学实践工作量。实践环节包括辅助导师讲授硕士生或本科生课程部

分章节、指导学生野外教学实习和本科生毕业论文等。参加的实践环节均

须考核，但不计学分。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生态学科直博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

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会需由生态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

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生态学科自主设定。生态学科博士学位论文

集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

进行口头汇报。直博研究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

最新规定执行。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直博研究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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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

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

直博研究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读书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

（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四）预警考核 

在第四年开展直博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

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科不少于 10%学位论

文进行预警。 

（五）预答辩 

直博研究生应在生物与环境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准备答辩环节的工作。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参见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细则》及研究生院最新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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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参见《研究生工

作手册》中“研究生学位文件”内容，及研究生院最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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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生态学硕士与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与教学内容 

（一）硕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现代生态学概论 

（1）课程介绍  

现代生态学概论是介绍生态系统中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等不同层次

生命体系的生态学规律，以及现代生态学研究热点问题，阐述生态文明建

设的生态学理论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生态学基础理论知识；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退化生

态系统植被修复；湿地生态学；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林业

碳汇与碳中和；胁迫生态学；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与林业实践等内容。 

2、森林生态学及研究法 

（1）课程介绍 

森林生态学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森林生态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

解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掌握森林生态学研究方法，了解森林生态

学国内外研究前沿与热点，最终为林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森林结构功能调控与质量提升等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

依据。 

（2）教学内容 

主要讲授森林生态学的概念与发展历程；森林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与研

究方法；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天然次生林的质量提升与健康

调控；森林生产力长期监测与评价；人工林多功能经营与地力维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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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全球气候变化与林业碳汇；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自然保护地建设；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森林生物大样地建

设与动态监测研究等内容。 

3、土壤生态学 

（1）课程介绍 

土壤生态学旨在通过学习土壤生态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土壤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掌握土壤生态学研究方法，洞悉土壤生态学

国内外研究前沿与热点，最终为全球碳循环、退化土壤生态系统恢复等生

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土壤生态学的概念与发展历程；土壤生态系统的类型；

土壤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土壤呼吸研究理论与方法；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理论与方法；土壤生态过程与生物调节；土壤次级生产力；土壤碳的动态

与全球气候变化；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退化与生态修复等内容。 

4、森林气象学 

（1）课程介绍 

森林气象学是研究森林和大气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

括两大方面，一是天气、气候和气候变化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对森林的影响；

二是森林对区域气候的反馈、调节，以及森林下垫面改变对于小、中、大

尺度气候变化的作用。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森林气象学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常规气象要素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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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气象学的主流科研方法与原理；天气气候对森林的作用；气候变化与

森林植被的关系；森林对区域气候的反馈；森林气象灾害；森林雷击火；

空基相关观测数据的获取与使用；森林气象模型等内容。 

5、生物数学（含数理统计）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生态学、生物学相关的专业能够掌握基础的生物统

计知识和统计实现技能，教授在 R 语言环境下数理统计的实现，并结合

生物学、生态学领域的主要科学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数据分析，提高学

生生态假说、生物验证中统计分析的能力。 

（2）教学内容 

主要讲授教学内容数理统计及生态、生物学科基础；R 语言环境；生

态与生物统计实践；生物数学方法在系统生物学中的应用；生物统计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应用等内容。 

6、群落生态学 

（1）课程介绍 

生态学是研究群落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是把群落当作一个整体

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包括：群落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群落的结构和外

貌、群落的过程和功能、群落的分类和特征群落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群落

生态的分析方法与应用和群落生态研究的最新进展。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生物群落的概念和特点，群落生态学在生态学中地位

和作用；群落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群落的结构；群落生物多样；群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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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样地设置；群落的动态过程；群落演替与近自然林业；岛屿生态学理论

及应用；群落的生态恢复；群落的功能；群落的数量研究等内容。 

7、土壤微生物生态学 

（1）课程介绍 

土壤微生物生态学是土壤学、微生物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结合而产

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土壤微

生物生态学与分子生态学结合起来，开辟了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的新纪

元。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的内涵、研究对象、发展简史及现

状；土壤微生物的计数、分离和鉴定；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特征；土壤性质

对微生物的影响；土壤微生物分子生态；土壤碳、氮、磷、硫元素循环与

微生物的关系；土壤微生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等内容。 

8、景观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景观生态学旨在通过课程学习，使研究生掌握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

原理，掌握景观格局分析的方法，掌握 3S 技术在景观生态学应用的途径。

在掌握景观规划的原则、方法、步骤的基础上，重点掌握风景园林规划、

森林公园景观规划、城市；绿地系统景观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湿地景

观保护与管理规划、乡村景公馆规划的方法、要点。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景观生态学中的基本概念；景观格局的形成、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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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征；景观生态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景观格

局分析方法；景观模型；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景观规划

等内容。 

9、植物生理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植物生理生态学是阐明各种生态现象与植物生理机制相关关系的一

门课程，主要涉及植物的生理特性与功能对生态条件的要求、适应与改变，

侧重于介绍植物生理反映和生理特性在不同生态条件下的应用。 

（2）教学内容 

本门课程主要讲授植物与环境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和基本机制，植物的

生命过程，环境因素影响下的植物代谢作用和能量转换，以及有机体适应

环境因子改变的能力等内容。 

（二）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生态学研究进展讲座－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森林生态学课程内容主要涵盖全球气候变化下森林生态系统与碳循

环、水循环、氮循环、磷循环和硫循环有关的专题。旨在培养博士研究生

对森林生态学领域主要方向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进

展，达到开阔视野、拓展思维的目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科学思维

的能力。 

（2）教学内容 

课程主要讲授森林生态学领域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动向；全球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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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碳、水、氮、磷循环；不同尺度上

碳—水耦合等内容。 

2、生态学研究方法－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生态学研究方法是面向生态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介绍目前

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剖析解决目前生态学问题的基本原理，讲解生态

学研究的适用方法的专业课程。 

（2）教学内容 

主要讲授全球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酸雨及其对森林生态系统

的影响；城市绿地系统的生态效应与研究方法；恢复生态学原理及方法；

湿地生态系统与濒危物种保护；林农复合经营理论与应用；森林生态水文

学原理与研究方法等内容。 

3、应用生态学导论 

（1）课程介绍 

应用生态学导论是将理论生态学研究所得到的基本原理、规律应用到

生态保护、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的实践中，指导人类管理自然资源，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2）教学内容 

本科课程主要可以分为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介绍生态学学科各个方

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第二个主题涉及利用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物质服务。

第三个主题关注生态学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重要案例、理论依据等。 

4、数量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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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介绍 

数量生态学是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植被、植物群落及植物种与环境之间

生态关系的科学，是植物生态学和植被生态学的组成部分。数量生态学就

是借助数量分析方法从杂乱的数据中，经过多次运算，分析综合，找出植

物种、植物群落和植被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准确的揭示生态规律。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数量生态系的概念、研究内容和发展历史；植被研究

的取样和群落数量特征；数据的处理；生态学上应用最广泛的基础统计学

方法；种-面积关系、物种多度格局和物种多样性，以及它们的模型和计算

方法；群落中物种间的亲合性和物种及群落的生态位，以及分析计算种间

关系和生态位的方法；排序、数量分类、空间格局分析、群落演替分析的

理论和方法等。 

5、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本门课程属于方法应用类的课程，对于生态学研究中的数据处理非常

重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该课程会涉及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操

作，遥感影像的定性和定量处理，地理统计的理论和处理方法，以及表面

分析和线性网络分析等等。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软件（ArcGIS 和 ENVI）的介绍；

空间数据的处理；地理统计的原理与实操；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编程；表

面分析、水文分析、线性网络分析、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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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影像的时间序列分析的基本理论与软件操作。 

6、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1）课程介绍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课程主要通过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理论的学习，把握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内容，把握保护生物学与生物多样

性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保护生物学概述；生物多样性保护概论；生物入侵、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和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

等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自然保护区规划、

设计与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等内容。 

7、植物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使从传统宏观生态学的个体、种群、生态系统四个

层次着手，教授植物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并通过将每个层次的

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有机结合，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所学理论、拓展思维。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植物生态学的发展简史、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植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测度与数量特征的关系、植物群落的动态及监测；

植被分类及研究途径、中国植被分类的原则、单位及标准、植被分布的水

平与垂直地带性、植被区划；植物种群的数量特征、种群的动态与调节；

人类优化植物生存环境而扩大了植物的分布、环境污染与植物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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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入侵与生态安全、转基因植物的释放及生态风险等内容。 

8、生态系统生态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将讲授生态系统生态学原理，研究控制陆地生态系统内通量和

元素（碳，水和养分）储量的因素。并以最近研究的结果为例，说明生态

系统如何应对和反馈气候变化。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在地球系统背景下生物体与其

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陆地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水和能量的流动以及碳

和营养物的循环，有机体对生态系统过程通过营养相互作用，环境影响和

干扰；生态系统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模式；生态系统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

综合效应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利用的影响等内容。 

9、土壤生态学－博（全英授） 

（1）课程介绍 

土壤生态学是以土壤生物群落为中心，研究土壤生物之间、生物与非

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机制，特别关注土壤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的

决定因素及它们与土壤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复杂的土壤生态系统

功能及其驱动机制，为人类可持续利用土壤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国内外土壤生态学的发展概况和趋势，土壤生态学和

土壤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土壤生命系统中的生物

组分、生物化学及相互作用；土壤中不同营养级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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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重要性；土壤生态学的前沿知识，生态系统地上部分

和地下部分生物的联动关系；土壤生态学研究常用和最新的技术方法及原

理等内容。 

10、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 

（1）课程介绍 

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是以现代多源生态系统观测数据为基础，

以全球气候变化为契机，以数值计算模型为主要工具的课程。课程主要探

讨生物地理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中物质和能量的转换及其机制，重点介绍

生态大数据与生态系统模型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结合和应用，旨在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相关专业知识准备和应用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讲授全球气候变化概述；陆地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

生态系统过程介绍；陆地生态系统模型简史和概述；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

观测手段及概况；生态大数据与模型的结合及相关的应用；全球植被模型

主要方法和研究手段及案例分析等。 

11、分子生态学 

（1）课程介绍 

分子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领域，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生态学的

一门交叉科学。分子生态学将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利用分子

标记等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生态学，为生物组织的环境和表型之间的相互

作用提供新的见解，解决了一些实际的生态问题，应用广泛。 

（2）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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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讲授分子遗传学；分子标记；单种群遗传分析；多种群遗

传分析；生态基因组学，QTL 分析和反向遗传学；系统地理学；行为生态

学；保护遗传学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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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博士研究

生（含直博生）培养方案（080200）  

一、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学科始建于 1958 年，1981 年获批“林业与木工机械”硕士

点，1994 年获批“林业与木工机械”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996 年调

整为“机械设计及理论”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2011 年获批“机械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6 年被评为江

苏省重点学科，“机械设计及理论”二级学科点被评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培

育）学科。作为骨干学科，支撑学校工程学、材料学进入 ESI 前 1%，2020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59 名(前 30%)。 

为适应国内外机械工程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

培养模式，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面向国家对机械工程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机械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

态文明素养，具有学科交叉研究、创造性发展和团队合作的能力，能独立

从事本学科领域中高层次的教学、科研、工程技术工作与管理工作，具有

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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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 

（一）林业机械与装备工程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现代林业机械的构造机理、动态特性、检测和控

制等技术。开展高效、环保、智能化林木保护机械的设计理论、智能控制

和关键结构的研究开发；开展苗圃机械、抚育机械的研究和开发；开展基

于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的林果产品贮存、品质检测和产品包装等方面的研

究与工程应用。 

（二）机械设计及理论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机械结构及其零部件的工作原理、结构数值分析

模拟与可视化技术；研究机构运动和动力学性能；研究摩擦学、磨损与润

滑和机械创新设计理论等。 

（三）机电系统与智能控制 

本研究方向将机械、电子、光学、控制、计算机、信息等多学科进行

交叉融合，研究基于激光扫描技术、图像识别与机器视觉技术的先进林木

加工装备；研究机器人技术、光谱技术、遥感技术、嵌入式技术、传感技

术、网络技术和现场总线技术等信息传感与控制技术；研究人工智能技术、

机器学习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云计算等技术。 

（四）先进制造技术与装备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木竹产品相关的先进制造技术和智能制造。开展

轻合金、生物质材料以及各类复合材料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力学性能参数、

成形质量控制策略、刀具磨损特性以及生产过程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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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 

根据入学方式的不同，博士研究生可分为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国

家统考入学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以上三类统称博士研究生

-4 年制）和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5 年制）。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直博生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

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直博生为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

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

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

于 6 学分）。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

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

非学位课）。 

2、课程设置 

机械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位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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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73321 统计分析与数学模型 2 学分 

2 学分 

32027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 2 学分 

32028 先进制造技术 2 学分 

2 学分 

32039 现代林业机械设计方法学 2 学分 

32030 MEMS/NEMS 微纳机电系统 2 学分 

32023 智能控制与系统仿真 2 学分 

32014 非线性振动理论 2 学分 

33331 流体润滑理论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32031 计算机视觉与图象识别技术 2 学分 

6 学分 

32032 现代数控技术与特种装备 2 学分 

32033 林业机械专题 2 学分 

32034 摩擦学原理 2 学分 

32041 机器视觉系统及农林工程应用 2 学分 

32036 机构动力学 2 学分 

32042 精准农林航空技术及应用 2 学分 

32043 林业信息技术与装备 2 学分 

32044 声学超材料基础理论与应用 2 学分 

32045 机器学习及其工程应用 2 学分 

32046 车辆操纵动力学 2 学分 

32047 智能车辆动力学及控制 2 学分 

33332 啮合理论 2 学分 

33447 现代噪声及振动技术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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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8 农药精确使用技术与装备 2 学分 

33427 现代机械设计方法 2 学分 

32009 非线性有限元 2 学分 

32019 非线性控制系统 2 学分 

33365 现代测试技术 2 学分 

42038 现代木竹加工装备 2 学分 

42039 木竹制品数字化制造 2 学分 

32048 最优控制理论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课程说明 

1、公共学位课 

（1）博士研究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英语阅读与写作             1 学分 

英语（博）                 2 学分 

（2）直博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英语（上）                     3 学分 

英语（下）                     2 学分 

参加非英语语种考试入学的博士研究生，第一外国语可修读入学考试

语种所对应外语公共学位课程（2 学分），同时应修基础英语二外。 

2、专业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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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不少于 4 学分。 

直博生：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

其中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 

3、选修课 

博士研究生：选修课（含公共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 

直博生：选修课（含公共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直博生应辅助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学时左

右的教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

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社

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

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直博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

件最新规定执行。 

（二）读书（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学术道德规范讲座”和国

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研究生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不

少于 15 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直博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学术道德规范讲座”和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学术报告、研究生论坛等学术研讨活动不少于

                                                 
⃰ 公共选修课指体育素质拓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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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本人论文并交流发言 1 次，出具有

效证明材料，可视为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 

  国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全国性高层次学术会议宣读本人论文

并交流发言 1 次，出具有效证明材料，等同于参加 15 次学术研

讨活动； 

  在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 1 次（开题报告、业务综

合考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出具有效证明材料，等同于参加

5 次学术研讨活动。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大量阅读有关文献是做好选题和论文工作的基础。

本学科规定开题报告前应在论文选题及研究方向范围内广泛阅读文献，阅

读文献不少于 80 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总数的 1/3，近五年的文献不少

于总数的 1/2，并完成一篇综述，由博士生导师对完成情况进行检查。 

开题报告应包括论文选题依据（包括论文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

状分析等），论文研究方案（包括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可能的创新

之处等），预期达到的目标、预期的研究成果，论文详细工作进度安排和

主要参考文献等，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10000 字以上。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采用集中开题的形式，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每

年 2 次。开题报告要求在本学科范围内公开举行报告会，报告会由本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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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组成。报告会对开题进行严格评审，提出具

体的评价和修改意见，未通过者限期重新开题，由原报告会成员重新评审。

开题通过者，若学位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应重新作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会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至少 12 个月。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学院学位分委会在第六学期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考核，主要

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科不

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直博生应在提交学位论文送盲审前 3 个月提出学位论文

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

最新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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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  

制浆造纸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201） 

一、学科简介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于 1963 年林产化学加工系制浆组，1982 年招

收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研究生，2002 年获批制浆造纸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200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自设目录外印刷与包装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013 年自设目录内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轻

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遴选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制浆造纸工程是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目录中最大、最主要的二

级学科，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二级重点学科。本学科是学校林业工程“双

一流”学科的重要支撑学科。 

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模式，特

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制

浆造纸及相关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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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为制浆造纸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制浆造纸工程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

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制浆化学与工程 

本研究方向从事制浆过程有效利用纤维资源，即提高纸浆的得率，解

决污染，节省能源和水源的研究，始终将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研究对

象上，不但研究木材为原料的高效制浆技术，而且结合我国纤维资源的实

际情况，开发研究非木材和废纸制浆机理、工艺和工程系统研究。研究包

括从浆料到纤维，从纤维到分子水平的研究。 

（二）造纸化学与工程 

纸作为特殊的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文化、包装、日常生活及许多领域，

基于植物纤维可再生、循环利用及生物降解的特性，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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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与青睐。本研究方向主要开展造纸湿部化学、造纸纤维改性及其功能化、

特种纸的加工原理和技术、造纸清洁生产工艺、以及纸的结构与性能等方

面的研究。 

（三）生物质化学与工程 

植物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自然界贮量最为丰富的可再生

资源，随着化石原料的逐步枯竭和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可再生资源

的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本方向的研究领域包括植物

纤维的形态与生物构造，纤维原料的化学结构及化学反应、生物转化，纤

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制浆造纸过程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 

（四）制浆造纸装备与控制 

本方向主要研究开发新型制浆造纸装备及过程监控系统。研究领域包

括制浆造纸机械功能原理与开发研究、现代造纸机械监诊学、制浆造纸过

程先进控制系统研究和制浆造纸过程仿真研究等。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

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按性质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

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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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

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20 学时对应 1 个

学分。 

制浆造纸工程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3343 高等木材化学研究方法（含实验） 2 学分 

4 学分 

22007 造纸科学导论及其研究方法 2 学分 

22008 制浆科学导论及其研究方法 2 学分 

22029 高分子物理化学 2 学分 

23349 糖类化学 2 学分 

23346 木质素化学 2 学分 

23557 Principles of Polymerization and Soft 

Matter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6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23406 制浆造纸生物技术 2 学分 

23552 纤维与纸基功能材料 2 学分 

23553 生物质化工与材料 2 学分 

23554 木质纤维素功能材料 2 学分 

23556 表面与界面化学 2 学分 

23551 制浆造纸清洁生产 2 学分 

23356 纸的结构与性能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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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团队指导，鼓励海内

外合作培养，实行导师组联合指导模式。 

（一）教学实践 

采用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博士生培养应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

指导方式采取导师和以导师为首的指导小组集体相结合的方法，发挥导师、

指导小组和博士生三个方面积极性。指导小组应由不同学科的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员组成。 

对博士生的培养以科学研究为主，结合导师的科研任务或国家的科研

项目或当代学科的前沿问题作为博士生论文课题。研究生要参加学校、学

科所统一规定的政治学习、形势教育，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注重个性发

展，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课程教学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注意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动手能力和写作；独立完

23327 离子交换与吸附 2 学分 

42029 高等传热学 3 学分 

23307 化工过程计算机仿真 2 学分 

22042 现代数据分析技术 2 学分 

22046 制浆造纸流体力学 2 学分 

22045 中高浓制浆造纸技术与装置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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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位论文，注意培养实事求是、严格、细致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作风，

严谨治学的态度；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博士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

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

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博士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

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发表与学位论文

相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发布的最新文件执行。 

（二）读书（学术）报告 

博士生应参加所在课题组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可由

导师设定，研讨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博士生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

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并做口头

学术报告 1 次。读书（学术）报告审核通过时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

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综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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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语考试，以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

采用笔试或口试的方式。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

以上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内容。口试可组织由 3～5 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小

组（有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教师组成）结合开题报告进行。对研究

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博士生一般应于入学一年后（或学位论文准备开始工作前）进行综合

考试。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未通过者，停止做博士

论文，终止其学业。综合考试的试题、答案，口试记录、评语及成绩交研

究生院统一存档。 

（四）预警考核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五）学位论文 

论文工作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训练，是博士生培养的主

要环节。包括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科学实验（或科研调查、工程设计）、

撰写论文等部分。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最好

在入学后的一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于第三学期提出学

位论文的选题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全教研组）广泛听取意见。

经导师同意，教研室审订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186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是：论文的选题应具有学科前沿和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结果应有创新性并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能力。论文工作要在导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要定期报告论文进展；要有至少 2 篇阶段性论文在

学校规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初稿完成后，由导师审阅，召开论文报告会，

发挥集体指导力量，提出意见、修改补充，最后定稿后要达到要求。学位

论文评阅、答辩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六）预答辩 

按照《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细则》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七）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博士课题研究，学术成果达到学校及学院

制定的相关要求规定，可申请毕业和授予相应学位。 

  



 187 

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  

制浆造纸工程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201） 

一、学科简介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于 1963 年林产化学加工系制浆组，1982 年招

收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研究生，2002 年获批制浆造纸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200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自设目录外印刷与包装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013 年自设目录内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轻

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遴选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制浆造纸工程是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目录中最大、最主要的二

级学科，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二级重点学科。本学科是学校林业工程“双

一流”学科的重要支撑学科。 

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模式，特

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制

浆造纸及相关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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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为制浆造纸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3、掌握制浆造纸工程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

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制浆化学与工程 

本研究方向从事制浆过程有效利用纤维资源，即提高纸浆的得率，解

决污染，节省能源和水源的研究，始终将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研究对

象上，不但研究木材为原料的高效制浆技术，而且结合我国纤维资源的实

际情况，开发研究非木材和废纸制浆机理、工艺和工程系统研究。研究包

括从浆料到纤维，从纤维到分子水平的研究。 

（二）造纸化学与工程 

纸作为特殊的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文化、包装、日常生活及许多领域，

基于植物纤维可再生、循环利用及生物降解的特性，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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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与青睐。本研究方向主要开展造纸湿部化学、造纸纤维改性及其功能化、

特种纸的加工原理和技术、造纸清洁生产工艺、以及纸的结构与性能等方

面的研究。 

（三）生物质化学与工程 

植物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自然界贮量最为丰富的可再生

资源，随着化石原料的逐步枯竭和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可再生资源

的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本方向的研究领域包括植物

纤维的形态与生物构造，纤维原料的化学结构及化学反应、生物转化，纤

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制浆造纸过程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 

（四）制浆造纸装备与控制 

本方向主要研究开发新型制浆造纸装备及过程监控系统。研究领域包

括制浆造纸机械功能原理与开发研究、现代造纸机械监诊学、制浆造纸过

程先进控制系统研究和制浆造纸过程仿真研究等。 

四、学习年限 

直博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

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

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直博生课程按性质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

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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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

分）。制浆造纸工程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73319 数值分析 3 学分 

12 学分 

23343 高等木材化学研究方法（含实验） 2 学分 

22007 造纸科学导论及其研究方法 2 学分 

22008 制浆科学导论及其研究方法 2 学分 

23349 糖类化学 2 学分 

23346 木质素化学 2 学分 

23557 Principles of Polymerization and Soft 

Matter 
2 学分 

73342 高等有机化学 3 学分 

23380 有机化合物色谱分析 2 学分 

23416 有机化合物波谱分析 2 学分 

23356 纸的结构与性能 2 学分 

73301 材料表面与界面 2 学分 

23553 生物质化工与材料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13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73407 电化学原理 2 学分 

23477 纤维浆纸研究新方法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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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42 QCM 和 SPR 的原理与操作 1 学分 

23406 制浆造纸生物技术 2 学分 

23552 纤维与纸基功能材料 2 学分 

23553 生物质化工与材料 2 学分 

23554 木质纤维素功能材料 2 学分 

23556 表面与界面化学 2 学分 

23551 制浆造纸清洁生产 2 学分 

23356 纸的结构与性能 2 学分 

23327 离子交换与吸附 2 学分 

23541 多元统计过程监测 2 学分 

23306 化工过程动态分析与控制 2 学分 

93301 文献检索与利用 1 学分 

93302 科技写作 1 学分 

53409 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73352 近代物理实验技术 2 学分 

13551 生物信息学 3 学分 

23368 生物质高分子材料学 2 学分 

13568 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分离与纯化 2 学分 

23357 制浆化学 2 学分 

23355 造纸化学 2 学分 

23543 生物质凝胶材料 2 学分 

23544 智能纤维素材料 1 学分 

23545 聚合物材料合成及加工 2 学分 

23307 化工过程计算机仿真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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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直博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团队指导，鼓励海内外合作培养，

实行导师组联合指导模式。 

（一）教学实践 

采用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直博生培养应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

指导方式采取导师和以导师为首的指导小组集体相结合的方法，发挥导师、

指导小组和直博生三个方面积极性。指导小组应由不同学科的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员组成。 

对直博生的培养以科学研究为主，结合导师的科研任务或国家的科研

项目或当代学科的前沿问题作为直博生论文课题。研究生要参加学校、学

科所统一规定的政治学习、形势教育，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注重个性发

展，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课程教学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注意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动手能力和写作；独立完

成学位论文，注意培养实事求是、严格、细致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作风，

严谨治学的态度；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22042 现代数据分析技术 2 学分 

22046 制浆造纸流体力学 2 学分 

22045 中高浓制浆造纸技术与装置 2 学分 

必修非学位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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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直博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直博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

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

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直博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

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直博生在学期间应发表与学位论文

相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发布的最新文件执行。 

（二）读书（学术）报告 

直博生应参加所在课题组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可由

导师设定，研讨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直博生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

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并做口头

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术）报告审核通过时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

进行口头汇报。直博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直博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综合考试

和外语考试，以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综合考试是对直博生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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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笔试或口试的方式。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

以上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内容。口试可组织由 3～5 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小

组（有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教师组成）结合开题报告进行。对研究

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直博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直博生一般应于入学一年后（或学位论文准备开始工作前）进行综合

考试。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未通过者，停止做博士

论文，终止其学业。综合考试的试题、答案，口试记录、评语及成绩交研

究生院统一存档。 

（四）预警考核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五）学位论文 

论文工作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训练，是直博生培养的主

要环节。包括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科学实验（或科研调查、工程设计）、

撰写论文等部分。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最好

在入学后的一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于第三学期提出学

位论文的选题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全教研组）广泛听取意见。

经导师同意，教研室审订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是：论文的选题应具有学科前沿和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结果应有创新性并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195 

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能力。论文工作要在导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要定期报告论文进展；要有至少 2 篇阶段性论文在

学校规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初稿完成后，由导师审阅，召开论文报告会，

发挥集体指导力量，提出意见、修改补充，最后定稿后要达到要求。学位

论文评阅、答辩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六）预答辩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细则》相关最新文件要

求执行。 

（七）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直博生修满学分，完成博士课题研究，学术成果达到学校及学院制定

的相关要求规定，可申请毕业和授予相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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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  

发酵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203） 

一、学科简介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于 1963 年林产化学加工系制浆组，1982 年

招收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研究生，2002 年获批制浆造纸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00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自设目录外印刷与包装工程二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2013 年自设目录内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遴选为江苏省重

点学科。 

发酵工程学科是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重点发展的二级学科，学科

依托林学（A+）、林业工程（A+）、生物学优势学科，以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与医药学科为支撑，坚持“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的理念，紧密结合

国家“双碳”战略，以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重大需求为目标，主要面向森

林生物资源，开展资源全质生物利用、高效生物转化研究，已形成本硕博

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和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研究格局。 

二、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批

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具有

国际视野的研究型发酵工程人才。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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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

身心健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

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3、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发酵工程学科基础理

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深入了解发酵工程领域科技前沿；通过参与科

学研究及工程实践，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

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发酵工程的科学问题和复杂工程问题。 

4、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

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林业资源生物转化与利用 

该方向主要开展林业生物资源到环境友好的化学品、能源产品及

其它生物基产品的生物转化与利用方面的研究。 

（二）微生物与酶工程 

该方向主要开展生物制造、生物加工用微生物资源、酶资源的挖

掘、改造、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三）食品与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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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向主要开展农林食品化学、营养、加工、贮藏、安全及其酿造

等方面的研究。 

（四）合成生物学 

该方向主要开展林源生物活性物质的合成途径解析、人工细胞工

厂构建及其发酵生产等方面的研究。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

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 9 学分，

非学位课程（选修课）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学位课程包

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

讨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在本学科或学院组织的研究生学术论坛上做读

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参加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不少于 1 次（至

少需张贴墙报）。 

发酵工程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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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课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4 学分 

23495 高级食品化学（博） 2 学分 

24051 现代生物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2051 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6 学分 

22059 发酵学科论坛（博士必选） 2 学分 

12068 高级微生物学 3 学分 

12069 菌物学研究进展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22021 植物资源的生物转化 2 学分 

22053 生物质生物转化理论与技术 2 学分 

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2 学分 

23385 发酵过程优化技术 2 学分 

23369 生物基化学品 2 学分 

13563 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 2 学分 

13571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 2 学分 

13566 食品高新技术专题 2 学分 

13568 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分离与纯化 2 学分 

13569 功能性食品研究进展 2 学分 

22052 生物催化专题 2 学分 

13570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题 2 学分 

23311 生物分离原理和过程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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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高等生物化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基础生物化学知识的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在已有的生物

化学知识基础上，通过学习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蛋

白质和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内容，使学生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与理解生物化学

的基本原理、现象与事实。强化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提高学

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和开展科学研究打

下坚实的生物化学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 5 个模块：蛋白质结构功能及研究技术模块，包

括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寻靶、蛋白质研究技术等，

基因结构及研究技术模块，包括基因和染色体、基因研究技术等，生物膜

与信号转导模块，包括生物膜与跨膜转运、生物信号转导等，基因表达与

代谢调控模块，包括基因表达的调控、代谢调节策略等；食品全生命周期

生物化学基础模块，包括食品原料生产过程，食品原料采后、宰后、加工

后的生物化学。 

2、高级食品化学（博） 

（1）课程介绍 

23546 分子营养学 2 学分 

52036 农业经济研究 3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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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从化学角度和分子水平上研究食品的化学组成、结构、理化

性质、以及它们在生产、加工、贮藏和运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的一门基础

课程。本课程为研究生从事食品与发酵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与

研究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灵活运用学习的

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介绍以下各方面的的最新研究进展：水分与

分子移动性、食品纳米材料、碳水化合物化学、食品油脂化学、蛋白质化

学、多酚成分化学以及次生代谢产物化学。主要介绍上述专题中涉及物质

的结构、性质，在储藏加工中化学变化及其研究方法与新技术。着重介绍

各类物质的研究热点，并以案例方式介绍研究进展。 

3、现代生物技术－博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使学生熟悉生物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和方法，了解生物技术

在农业、人类健康、能源、环境，特别是食品领域的作用和成果，认识生

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生物技术发明

创新保护与生物安全性政策，从而系统化形成完整的生物技术知识体系。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生物技术总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

发酵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生物技术与农业、生物技术与食品、生

物技术与人类健康、生物技术与能源、生物技术与环境以及生物技术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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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生物安全性等。 

4、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1）课程简介 

代谢工程是根据已知细胞代谢网络知识对细胞代谢途径进行合理设

计，并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细胞代谢途径以及代谢途径调控进行改造以

积累目的产物的应用学科。合成生物学是通过人工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学

元件来合成新的生物学系统，例如酶分子、基因环路、甚至生命；或是改

造自然界存在的生物系统和生物过程。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代谢工程与合成

生物学两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的发展历史、研究思路、技术

策略和应用领域及发展方向。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代谢工程发展史及基本概念，讲授代谢

工程发展史、代谢工程定义、代谢工程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代谢工程的研

究内容，讲授底物到产物代谢途径的评价方法、代谢工程的组合策略、代

谢流分析和代谢流控制；合成生物学发展史与代谢工程的关系；合成生物

学模块化的设计，讲授模块化设计的理念，介绍生物元件、生物装置；合

成基因网络，介绍合成生物学的基因线路（级联，回路，振荡器等）、基

因网络，合成生物系统，介绍合成基因组和精简基因组的概念、策略和应

用；合成生物的应用领域，介绍合成生物学在生物化学品、生物材料、生

物能源、生物医药以及环境和农业方面的应用；合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合成生物学与代谢工程研究实例。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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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的教

学实践（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研究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

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

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

辩。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

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基础，是保障学位论文质

量的重要环节。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开题时间不得晚于第四学期末，开题由

本学科统一组织，集体开题，杜绝导师个人组织开题。 

博士研究生开题审核小组应由 5 人以上组成（也可多于 5 人，人数应

为奇数，导师不可作为小组成员），且至少有 2 名校外正高级同行博导参

与。开题审核小组对开题报告进行评价，做出是否通过的结论并提出修改

意见。如当次开题不通过，不少于三个月方可再次申请，连续三次未通过，

报研究生院，按规定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其它有关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的相关要求按照《南

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的有关规定（试行）》执行。 

（三）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论会，讨论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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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四）预警考核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五）预答辩 

按照《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细则》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 执行。 

（六）答辩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细则》相关最新文

件要求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博士课题研究，学术成果达到《南京林业

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学术成果规定》及《南京林业大学轻工

与食品学院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的要求》相关文件的要求，

可申请毕业和授予相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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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  

发酵工程直博生培养方案（082203） 

一、学科简介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于 1963 年林产化学加工系制浆组，1982 年招

收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研究生，2002 年获批制浆造纸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200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自设目录外印刷与包装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013 年自设目录内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轻

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遴选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 

发酵工程学科是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重点发展的二级学科，学科

依托林学（A+）、林业工程（A+）、生物学优势学科，以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与医药学科为支撑，坚持“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的理念，紧密结合

国家“双碳”战略，以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重大需求为目标，主要面向森

林生物资源，开展资源全质生物利用、高效生物转化研究，已形成本硕博

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和上中下游全产业链研究格局。 

二、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批

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具有

国际视野的研究型发酵工程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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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

身心健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

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3、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发酵工程学科基础理

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深入了解发酵工程领域科技前沿；通过参与科

学研究及工程实践，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

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发酵工程的科学问题和复杂工程问题。 

4、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

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林业资源生物转化与利用 

该方向主要开展林业生物资源到环境友好的化学品、能源产品及

其它生物基产品的生物转化与利用方面的研究。 

（二）微生物与酶工程 

该方向主要开展生物制造、生物加工用微生物资源、酶资源的挖

掘、改造、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三）食品与发酵工程 

该方向主要开展农林食品化学、营养、加工、贮藏、安全及其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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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研究。 

（四）合成生物学 

该方向主要开展林源生物活性物质的合成途径解析、人工细胞工

厂构建及其发酵生产等方面的研究。 

四、学习年限 

直博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

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直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

于 12 学分（其中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参加所在课题

组专题研讨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在本学科或学院组织的研究生学术

论坛上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参加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不

少于 1 次（至少需张贴墙报）。 

发酵工程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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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课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12 学分 

23495 高级食品化学（博） 2 学分 

24051 现代生物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2051 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2 学分 

73319 数值分析 
3 学分 

73342 高等有机化学 3 学分 

23311 生物分离原理和过程 2 学分 

23384 发酵工程 2 学分 

13563 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必修非学位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3 学分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22059 发酵学科论坛（博士必选） 2 学分 

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2 学分 

12068 高级微生物学 3 学分 

12069 菌物学研究进展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22021 植物资源的生物转化 2 学分 

22053 生物质生物转化理论与技术 2 学分 

23385 发酵过程优化技术 2 学分 

23369 生物基化学品 2 学分 

13571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 2 学分 

13566 食品高新技术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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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高等生物化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基础生物化学知识的深化和进一步提高。学生在已有的生物

化学知识基础上，通过学习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蛋

白质和核酸的生物合成等内容，使学生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与理解生物化学

的基本原理、现象与事实。强化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提高学

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和开展科学研究打

下坚实的生物化学基础。 

13568 天然生物活性物质分离与纯化 2 学分 

13569 功能性食品研究进展 2 学分 

22052 生物催化专题 2 学分 

13567 现代食品科学技术进展 2 学分 

13570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题 2 学分 

13569 功能性食品研究进展 2 学分 

23550 益生菌与发酵食品专题 2 学分 

23555 林源食品生物加工专题 2 学分 

23546 分子营养学 2 学分 

93301 文献检索与利用 1 学分 

93302 科技写作 1 学分 

52036 农业经济研究 3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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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 

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 5 个模块：蛋白质结构功能及研究技术模块，包

括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寻靶、蛋白质研究技术等，

基因结构及研究技术模块，包括基因和染色体、基因研究技术等，生物膜

与信号转导模块，包括生物膜与跨膜转运、生物信号转导等，基因表达与

代谢调控模块，包括基因表达的调控、代谢调节策略等；食品全生命周期

生物化学基础模块，包括食品原料生产过程，食品原料采后、宰后、加工

后的生物化学。 

2、高级食品化学（博）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从化学角度和分子水平上研究食品的化学组成、结构、理化

性质、以及它们在生产、加工、贮藏和运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的一门基础

课程。本课程为研究生从事食品与发酵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与

研究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灵活运用学习的

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介绍以下各方面的的最新研究进展：水分与

分子移动性、食品纳米材料、碳水化合物化学、食品油脂化学、蛋白质化

学、多酚成分化学以及次生代谢产物化学。主要介绍上述专题中涉及物质

的结构、性质，在储藏加工中化学变化及其研究方法与新技术。着重介绍

各类物质的研究热点，并以案例方式介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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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生物技术－博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使学生熟悉生物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和方法，了解生物技术

在农业、人类健康、能源、环境，特别是食品领域的作用和成果，认识生

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生物技术发明

创新保护与生物安全性政策，从而系统化形成完整的生物技术知识体系。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生物技术总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

发酵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生物技术与农业、生物技术与食品、生

物技术与人类健康、生物技术与能源、生物技术与环境以及生物技术发明

创新与生物安全性等。 

4、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1）课程简介 

代谢工程是根据已知细胞代谢网络知识对细胞代谢途径进行合理设

计，并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细胞代谢途径以及代谢途径调控进行改造以

积累目的产物的应用学科。合成生物学是通过人工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学

元件来合成新的生物学系统，例如酶分子、基因环路、甚至生命；或是改

造自然界存在的生物系统和生物过程。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代谢工程与合成

生物学两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的发展历史、研究思路、技术

策略和应用领域及发展方向。 

（2）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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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代谢工程发展史及基本概念，讲授代谢

工程发展史、代谢工程定义、代谢工程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代谢工程的研

究内容，讲授底物到产物代谢途径的评价方法、代谢工程的组合策略、代

谢流分析和代谢流控制；合成生物学发展史与代谢工程的关系；合成生物

学模块化的设计，讲授模块化设计的理念，介绍生物元件、生物装置；合

成基因网络，介绍合成生物学的基因线路（级联，回路，振荡器等）、基

因网络，合成生物系统，介绍合成基因组和精简基因组的概念、策略和应

用；合成生物的应用领域，介绍合成生物学在生物化学品、生物材料、生

物能源、生物医药以及环境和农业方面的应用；合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合成生物学与代谢工程研究实例。 

5、发酵工程 

（1）课程简介 

发酵工程课程主要内容涵盖了从微生物菌种选育和培养、发酵培养基

设计、发酵工艺类型及发酵过程参数控制到发酵产物提取等整个发酵生产

过程，课程内容丰富，涉及面较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本课程

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发酵工程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

将新概念和具体科研与生产经验进行整合、精炼，使学生在掌握发酵调控

的基本理论和手段的基础上，能够设计高效、绿色的生物过程产品研究技

术路线和调控思路，最终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分析、解决发酵研究和生产中

遇到的问题，将生物高新技术应用于食品与发酵领域的高素质复合人才。 

（2）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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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发酵工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发酵

工程研究的生物学与工程学基础、特点；用于工业生产菌种的要求和特点、

土壤中目的微生物的筛选、诱变育种、菌种改造、种子的扩大培养；培养

基的类型及功能、发酵培养基的成分及来源、培养基的设计及优化；发酵

过程操作的分类、发酵过程的中间分析、发酵过程机制代谢及控制、发酵

过程的 pH 控制、温度变化及其控制、发酵过程中搅拌及其作用、发酵过

程泡沫的形成与控制、染菌的防治；微生物对氧的需求、反应器中氧的平

衡、传递与调节、溶氧、摄氧率可 KLa 的测定及影响 KLa 的因素、发酵

过程中氧浓度的变化及其对产物合成的影响、厌氧发酵；发酵设备介绍、

发酵工程优化与放大研究基础、发酵工程优化控制的方法和手段；微生物

工程下游加工工程的特点、发酵产物分类与提取的一般程序、发酵液预处

理、微生物细胞破碎；追踪国内外现代先进发酵技术在食品领域中的研究。 

7、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 

（1）课程简介 

《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系统地阐述食品加工与制造过程涉及的主要

工艺原理和技术进展。内容包括绪论，食品加工、制造的主要原料特性及

其保鲜，食品热处理和杀菌，食品的非热杀菌与除菌，食品的低温处理与

保藏，食品的干燥，食品浓缩和结晶，食品的微波处理，食品的辐照，食

品的发酵、腌渍和烟熏，食品的化学保藏，食品包装。 

（2）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超高温杀菌、欧姆杀菌、辐射杀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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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等离子杀菌、脉冲电场杀菌的作用原理及加工工艺；食品低温保藏的

基本原理、食品冷藏和冻藏工艺及控制、冷冻干燥、冷冻浓缩、流化冷冻

技术的应用；食品干燥的目的和基本原理，食品干燥的方法及控制；食品

蒸发浓缩、冷冻浓缩和膜浓缩原理，食品结晶的基本原理与控制；食品微

波加热原理、微波技术的应用与安全；辐照的基本原理、食品的辐照效应

与辐照保藏原理；食品腌渍保藏原理、食品发酵控制、食品烟熏技术及质

量控制；挤压蒸煮、气流膨化、变温压差膨化的基本原理及过程质量控制；

食品包装的功能、包装材料、无菌包装技术、软罐头包装技术。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直博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的教

学实践（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直博研究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

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

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

辩。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直博研究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

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直博研究生开题报告是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的基础，是保障学位论文质

量的重要环节。本学科直博研究生开题时间不得晚于第四学期末，开题由

本学科统一组织，集体开题，杜绝导师个人组织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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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博研究生开题审核小组应由 5 人以上组成（也可多于 5 人，人数应

为奇数，导师不可作为小组成员），且至少有 2 名校外正高级同行博导参

与。开题审核小组对开题报告进行评价，做出是否通过的结论并提出修改

意见。如当次开题不通过，不少于三个月方可再次申请，连续三次未通过，

报研究生院，按规定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其它有关博士生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的相关要求按照《南京

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的有关规定》文件执行。 

（三）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论会，讨论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

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四）学位论文预警考核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五）预答辩 

按照《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细则》 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六）学位论文答辩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细则》相关最新文

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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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直博研究生修满学分，完成博士课题研究，学术成果达到《南京林业

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学术成果规定》及《南京林业大学轻工

与食品学院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的要求》相关文件要求，

可申请毕业和授予相应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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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  

印刷与包装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2Z1） 

一、 学科简介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于 1963 年林产化学加工系制浆组，1982 年招

收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研究生，2002 年获批制浆造纸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200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自设目录外印刷与包装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013 年自设目录内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轻

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遴选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 

印刷与包装工程是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下最具特色的二级学科，

成为一级学科的强有力支撑。充分利用自身交叉学科的优势，与林业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特色优势学科深度融合，发展以低碳

资源为核心的智能、环保、功能、特色型印刷与包装技术，破解印刷与包

装工程学科系列技术难题，服务与推动国家在印刷与包装工程领域实现低

碳和智能制造。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培

养模式，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 培养目标 

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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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与包装及相关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为印刷与包装工程行业发展进步努力奉献的精神。 

3、掌握印刷与包装工程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

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

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成果的能力；能应用印刷与包装学科的知识，

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与本学科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印刷与包装工

程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 研究方向 

（一）印刷包装材料 

在功能性印刷材料与生物质包装材料研发领域，南京林业大学一直处

于国内领先的位置。印刷材料方向以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为依托，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①功能性印刷材料及其印刷适性研究；②新型绿色环保

印刷材料研发与应用；③柔性印刷电子材料及印刷制造工艺技术。包装材

料研究与制浆造纸方向、木材科学与技术和食品科学等方向紧密对接，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①生物质基包装材料的研发与应用：②新型绿色环保包



 219 

装材料的研发：③食品药品包装材料及智能包装技术；④新型绿色环保包

装材料的性能、环境效应测试和安全性评估。 

（二）数字图文信息处理 

图文信息处理及色彩再现方向是我校印刷与包装工程特色研究方向

之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高保真分色机理的研究与分色模型构建；②

艺术品数字化及高保真复制与防伪③③跨媒体色彩精确再现与色彩管理

技术；④基于图像分析的印刷质量控制。 

（三）印刷包装数字化工作流程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印刷与包装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印刷数字化逐

步普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数字印刷在线集成管理与服务平台的构建；

②油墨预置机制与技术的研究；③印刷与包装一体化流程控制；④包装印

刷产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四）包装系统设计 

包装系统设计方向的研究主要包括：①特种包装的结构设计；②物流

运输缓冲包装设计；③智能化包装系统设计；④创意包装与销售包装设计。 

四、 学习年限和时间安排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

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 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说明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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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

分）。 

说明：1、制订培养计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

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学分；2、博士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

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

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

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 

印刷与包装工程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3560 功能包装材料学 2 学分 

4 学分 

22050 色彩再现理论与应用 2 学分 

23559 智能包装技术 2 学分 

23350 图像复制过程控制 2 学分 

23341 材料分子结构与印刷适性 2 学分 

22058 创意包装与销售包装设计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6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23359 制浆造纸专题 2 学分 

23558 3D 打印技术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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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团队指导，鼓励海内外合作培

养，实行导师组联合指导模式。 

（一）教学实践 

博士生培养应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采用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

采取导师和以导师为首的指导小组集体相结合的方法，发挥导师、指导小

组和博士生三个方面积极性。指导小组应由不同学科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人

员组成。 

对博士生的培养以科学研究为主，结合导师的科研任务、国家的科研

项目或当代学科的前沿问题作为博士生论文课题。研究生要参加学校、学

23354 印刷质量分析与控制 2 学分 

43409 纳米材料 2 学分 

22041 印刷与包装科学导论 2 学分 

23554 木质纤维素功能材料 2 学分 

23556 表面与界面化学 2 学分 

23347 色彩视觉分析 2 学分 

23356 纸的结构与性能 2 学分 

23327 离子交换与吸附 2 学分 

23552 纤维与纸基功能材料 2 学分 

23553 生物质化工与材料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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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所统一规定的政治学习、形势教育，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注重个性发

展，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课程教学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注意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动手能力和写作；独立完

成学位论文，注意培养实事求是、严格、细致和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作风，

严谨治学的态度；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博士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

学实践（如讲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计等）。

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

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

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博士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

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发表与学位论文

相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参见《南京林业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

位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修订)》。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

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综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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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语考试，以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

采用笔试或口试的方式。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

以上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的内容。口试可组织由 3～5 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小

组（有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教师组成）结合开题报告进行。对研究

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该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博士生一般应于入学一年后（或学位论文准备开始工作前）进行综合

考试。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未通过者，停止做博士

论文，终止其学业。综合考试的试题、答案，口试记录、评语及成绩交研

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预警考核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四）学位论文 

论文工作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训练，是博士生培养的主

要环节。包括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科学实验（或科研调查、工程设计）、

撰写论文等部分。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最好

在入学后的一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于第三学期提出学

位论文的选题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全教研组）广泛听取意见。

经导师同意，教研室审订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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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是：论文的选题应具有学科前沿和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结果应有创新性并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能力。论文工作要在导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要定期报告论文进展；要有至少 2 篇阶段性论文在

学校规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初稿完成后，由导师审阅，召开论文报告会，

发挥集体指导力量，提出意见、修改补充，最后定稿后要达到要求。学位

论文评阅、答辩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五）预答辩 

预答辩申请及要求按学校及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及学院的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照学校及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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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  

印刷与包装工程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2Z1） 

一、学科简介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源于 1963 年林产化学加工系制浆组，1982 年招

收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研究生，2002 年获批制浆造纸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200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自设目录外印刷与包装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2013 年自设目录内发酵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轻

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于 2012 年、2016 年和 2022 年遴选为江苏省重点

学科。 

印刷与包装工程是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下最具特色的二级学科，

成为一级学科的强有力支撑。充分利用自身交叉学科的优势，与林业工程、

轻工技术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特色优势学科深度融合，发展以低碳

资源为核心的智能、环保、功能、特色型印刷与包装技术，破解印刷与包

装工程学科系列技术难题，服务与推动国家在印刷与包装工程领域实现低

碳和智能制造。为适应国内外生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硕博连读研究生培

养模式，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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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印

刷与包装及相关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为印刷与包装工程发展努力奉献的精神。 

3、掌握印刷与包装工程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

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

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成果的能力；能应用印刷学科和包装学科的知

识，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与本学科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印刷与包

装工程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印刷包装材料 

在功能性印刷材料与生物质包装材料研发领域，南京林业大学一直处

于国内领先的位置。印刷材料方向以轻工技术与工程一级学科为依托，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①功能性印刷材料及其印刷适性研究；②新型绿色环保

印刷材料研发与应用；③柔性印刷电子材料及印刷制造工艺技术。包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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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与制浆造纸方向、木材科学与技术和食品科学等方向紧密对接，主

要研究内容包括：①生物质基包装材料的研发与应用：②新型绿色环保包

装材料的研发：③食品药品包装材料及智能包装技术；④新型绿色环保包

装材料的性能、环境效应测试和安全性评估。 

（二）数字图文信息处理 

图文信息处理及色彩再现方向是我校印刷与包装工程特色研究方向

之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高保真分色机理的研究与分色模型构建；②

艺术品数字化及高保真复制与防伪；③跨媒体色彩精确再现与色彩管理技

术；④基于图像分析的印刷质量控制。 

（三）印刷包装数字化工作流程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印刷与包装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印刷数字化逐

步普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数字印刷在线集成管理与服务平台的构建；

②油墨预置机制与技术的研究；③印刷与包装一体化流程控制；④包装印

刷产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四）包装系统设计 

包装系统设计方向的研究主要包括：①特种包装的结构设计；②物流

运输缓冲包装设计；③智能化包装系统设计；④创意包装与销售包装设计。 

四、学习年限和时间安排 

直博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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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 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直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

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

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 

说明：1、制订培养计划时，如学位课学分多于要求的最低学分，则

多出的学分可抵充非学位课学分；2、直博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

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

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

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印刷与包装工程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3560 功能包装材料学 2 学分 

12 学分 

23341 材料分子结构与印刷适性 2 学分 

23559 智能包装技术 2 学分 

23354 印刷质量分析与控制 2 学分 

22050 色彩再现理论与应用 2 学分 

23350 图像复制过程控制 2 学分 

43439 缓冲包装理论与设计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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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1 印刷与包装科学导论 2 学分 

43301 包装材料力学 2 学分 

43409 纳米材料 2 学分 

23356 纸的结构与性能 2 学分 

73301 材料表面与界面 2 学分 

22058 创意包装与销售包装设计 2 学分 

23359制浆造纸专题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13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必选） 1 学分 

73319 数值分析 2 学分 

23498 油墨化学 2 学分 

23558 3D 打印技术 2 学分 

23556 表面与界面化学 2 学分 

23356 纸的结构与性能 2 学分 

23347 色彩视觉分析 2 学分 

23553 生物质化工与材料 2 学分 

23554 木质纤维素功能材料 2 学分 

23380 有机化合物色谱分析 2 学分 

23416 有机化合物波谱分析 2 学分 

23368 生物质高分子材料学 2 学分 

43439 缓冲包装理论与设计 2 学分 

43301 包装材料力学 2 学分 

23552 纤维与纸基功能材料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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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直博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团队指导，鼓励海内外合作培

养，实行导师组联合指导模式。 

（一）教学实践 

采用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直博研究生培养应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作

用，指导方式采取导师和以导师为首的指导小组集体相结合的方法，发挥

导师、指导小组和直博研究生三个方面积极性。指导小组应由不同学科的

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组成。 

对直博研究生的培养以科学研究为主，结合导师的科研任务或国家的

科研项目或当代学科的前沿问题作为直博研究生论文课题。研究生要参加

学校、学科所统一规定的政治学习、形势教育，树立良好的科学道德。注

重个性发展，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课程教学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注意培养直博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动手能力和写

作；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注意培养实事求是、严格、细致和理论与实践统

一的作风，严谨治学的态度；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开阔视野、活

跃学术思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93301 文献检索与利用 2 学分 

93302 科技写作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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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博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

的教学实践（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导毕业设

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直博研究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

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社

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

行论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直博研究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

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直博研究生在学

期间应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体要求参见《南京林业大学关

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修订)》。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

进行口头汇报。直博研究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

执行。 

直博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次综合

考试和外语考试，以取得进入学位论文工作的资格。直博研究生业务综合

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

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

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

并进行，组织由 3～5 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有基础、专业基础、专业

课程教师组成）结合开题报告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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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直博研究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三分之二专家通过为合格。 

直博研究生一般应于入学一年后（或学位论文准备开始工作前）进行

综合考试。综合考试未通过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未通过者，停止做

博士论文，终止其学业。综合考试的试题、答案，口试记录、评语及成绩

交研究生院统一存档。 

（三）预警考核 

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最新文件

要求执行。 

（四）学位论文 

论文工作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的综合训练，是直博研究生培养

的主要环节。包括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科学实验（或科研调查、工程设

计）、撰写论文等部分。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

生最好在入学后的一年内完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于第三学期

提出学位论文的选题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全教研组）广泛听

取意见。经导师同意，教研室审订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

工作。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是：论文的选题应具有学科前沿和对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结果应有创新性并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承担技术工作的能力。论文工作要在导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要定期报告论文进展；要有至少 2 篇阶段性论文在

学校规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初稿完成后，由导师审阅，召开论文报告会，

发挥集体指导力量，提出意见、修改补充，最后定稿后要达到要求。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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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评阅、答辩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五）预答辩 

预答辩申请及要求按学校及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和学院的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七、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照学校和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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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森林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01） 

一、学科简介 

森林工程是国家级一流学科林业工程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以森林资

源为对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技术学科，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建设的基础产业工程；学科面向森林资源开发建设、林区交通及道路

设计、林区土建工程、林区工程管理、林区工程测绘等方向，提供重要的

理论与技术支撑，培养林业工程建设相关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

业工程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

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有扎实的森林工程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掌握相关研究前沿和动态，熟悉森林工程相关实验技能和研究

方法，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事森林

工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

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

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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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

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

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门学

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门学科发展

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

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

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1）森林作业系统 

研究伐区规划设计、采运机械与工艺、森工机械系统、工程索道、生

态采运技术、森林作业工效学、森林作业与环境工程等。 

（2）道路与桥梁工程 

研究道路、桥梁智能建造和管养技术与理论，新型道路、桥梁工程材

料，绿色生态道路工程，桥面铺装设计理论及施工技术等。 

（3）环境岩土与地下工程 

研究地质灾害防治，软基与特殊土处治，边坡生态防护，地基处理新

理论与技术，隧道与地下工程等。 

（4）工程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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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竹木结构设计理论，组合结构理论，结构振动控制，结构防灾减

灾，结构耐久性理论，无损检测理论与技术等。 

（5）交通与运输工程 

研究林区与区域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与控制，道路交通安全，综合运

输系统等。 

（6）工程管理与信息化 

研究森林经济管理与信息系统，森林固碳能力，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

管理，信息化与智能建造管理，工程经济建设理论，森林资源遥感和物联

网监测等。 

（7）工程环境与生态 

研究工程环境影响评估与控制，工程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工程环境

污染控制等。 

四、培养方式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科学研究应依托导师的科研项目进行。实行导

师个别指导或导师团队指导，鼓励海内外合作培养，实行导师组联合指导

模式。 

博士生培养由导师（导师团队）负责，导师应具有充足研究经费、资

源保障和较好的科研基础。导师应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培养方式灵活多

样，提倡和鼓励相关学科交叉。导师应关心博士生的健康成长，引导并督

促博士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国家政策，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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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导师团队）负责指导博士研究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和开题内容，

博士生的培养计划应因人而异，既要符合学科研究方向的前沿，又要充分

体现个人的特点。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博士生应完成规定学分的课程学

习，以加强理论基础及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掌握

最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 

博士生应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与交流，要求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并作口头学术报告不少于 1次，以开阔科学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博士生应参加一定的教学、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有利于培养博士生

综合能力。具体时间和内容应服从导师安排。 

五、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直博生为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从第二年开始为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

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六、课程体系设置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体系设计和具体课程设置应以人才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为依

据。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拓宽知识基础与国际视野，培育科学精神

和人文素养，加强学科前沿类、交叉类等课程的设置和全英文教学，鼓

励建设整建制的全英文专业模块课程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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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

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

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森林工程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62003 森林工程学专题    2 学分 

4 学分 

62022 工程环境学专题 2 学分 

62011 环境岩土与地下工程学专题  2 学分 

62018 道路工程理论与技术 2 学分 

62021 结构工程学专题 2 学分 

62019 交通工程学专题 2 学分 

62010 工程项目管理学专题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必选） 1 学分 

6 学分 

62004 森林作业 3S 技术 2 学分 

62005 森林作业系统专题 2 学分 

62006 生态采运学专题 2 学分 

62026 高等竹木结构学    2 学分 

62008 城市地下工程 2 学分 

63315 道路线形设计理论 2 学分 

62012 路面结构分析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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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4 现代土力学 2 学分 

62016 运输工程学专题 2 学分 

62017 城市与区域交通规划 2 学分 

62020 交通管理理论与技术 2 学分 

62025 工程管理前沿   2 学分 

73319 数值分析 3 学分 

33308 断裂力学 2 学分 

33430 深度神经网络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选修课学分可以用超出的学位课学分替换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根据论文需要和导师要求，可选修一门及以上硕士研究生课程（本学

科或相关学科）。跨学科考取的博士生选修两门及以上硕士研究生专业课

程。考试通过者计相应学分。 

博士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

导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 

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

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读书（学术）报

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专业学位课名称：森林工程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森林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位课，课程主要介绍森

林工程学科内涵、森林资源建设与保护、林区道路工程建设与施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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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与木材运输工程、森林工程管理与信息化技术、森林工程环境技

术、森林作业的技术和科研方法。 

（2）教学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森林工程的内涵与任务；国内外现代林业的

概念、范畴、理论体系、技术体系和发展前景；森林营造、抚育与更新

作业、森林防火灭火以及相应的作业系统与技术；森林资源的生物利用、

非生物利用和景观利用；林区道路建设与施工、木材水陆运输的作业系

统和技术；国内外林区的规划、勘测、设计理论和方法等。 

2.专业学位课名称：工程环境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森林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位课，本门课程主要介绍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与交通土建工程）施工与运营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及解

决的措施，主要从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角度阐述土木工程施工与运营中

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 

2）课程内容 

土木工程与固体废弃物，包括：土木工程固体废弃物减量化与固体废

弃物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土木工程与噪声污染，土木工程与水资源，包

括：建筑节水与中水利用，海绵城市与市政道路，道路地表径流水污染控

制、服务区污水处理等，土木工程与大气污染，土木工程节能与碳减排，

土木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公路工程对动植物的影响与保护，土木



 241 

工程与水土保持，土木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土木工程环境保护监理，土木

工程与景观绿化等。 

3.专业学位课名称：环境岩土与地下工程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门课程为森林工程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位课，通过课程教学使博士

生了解国内外岩土与地下工程的发展前沿，掌握各种深大基坑工程支护最

新工艺方法与设计理论、隧道工程理论与技术，掌握边坡稳定性评价与滑

坡灾害分析方法、特殊土地基处理复合新技术，熟悉人工冻结技术与理论。 

（2）教学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现在岩土与地下工程前沿、深大基坑工程支护新

工艺与设计理论、盾构隧道工程理论与技术、边坡稳定性评价与滑坡灾害

分析、软土工程地基处理特殊方法与新技术开发、人工冻土理论与冻结法

新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与人工智能在岩土与地下工程中的应用等。 

4.专业学位课名称：道路工程理论与技术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森林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位课，通过课程教学使研

究生能够掌握道路规划、路线、路基、路面、养护等领域的设计内容、原

理、方法及相关应用技术，理解道路工程技术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并能创

新性地应用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 

（2）教学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外道路发展历史与现状，道路路线的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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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道路路基设计的内容和要求，路面设计的方法、原理和设计程序，

道路地基处理的原理、常用方法和方案设计，道路系统规划与设计，大跨

径钢桥桥面铺装技术，道路病害及养护对策，智能路面技术发展等。 

5.专业学位课名称：结构工程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森林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位课。它对土木工程中具

有共性的结构体系、力学分析、设计理论和建造技术等相关专题进行综合

性、前沿性的探讨，是结构工程的热点和前沿领域内容。 

（2）教学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绿色生物质及高性能混凝土材料、大跨空间结构、

现代预应力结构体系、超高、超柔、复合结构体系及设计理论、结构工程

的减灾防灾及防护工程、地下工程结构、现代结构试验技术、土木工程安

全预警及健康监测、结构工程可靠度、结构耐久性及寿命评估等。 

6.专业学位课名称：交通工程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专业学位课，主要围绕交通工程学领域所涵盖的内容，以

专题形式介绍该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前沿技术及其具体应用现状。有针对性

的去寻求和认识“人-车-路-环境”协同一致的规律和理论，从交通系统规

划、交通设计、交通建设与管理、交通运营、智慧交通等角度学习解决交

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其任务是通过各个专题中的国内外案例对比及前沿

理论技术分析，启发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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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交通工程学概述，道路交通规划，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静态交通

规划及城市公共交通，智能运输系统及其发展。 

7.专业学位课名称：工程项目管理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专业学位课。通过学习本课程的理论知识，可使学生掌握在

工程项目管理中全方位全过程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协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培养学生解决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的全过程项目管理问题的能力；同时结

合典型案例和课程领域发展，帮助学生理解在经济市场化、竞争全球化的

新环境下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了解工程项目管理领域前沿技术和热点

问题，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2）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互动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工项目管

理的系统概念；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方式；熟悉工程项目策划、实施与

控制过程和管理手段；理解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的含义和重要性；掌握建

筑智慧运维的前沿理论与技术。 

七、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如担任助教，协助指导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

单位、科研基地参加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参加

教学或生产实践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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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博士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并提交书面开

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

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开题报告会由学院或学科统一

组织，集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次，可根据需要增加安排。博士生应在

开题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并听取意见，开题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

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论文选题确定后，博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拟订具体工作计划，博

士生应就论文进展情况定期与导师讨论。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

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

笔试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

容。口试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

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学位论文预警考核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

要针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科

不少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 

（四）预答辩 

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由导师审阅，论文应语言通顺、简练，数据可靠，

图表清楚，格式规范，准确地表达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提出研究结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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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经导师同意后，博士生应在学院或学科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出学位

论文预答辩申请，按学校相关规定完成并通过预答辩。 

（五）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要求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研究过程中，应取得与学位论文

相关的学术成果，具体要求以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学

术成果要求为准。学位论文预答辩通过后，应按照预答辩意见认真完成修

改，经导师同意后申请论文查重和盲审。论文盲审通过后必须按照盲审专

家建议完善，经导师审核同意后方可申请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八、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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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木材科学与技术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02） 

一、学科简介 

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林

业工程一级学科的核心二级学科。1981 年获得国务院首批硕士学位授予

权，1998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京林业大

学“林业工程”学科获评 A+等级。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是国内一流、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学科，学科整体实力和研究水平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始终保持领

先地位。当前，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学科不断拓宽研

究领域，形成了以下六个稳定的研究方向：1）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2）

木质复合材料；3）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4）绿色胶黏剂与涂料；5）木

结构与建筑；6）生物质热化学转化。 

二、培养目标 

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德育为先、育

人为本，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木

材科学与技术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具

体要求： 

1、品德素质：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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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热爱祖

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诚实守信，身

心健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

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木竹产业科技进步的需要，掌握

本学科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木质复合材料、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绿色

胶黏剂与涂料、木结构与建筑、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等研究领域的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

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和技能，具有独立地、创造

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并能在

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

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一）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 

研究木材（含竹材）形成机理，利用谱学、基因技术等对木材进行分

类和识别；木材多尺度结构对木材性能的影响机制；木材组织构造内的介

质能量迁移及互作规律；木材细胞壁物理力学特性以及宏观-微观性能的

内在关系；细胞壁超微结构及其化学成分微区分布；木材细胞壁功能化因

子可控修饰机理。研发木材强化和功能化改性技术、高品质实木及制品高

效低碳加工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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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质复合材料 

研究以木材、竹材、农作物秸秆等木质单元为主体的复合材料重组复

合机制；木质单元与功能单元的复合结构设计；单元性质、复合工艺、界

面特性、产品结构对木质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机制；外界环境作用下木质

复合材料的响应机制等。研发木质单元与多元功能单元高强度复合技术、

高性能结构型和功能型木质复合材料低碳制备技术、木质复合材料循环再

利用技术等。 

（三）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 

研究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分子构效关系、相互作用机理、反

应特性；农林生物质全组分绿色分离、溶解改性的理论与方法；生物质先

进功能材料的构建理论与方法；农林生物质原料的可控修饰、功能化因子

的互作机制、功能特性响应与调控机制等。研究农林生物质原料组分绿色

低碳解离技术、生物质先进材料定向合成及功能化改性关键技术等。 

（四）绿色胶黏剂与涂料 

研究新型绿色胶黏剂与涂料的合成与改性机理，及其与木材、竹材和

农作物秸秆等木质单元重组界面调控及复合机制；木竹产品制造和使用过

程中 VOC 释放机制等。研发新型木材绿色胶黏剂与涂料低碳制备技术、

胶接技术、涂饰技术和 VOC 治理技术等。 

（五）木结构与建筑 

研究木竹材料本构关系模型、工程材料单元组合设计与优化机制、构

件及其节点承载破坏机理等基础理论。研发结构用木质构件及其连接技术、

高性能木质构件制备及性能评价技术、木结构建筑环境性能测试评价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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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技术、抗震木结构建筑结构增强技术、古建筑木构件监测与加固技术等。 

（六）生物质热化学转化 

研究生物质组分热化学转化路径与机理；热转化过程气固交互作用及

产物调控机制；生物质与其他有机固废协同转化机制等。研发生物质高效

热转化预处理技术、生物质热解气化多联产新装置和新技术、生物质气-

固-液高值化产品制备及其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中应用技术、生物质能与其

他新能源协同利用技术等。开展生物质能源系统全生命周期与碳足迹分析

等。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

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

程一般为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

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木材科学与技术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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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木材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专题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木质复合材料、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绿色胶黏剂

与涂料、木结构与建筑、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等研究方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42061 木材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专题 2 学分 

4 学分 

42062 木材物理与化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1 学分 

6 学分 

42060 木材波谱学 2 学分 

42059 木质材料流变学 2 学分 

42057 木材品质改良与低碳加工新技术 2 学分 

42002 复合材料的基体与界面 2 学分 

42006 结构和功能复合材料学 2 学分 

42067 生物质纳米材料 2 学分 

42069 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 2 学分 

42064 绿色胶黏剂与胶接技术 2 学分 

42065 绿色涂料与涂装新技术 2 学分 

42063 木结构与建筑理论 2 学分 

43334 木结构工程 2 学分 

42068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进展 2 学分 

42066 生物质碳材料开发与应用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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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教学内容：木材构造及现代识别技术、木材品质改良与木材功能化改

性技术、木质复合材料绿色制造及工程化应用技术、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

制备及应用技术、绿色胶黏剂与涂料的合成及应用技术、木竹结构建筑研

究进展、生物质能源研究进展等内容。 

2、木材物理与化学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木材密度、水分迁移、热、电、声学性质以及力学特性，木材化学组分纤

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化学结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进展。

通过课程学习，为研究生今后工作中开展木材仿生研究、功能化改良和新

材料研发夯实专业理论基础。 

教学内容：木材的密度分布及其与木材结构内在联系；木材中水分迁

移、干缩湿胀机理和经典理论模型；木材粘弹性及影响因素；木材热、电、

声学性质基础理论及应用；木材细胞壁的孔隙结构，微区分布，纤维素、

半纤维素、木质素结构及性质，分离方法及其应用，木材提取物种类、利

用及其对材性和加工的影响。 

五、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252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 

参加本学科领域国际学术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或参加本学科领

域国内学术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三）博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开题报告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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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五）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最新要求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 

（六）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七）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六、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申请应体现我校林业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导师、二级学科和学院

学位分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形成的重点节点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作用，强化

学位论文相关成果的同行评议，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

价标准。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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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木材科学与技术领域实际问题的现代技

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应

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领域

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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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相关文件最新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之一：     

1、发表 A 类论文（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

生排名前六位，或我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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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成果积分不低于 480 分，其中学术论文积分不低于 340 分。

成果类型及计分标准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学术

成果规定》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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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02） 

一、学科简介 

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林

业工程一级学科的核心二级学科。1981 年获得国务院首批硕士学位授予

权，1998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京林业大

学“林业工程”学科获评 A+等级。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是国内一流、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学科，学科整体实力和研究水平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始终保持领

先地位。当前，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学科不断拓宽研

究领域，形成了以下六个稳定的研究方向：1）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2）

木质复合材料；3）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4）绿色胶黏剂与涂料；5）木

结构与建筑；6）生物质热化学转化。 

二、培养目标 

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德育为先、育

人为本，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木

材科学与技术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具

体要求： 

1．品德素质：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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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热爱祖

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诚实守信，身

心健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

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木竹产业科技进步的需要，掌握

本学科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木质复合材料、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绿色

胶黏剂与涂料、木结构与建筑、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等研究领域的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

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和技能，具有独立地、创造

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并能在

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

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一）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 

研究木材（含竹材）形成机理，利用谱学、基因技术等对木材进行分

类和识别；木材多尺度结构对木材性能的影响机制；木材组织构造内的介

质能量迁移及互作规律；木材细胞壁物理力学特性以及宏观-微观性能的

内在关系；细胞壁超微结构及其化学成分微区分布；木材细胞壁功能化因

子可控修饰机理。研发木材强化和功能化改性技术、高品质实木及制品高

效低碳加工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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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质复合材料 

研究以木材、竹材、农作物秸秆等木质单元为主体的复合材料重组复

合机制；木质单元与功能单元的复合结构设计；单元性质、复合工艺、界

面特性、产品结构对木质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机制；外界环境作用下木质

复合材料的响应机制等。研发木质单元与多元功能单元高强度复合技术、

高性能结构型和功能型木质复合材料低碳制备技术、木质复合材料循环再

利用技术等。 

（三）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 

研究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分子构效关系、相互作用机理、反

应特性；农林生物质全组分绿色分离、溶解改性的理论与方法；生物质先

进功能材料的构建理论与方法；农林生物质原料的可控修饰、功能化因子

的互作机制、功能特性响应与调控机制等。研究农林生物质原料组分绿色

低碳解离技术、生物质先进材料定向合成及功能化改性关键技术等。 

（四）绿色胶黏剂与涂料 

研究新型绿色胶黏剂与涂料的合成与改性机理，及其与木材、竹材和

农作物秸秆等木质单元重组界面调控及复合机制；木竹产品制造和使用过

程中 VOC 释放机制等。研发新型木材绿色胶黏剂与涂料低碳制备技术、

胶接技术、涂饰技术和 VOC 治理技术等。 

（五）木结构与建筑 

研究木竹材料本构关系模型、工程材料单元组合设计与优化机制、构

件及其节点承载破坏机理等基础理论。研发结构用木质构件及其连接技术、

高性能木质构件制备及性能评价技术、木结构建筑环境性能测试评价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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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技术、抗震木结构建筑结构增强技术、古建筑木构件监测与加固技术等。 

（六）生物质热化学转化 

研究生物质组分热化学转化路径与机理；热转化过程气固交互作用及

产物调控机制；生物质与其他有机固废协同转化机制等。研发生物质高效

热转化预处理技术、生物质热解气化多联产新装置和新技术、生物质气-

固-液高值化产品制备及其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中应用技术、生物质能与其

他新能源协同利用技术等。开展生物质能源系统全生命周期与碳足迹分析

等。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

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

段，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直博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

程学分 32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基础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专

业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位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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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基础学位课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 3 学分 

6 学分 

73385 应用数理统计 2 学分 

谱学基础 2 学分 

13545 电镜技术 2 学分 

73347 仪器分析 3 学分 

专业学位课 

42061 木材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专题 2 学分 

6 学分 

43311 高级木材学（含竹材） 2 学分 

43338 木质复合材料学 2 学分 

42064 绿色胶黏剂与胶接技术 2 学分 

42063 木结构与建筑理论 2 学分 

42067 生物质纳米材料 2 学分 

42068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进展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必修课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学分 1 学分 

选修课** 

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1 学分 

12 学分 

42060 木材波谱学 2 学分 

42059 木质材料流变学 2 学分 

42057 木材品质改良与低碳加工新技术 2 学分 

42056 木材解剖学与识别技术 2 学分 

42002 复合材料的基体与界面 2 学分 

42006 结构和功能复合材料学 2 学分 

43351 竹质工程材料学 2 学分 

42069 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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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木材科学与技术研究前沿专题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木材构造与品质改良、木质复合材料、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绿色胶黏剂

与涂料、木结构与建筑、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等研究方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教学内容：木材构造及现代识别技术、木材品质改良与木材功能化改

性技术、木质复合材料绿色制造及工程化应用技术、生物质先进功能材料

制备及应用技术、绿色胶黏剂与涂料的合成及应用技术、木竹结构建筑研

究进展、生物质能源研究进展等内容。 

2、高级木材学（含竹材）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课程着重

介绍木材形成机理与木材变异，木材构造特征、木材细胞壁多维结构及其

与性质、利用的关系以及课程的前沿进展。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入

了解木材结构、性质及其变异，掌握木材结构特征及其与性质、利用的内

42070 先进智能材料与器件 2 学分 

42065 绿色涂料与涂装新技术 2 学分 

42058 木结构设计原理 2 学分 

43334 木结构工程 2 学分 

42066 生物质碳材料开发与应用 2 学分 

93301 文献检索与利用 1 学分 

93302 科技写作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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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系。 

教学内容：木材形成机理，材构造与识别新技术，木材细胞壁结构，

微区分布、木化学组成及其结构修饰、细胞壁结构与性能内在联系，木材

水分及其开启通道的途径与应用，木材声学性质及无损检测，竹材构造、

性质和利用，特种功能性木材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前沿进展。 

3、木质复合材料学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木质复合材料制造原理、制造工艺与产品性能的关系以及木质复合材料研

究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通过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木质复合材料的结构

与性能形成的内在本质，以及结构与性能的内在关系。 

教学内容：木质原料的结构与性质、木质原料改性处理、木质复合材

料界面、板坯结构设计理论、板坯成型理论、热压胶合理论以及先进木质

复合材料等内容。 

4、绿色胶黏剂与胶接技术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系统地介

绍各种新型绿色胶粘剂的反应机理、合成方法、应用配方、使用技术及目

前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新型绿色胶黏剂的结

构、性能及其内在联系，为其在新型复合材料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教学内容：胶粘剂及其胶接新技术、环氧树脂胶黏剂、不饱和聚酯胶

黏剂、聚氨酯胶黏剂、有机硅胶黏剂、橡胶胶黏剂、热熔胶和天然胶黏剂

等的反应机理、合成方法、流变特性、应用配方、使用技术及目前的研究

现状与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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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木结构与建筑理论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结构用木（竹）材及其复合材料制造原理、性能评价与本构模型、气候环

境对构件及节点性能的影响机制，木结构材料与连接技术发展趋势。通过

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木（竹）建筑构件、节点和性能的内在联系，以及环

境多参数对材料与结构性能的影响。 

教学内容：木材的变异性和统计模型、长期荷载作用下的木材强度、

气候和气候变化对木材强度的影响、木材的销连接原理以及木材和木基材

料的结构可靠度等内容。 

6、生物质纳米材料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与性质、制备生物质纳米粒子的物理和化学方

法、纳米二维薄膜材料、纳米一维材料、纳米三维凝胶材料、纳米复合材

料的合成技术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与

物化性质、各种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制备工艺和前沿应用等方面的知识。 

教学内容：纳米材料概述、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和分类、生物

质纳米粒子制备及特性、生物质纳米材料的构筑与性能、生物质纳米材料

应用、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发展前景等内容。 

7、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进展 

课程介绍：本课程是木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学位课程。着重介绍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原理、生物质能利用与碳中和的关系、生物质能源工程

与技术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通过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木质纤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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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结构与燃料品质及转化途径的关系，了解生物质能源科学理论与技术

前沿。 

教学内容：生物质结构与性质、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理论、生物质生化

转化理论、生物质能源多联产技术、典型生物质能源工程、生物质能与及

在碳中和实现过程中的应用。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 

参加本学科领域国际学术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或参加本学科领

域国内学术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三）博士业务综合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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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开题报告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五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五）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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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考核管理办法》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七）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申请应体现我校林业

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导师、二级学科和学院

学位分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形成的重点节点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作用，强化

学位论文相关成果的同行评议，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

价标准。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木材科学与技术领域实际问题的现代技

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应

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领域

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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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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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相关文件最新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之一：     

1、发表 A 类论文（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

生排名前六位，或我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

作者。 

2、学术成果积分不低于 480 分，其中学术论文积分不低于 340 分。

成果类型及计分标准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完成学术

成果规定》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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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03）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林产化

学加工工程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林

产化学加工事业，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 

（3）掌握本学科领域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开展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读、写、听、说的外语综合运用能

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一）植物资源生物化学加工 

（1）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 

开展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能源和化学品的应用基础、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开展原料预处理、纤维素酶制备、纤维素糖化、糖液发酵新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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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反应机理研究，揭示木质纤维素主要组分在生物炼制过程中的迁移规

律。研发酶解木质素增值利用技术。以降低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综合成本

为目标，开发木质纤维素多联产生物炼制集成技术。 

（2）生物质纳米材料制备与应用 

以农林生物质资源为原料，采用生物技术等方法对其中的结构多糖

（纤维素/几丁质）、蛋白质等组分进行化学或生物加工，建立生物质纳米

纤维绿色高效制备技术，在此基础上构建先进生物质纳米纤维功能材料，

研发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应用技术。 

（3）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与修饰 

解析植物体内重要次生代谢产物或活性物质生物合成途径与调控机

制，采用基因探矿技术挖掘或筛选重要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关键酶，通

过代谢工程手段实现植物重要次生代谢产物的规模化体外合成。以提高生

物活性物质功能活性和附加价值为目标，开展功能酶挖掘及其在植物体内、

体外生物合成活性物质的修饰研究。 

（4）C5 糖及其衍生物生物制备与应用 

探索 C5 糖生物转化与利用新途径，突破阿拉伯糖高效生物利用理论

与关键技术；探索 C5 糖生物与化学过程组装的衍生化及高值化利用技术；

基于细胞、组学和分子生物学多尺度解析 C5 糖模式微生物代谢网络和调

控机制，创制 C5 糖生物转化底盘细胞及技术体系；建立木糖酸全细胞催

化制备与新产品创制的技术体系，突破木糖酸产业化技术瓶颈。 

（5）植物多糖精深加工 

开展植物精深加工的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272 

建立植物半纤维素多糖生物制造功能性低聚糖、质量控制和生物活性评价

技术方法体系，开发功能性低聚糖在食品、饲料上的应用技术。开展植物

多糖分离提取、结构解析、结构修饰和生物活性研究，研发植物多糖制备

功能材料、药物、功能化学品等技术，拓宽植物多糖应用领域。 

（二）林源活性物化学与生物合成 

（1）林源活性物结构解析与活性评价 

利用现代提取分离和波谱分析技术，以森林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基

于量子化学、结构化学、药物化学与生物学等多维综合解析，开展林源黄

酮类、原花色素、生物碱、萜类等重要活性物质的发掘和结构解析，并深

入研究生物活性综合评价。 

（2）林源活性物化学合成与修饰 

开展具有重要活性和结构新颖的林源活性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发展富

有技巧性、简洁高效、规模化的全合成策略。开展化学键定向链接和断裂

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相关本质和规律，结合光化学、电化学、流化学等合

成新技术，开发具有高效、绿色、环保、经济等优点的新方法和新反应。

对林源活性天然产物进行结构修饰和结构优化，加强与药学、化学生物学

等交叉，开展相应作用机制和构效关系研究，为林源创新药物的研发奠定

基础。 

（3）林源活性物生物合成与修饰 

主要针对天然活性物质的结构特点和物化性质，筛选底物特异性强、

酶学特性优异及转化率高的新型生物酶，建立天然活性物质的生物修饰工

艺，开展修饰前后化合物的活性评价，显著提高其转化率、生物活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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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利用度和附加值；针对某些具有极高应用价值的天然活性物质，解析其

生物合成途径，开展合成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建立异源生

物合成技术体系。 

（4）林源药物发现与创制 

应用植物化学分离技术，集成高通量制备技术、高通量结构鉴定技术、

高通量活性筛选技术，建立林源活性化合物快速发现的方法；开展林源药

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提取分离、结构测定、化学合成、结构修饰、构效

关系及药理活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对新发现或改造后的具有开发应用潜

力的林源药物开展产业化研究，突破制约产品实用化的关键技术瓶颈，通

过与相关企业紧密合作，开发林源药物及大健康产品，形成一套科学的研

究林源药物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的方案。 

（三）生物质能源与化学品 

（1）生物质能源燃料 

重点开展生物质选择性催化热转化及其产物定向调控方法，生物质气

化联产可燃气、木醋液和焦油、生物质炭技术，生物质气化液化产物提质

改性与分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2）生物质平台化合物 

围绕乙酰丙酸酯等重要生物质平台化合物的单体结构特征，探讨生物

质平台化合物的合成途径，阐明生物质平台化合物的合成机制，重构经济

高效的生物质平台化合物合成途径，形成可产业化的核心共性关键技术。 

（3）生物质精细化学品 

重点开展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绿色化学催化降解，树木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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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植物精油等非木质成分的衍生与高值化利用，构建新型催化剂及催化

体系，研究高附加值生物质精细化学品的定向合成。 

（四）生物基功能材料 

（1）生物质炭材料 

开展生物质炭材料的结构、制备和应用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深化

生物质炭化、活化理论和技术；突破生物质炭材料在能源储存和转化的关

键技术，推动超级电容器活性炭产业化；创建和发展生物质炭材料的纳米

化理论和技术；以表面结构和孔隙结构调控为基础，研究开发以生物质炭

材料为基础的新型高效分离和催化材料；以木屑、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为原

料制备高比表面积炭作为超级电容器炭和功能催化剂载体；进一步研究拓

展生物质炭材料在环保、医药和健康等领域的应用与开发。 

（2）纤维素纳米材料 

探索纤维素溶解及化学利用研究，重点开展纤维素无机盐溶解体系并

制备功能化水凝胶和气凝胶。研究具有抗冻、抗干和导电性能的功能化水

凝胶，如用于医药、电化学等领域；研究纤维素气凝胶在 VOC 气体净化、

污水处理和油水分离方面的应用。 

（3）生物医学材料 

开展林木生物质纳米材料的精准构筑及机理研究，使其符合生物医学

领域中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其深层次增值增效。深化林木生物基药物

载体系统的理论与技术，突破当前药物载体系统靶向特异性、生物相容性

等关键技术难题，构建和发展林木生物基智能响应纳米载体，实现药物的

可控释放和高效递送，提高药物的利用率和成药性，增强恶性肿瘤、糖尿



 275 

病、感染和炎症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助力我国“人口与健康”重点领域

的快速发展。 

（4）生物基光电材料 

生物基光电材料的发展需要注重化学、材料、物理等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以特定功能为导向开展生物基光电材料微观结构设计和宏观结构调控，

注重生物基光电材料分子能级调控和电子结构设计，注重合成化学与材料

基因组技术的紧密结合，促进林业生物质从结构材料到功能材料的创新，

优化生物基光电器件界面工程，探索生物基光电材料面向高新技术领域的

实际应用。 

（5）生物基分离与催化材料 

以废弃生物质体内含有的有机碳源及金属矿物质元素进行二次加工

制备生物质碳负载型金属催化剂或改性功能化催化剂，再以废弃生物质资

源气化获得的碳基小分子为原料，进行传统的费托合成或二氧化碳资源化

利用，实现环保经济效益和零碳排放的终极目标。利用纤维素等生物基材

料与无机功能材料制备混合矩阵膜或新型复合膜，研究其在气体分离、水

处理、阻氧和食品包装等领域的应用。 

（五）林产精细化学品 

（1）萜类化学品 

主要开展萜类化合物高值化利用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开展萜烯类分离、

纯化新技术，开展萜类化合物结构修饰反应机制研究，研究萜类衍生物结

构与功能之间的构效关系，开发萜烯类化合物的异源生物合成技术体系，

开发新型萜烯类香料、手性配体、手性催化剂、新型生物活性化合物，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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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萜类化合物在医药、农药、食品、涂料、功能材料等领域的利用途径。 

（2）木本油脂化学品 

主要开展木本油脂高值化利用基础及应用研究。开展木本油脂制备脂

肪酸酯、脂肪酸、环氧脂肪酸，脂肪醇、高级脂肪烃及二聚酸等基础油脂

化学品，开展油脂基增塑剂、表面活性剂、油脂基润滑剂等油脂基绿色化

学品的绿色制备技术及应用性能研究，开展油脂基聚酯多元醇、油脂基环

氧树脂、油脂基水性聚氨酯、聚酰胺等绿色高分子材料的研究，拓宽木本

油脂的利用领域。 

（3）芳香精油与天然香料 

主要开展芳香精油及天然香料的基础及应用研究。研究天然精油的化

学组成及与香气的构效关系；探究芳香精油及天然香料的杀菌、抗炎、提

神、醒脑、去疫、避秽、驱虫、诱虫、美容、保键、抗癌等生物活性及作

用机制；开发芳香精油及天然香料的绿色提取、纯化、从头生物合成及化

学深加工技术；研究天然香料的香气修饰及调配；研究天然香料在食品、

化妆品、医药、保健等领域的应用技术，拓展天然精油及天然香料的应用

领域及利用途径。 

三、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

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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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程

三类，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

般为 9 学分（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非学位课

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课时要求：每个学分 20 学时。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可根据课程内容

和需要一般原则上可设 2 或 3 学分；专业课每门课程原则上设 2 学分。非

学位课由指导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专业培养方向的要求，以及研究生原有的

基础、特长及专业爱好共同商定。给研究生留有充分的自学时间和选择的

灵活性，鼓励研究生跨学科、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能

力。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4 学分 

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17 高等萜类化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3 生物高分子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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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6 学分 

22030 精油化学与进展 2 学分 

23369 生物质化学品 2 学分 

23379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 2 学分 

23381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 2 学分 

23430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 2 学分 

24007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19 生物质能源与化学品-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9 手性合成反应及其应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1 现代化工分离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3 精油化学与进展-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5 先进生物质基炭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5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7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51 现代生物技术-博（全英授） 3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是化学、化工、生物技术和药

学等专业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天然提取物的提取原

理、方法及各类提取物的应用，生物活性物质的结构表征、化学修饰以及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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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天然提取物的研究方法、结构鉴定以及各

类天然提取物的应用；国内外对天然提取物的研究进展；生物活性物质的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以及天然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和生物合成。在此基础

上，学习和研究森林植物资源的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开拓专业知

识面，更好地研究和开发利用天然化合物。 

（2）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是生物质化学转化为能源、材料与化学

品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是生物质化学加工利用的主要内容。本课程要求学

生系统掌握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并了解生物质热化学

转化利用在生物质能源、材料和化学品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为，进一步加

强认识生物质资源利用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化学过程，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热解机理以及反应途径，生物质热解的主要影响因

素，以及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在生物质气化、液化和炭化领域的主要应用方

法和技术，生物质热化学转化产物的利用和加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

绍学习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技术进展以及发展趋势。 

（3）24017 高等萜类化学-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萜类化合物是一类重要的天然产物，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

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从香精香料、农药、到甾体激素抗癌药物等药物都

有萜类化合物所做出的的贡献。本课程主要阐明萜类化学对我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构建萜类化学领域的知识体系，包括：萜类化合物的

生物合成途径，无环单萜、单环单萜、双环单萜、倍半萜类、二萜类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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萜类化合物的物化性质，反应特征及在香精香料、生物农药和药物领域的

应用；富含重要芳香萜类化合物的珍贵树种介绍；萜类化合物的工业化生

产方法等。 

教学内容  要求掌握萜类化合物的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应用。主

要内容包括：植物中单萜类、倍半萜类、二萜类、三萜类以及多萜类化合

物的组成及其结构鉴定，主要萜类化合物的分离、提纯、化学反应机理，

以及他们的应用；萜类化合物的化学合成和生物合成途径、方法。 

（4）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主要是指利用重组 DNA 技术对生物细

胞内固有的代谢途径进行定向改造，从而达到改善细胞特性或生产林源化

学品的目的，是一门涉及合成生物学、代谢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多

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是现代工业生物技术各领域的重要基石。在与其他

相关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代谢工程特色，紧跟生物学科前沿。

本课程是面向林产化学加工工程专业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学位课。要求学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合成生物学尤其是微生物代谢工程基本理论知识

及其应用的相关领域。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代谢工程和酶工程的基本原理，代谢工程

的基本方法及技术，细胞代谢反应的基本类型和功能，酶活性和酶表达水

平的主要调节方式，转录组学技术和合成生物学工具与代谢工程的相互关

系和应用现状，以及生物酶工程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学习代谢

工程和酶工程的前沿技术以及发展趋势。 

（5）24023 生物高分子材料-博（全英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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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生物高分子材料课程是化学高分子材料的一个分支，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基于农林生物质资源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研究的最

新科研成果和应用技术。详细阐述了新型松香基聚合物、生物质酚醛树脂、

木质素聚氨酯、生物质环氧树脂、油脂基聚合物热稳定剂、内塑化纤维素

及复合材料、可降解木塑复合材料、橡实基复合材料、纤维素基生物医用

材料、木质素基功能高分子材料和纤维素基热塑性弹性体等生物基高分子

新材料的制备原理、工艺配方、合成过程、结构表征及应用等内容。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农林生物质资源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研

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应用技术。以及多种新型生物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原理、

工艺配方、合成过程、结构表征及应用等内容。 

（6）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在全球化石资源逐渐减少而社会发展对资源依赖逐渐增

加的形势下，开发及高效利用绿色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既可以弥补低碳

能源的需求，减少环境污染，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

课程系统介绍了以木质纤维生物质为代表的生物质原料转化为能源、化学

品及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中涉及的技术及模式。重点介绍热化学转化制备

清洁能源及催化转化制备化学品的综合利用技术。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概念、种类及物化性质；生物质热

化学转化技术，包括气化、热解、液化技术；生物质制备固体燃料技术；

生物质生物转化技术和生物质制备功能性材料技术。 

（7）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能源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直接或间接来自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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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合作用。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生物能源的转化方法及典型的生物

能源产品的制备技术、方法和理论，并了解生物质能源在开发生物资资源

可再生能源，对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改善环境质量、促进节能

减排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能源的发展简史、前景和展望，主要

的生物能源转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分别介绍热化学转化法和生物转化

法。以专题形式分别介绍典型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如生物成型燃料、生物

乙醇、生物丁醇等生物醇类燃料、生物柴油、生物合成气、生物制氢等的

定义、制备理论和技术。 

五、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为 40 学时左

右的教学实践（如参与部分章节课程授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

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

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

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应积极要求并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

关的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培养开拓与创新精神。 

学位课考核不合格的在校学历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生院将经过核查

的《课程考核不合格课程清单》发放至学院，学院负责下达课程学习预警

告知书给博士研究生，并通知其导师。研究生若有 1 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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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学院给研究生送达《研究生课程学习预警告知书》，研究生在预警告

知书上签字，学院留存。学科组对于学位课考试不合格的研究生进行重点

关注，督促其尽快选课补修，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如有 2 门及以上

学位课不及格或同 1 门学位课 2 次以上考核不合格的，由学院通知研究生

办理退学手续。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在入学后一年内完

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第三或第四学期提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

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学科组）广泛听取意见，经导师和指导小

组同意，学科组审定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开题答

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开题工作。开题未通过或未参加开题的博士生，可在 3 个月

后重新申请开题。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论文进展考核 

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由博士生所属学院组织实施，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

学院成立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组，考核组成员原则上由本学科治学严谨、有

责任担当的博士生导师组成，设组长 1 名，成员 4 名，由研究生院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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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导师不担任考核组成员。 

考核组根据评价指标对参加考核的所有博士生进行打分并排序，排序

末位的博士生在预答辩环节须从严把关。考核结果分为“通过”和“预警”两

个等次，考核平均分高于 70 分并且排序在前 90%的为“通过”等次，低于

70 分（含 70 分）或者排序在后 10%的为“预警”等次。 

考核结果为“通过”等次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按正常论文评阅标准执

行。考核结果为“预警”等次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将强化预答辩、论文送审、

答辩环节管理，论文盲评送审不少于 5 人，其中有 1 位专家意见为“修改

后再送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6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

方可再次送审，送审不少于 3 人；有 2 位及以上专家意见为“修改后再送

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12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方可重

新送审。 

（四）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拟

进行预答辩的博士生应提前 1 周提出预答辩申请。提交预答辩申请时，

博士生填写《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核表》，完成后提交给

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 

预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其中至

少应有１名校外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预答辩会。

预答辩会程序由委员会商定。 

预答辩结束后，学院或学科应及时将《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

答辩审核表》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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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答辩通过的博士生，应按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时间

不少于 2 周。论文修改完成并经导师同意后，方可申请论文评阅。预答

辩未通过或未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论文一律不予送审，且在半年后方可

重新申请预答辩。 

（五）答辩 

论文评阅通过后可申请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教授（或相

当职称专家）5～7 人组成，博士生导师不少于三分之二，校外专家不得

少于 1 人，论文评阅人可兼聘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

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 人，秘书 1 人（由副教授或相当职称者

担任）。秘书协助办理答辩有关事宜，并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整理与答

辩有关的全部材料。答辩委员会名单由导师与学科负责人协商提出。 

答辩委员会负责组织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包括审阅论文，商定评议

论文标准，提出学术评语，对论文本身、与论文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所学课

程掌握程度进行质疑。对论文答辩是否通过进行投票表决。 

答辩工作以公开方式举行。会议要有详细记录，记录稿应使用学校统

一印刷的论文答辩记录纸记录并存档。未通过论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

同意，可在 2 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1 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

术水平，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学位的，可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

决议，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六、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研究生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通过毕业申请和学位授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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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合格； 

（2）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达到规定的要求； 

（3）完成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要

反映其在本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

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应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

创新性的成果，同时通过论文的评审和答辩； 

（4）在学校认可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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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03）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林产化

学加工工程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林

产化学加工事业，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 

（3） 掌握本学科领域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开展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读、写、听、说的外语综合运用能

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一）植物资源生物化学加工 

（1）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 

开展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能源和化学品的应用基础、技术创新和成

果转化。开展原料预处理、纤维素酶制备、纤维素糖化、糖液发酵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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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 

过程反应机理研究，揭示木质纤维素主要组分在生物炼制过程中的迁移规

律。研发酶解木质素增值利用技术。以降低木质纤维素生物炼制综合成本

为目标，开发木质纤维素多联产生物炼制集成技术。 

（2）生物质纳米材料制备与应用 

以农林生物质资源为原料，采用生物技术等方法对其中的结构多糖

（纤维素/几丁质）、蛋白质等组分进行化学或生物加工，建立生物质纳米

纤维绿色高效制备技术，在此基础上构建先进生物质纳米纤维功能材料，

研发生物质纳米材料的应用技术。 

（3）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与修饰 

解析植物体内重要次生代谢产物或活性物质生物合成途径与调控机

制，采用基因探矿技术挖掘或筛选重要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关键酶，通

过代谢工程手段实现植物重要次生代谢产物的规模化体外合成。以提高生

物活性物质功能活性和附加价值为目标，开展功能酶挖掘及其在植物体内、

体外生物合成活性物质的修饰研究。 

（4）C5 糖及其衍生物生物制备与应用 

探索 C5 糖生物转化与利用新途径，突破阿拉伯糖高效生物利用理论

与关键技术；探索 C5 糖生物与化学过程组装的衍生化及高值化利用技术；

基于细胞、组学和分子生物学多尺度解析 C5 糖模式微生物代谢网络和调

控机制，创制 C5 糖生物转化底盘细胞及技术体系；建立木糖酸全细胞催

化制备与新产品创制的技术体系，突破木糖酸产业化技术瓶颈。 

（5）植物多糖精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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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植物精深加工的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

建立植物半纤维素多糖生物制造功能性低聚糖、质量控制和生物活性评价

技术方法体系，开发功能性低聚糖在食品、饲料上的应用技术。开展植物

多糖分离提取、结构解析、结构修饰和生物活性研究，研发植物多糖制备

功能材料、药物、功能化学品等技术，拓宽植物多糖应用领域。 

（二）林源活性物化学与生物合成 

（1）林源活性物结构解析与活性评价 

利用现代提取分离和波谱分析技术，以森林植物资源为研究对象，基

于量子化学、结构化学、药物化学与生物学等多维综合解析，开展林源黄

酮类、原花色素、生物碱、萜类等重要活性物质的发掘和结构解析，并深

入研究生物活性综合评价。 

（2）林源活性物化学合成与修饰 

开展具有重要活性和结构新颖的林源活性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发展富

有技巧性、简洁高效、规模化的全合成策略。开展化学键定向链接和断裂

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相关本质和规律，结合光化学、电化学、流化学等合

成新技术，开发具有高效、绿色、环保、经济等优点的新方法和新反应。

对林源活性天然产物进行结构修饰和结构优化，加强与药学、化学生物学

等交叉，开展相应作用机制和构效关系研究，为林源创新药物的研发奠定

基础。 

（3）林源活性物生物合成与修饰 

主要针对天然活性物质的结构特点和物化性质，筛选底物特异性强、

酶学特性优异及转化率高的新型生物酶，建立天然活性物质的生物修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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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开展修饰前后化合物的活性评价，显著提高其转化率、生物活性、生

物利用度和附加值；针对某些具有极高应用价值的天然活性物质，解析其

生物合成途径，开展合成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研究，建立异源生

物合成技术体系。 

（4）林源药物发现与创制 

应用植物化学分离技术，集成高通量制备技术、高通量结构鉴定技术、

高通量活性筛选技术，建立林源活性化合物快速发现的方法；开展林源药

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提取分离、结构测定、化学合成、结构修饰、构效

关系及药理活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对新发现或改造后的具有开发应用潜

力的林源药物开展产业化研究，突破制约产品实用化的关键技术瓶颈，通

过与相关企业紧密合作，开发林源药物及大健康产品，形成一套科学的研

究林源药物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的方案。 

（三）生物质能源与化学品 

（1）生物质能源燃料 

重点开展生物质选择性催化热转化及其产物定向调控方法，生物质气

化联产可燃气、木醋液和焦油、生物质炭技术，生物质气化液化产物提质

改性与分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2）生物质平台化合物 

围绕乙酰丙酸酯等重要生物质平台化合物的单体结构特征，探讨生物

质平台化合物的合成途径，阐明生物质平台化合物的合成机制，重构经济

高效的生物质平台化合物合成途径，形成可产业化的核心共性关键技术。 

（3）生物质精细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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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开展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的绿色化学催化降解，树木分泌

物、植物精油等非木质成分的衍生与高值化利用，构建新型催化剂及催化

体系，研究高附加值生物质精细化学品的定向合成。 

（四）生物基功能材料 

（1）生物质炭材料 

开展生物质炭材料的结构、制备和应用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深化

生物质炭化、活化理论和技术；突破生物质炭材料在能源储存和转化的关

键技术，推动超级电容器活性炭产业化；创建和发展生物质炭材料的纳米

化理论和技术；以表面结构和孔隙结构调控为基础，研究开发以生物质炭

材料为基础的新型高效分离和催化材料；以木屑、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为原

料制备高比表面积炭作为超级电容器炭和功能催化剂载体；进一步研究拓

展生物质炭材料在环保、医药和健康等领域的应用与开发。 

（2）纤维素纳米材料 

探索纤维素溶解及化学利用研究，重点开展纤维素无机盐溶解体系并

制备功能化水凝胶和气凝胶。研究具有抗冻、抗干和导电性能的功能化水

凝胶，如用于医药、电化学等领域；研究纤维素气凝胶在 VOC 气体净化、

污水处理和油水分离方面的应用。 

（3）生物医学材料 

开展林木生物质纳米材料的精准构筑及机理研究，使其符合生物医学

领域中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其深层次增值增效。深化林木生物基药物

载体系统的理论与技术，突破当前药物载体系统靶向特异性、生物相容性

等关键技术难题，构建和发展林木生物基智能响应纳米载体，实现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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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释放和高效递送，提高药物的利用率和成药性，增强恶性肿瘤、糖尿

病、感染和炎症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助力我国“人口与健康”重点领域

的快速发展。 

（4）生物基光电材料 

生物基光电材料的发展需要注重化学、材料、物理等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以特定功能为导向开展生物基光电材料微观结构设计和宏观结构调控，

注重生物基光电材料分子能级调控和电子结构设计，注重合成化学与材料

基因组技术的紧密结合，促进林业生物质从结构材料到功能材料的创新，

优化生物基光电器件界面工程，探索生物基光电材料面向高新技术领域的

实际应用。 

（5）生物基分离与催化材料 

以废弃生物质体内含有的有机碳源及金属矿物质元素进行二次加工

制备生物质碳负载型金属催化剂或改性功能化催化剂，再以废弃生物质资

源气化获得的碳基小分子为原料，进行传统的费托合成或二氧化碳资源化

利用，实现环保经济效益和零碳排放的终极目标。利用纤维素等生物基材

料与无机功能材料制备混合矩阵膜或新型复合膜，研究其在气体分离、水

处理、阻氧和食品包装等领域的应用。 

（五）林产精细化学品 

（1）萜类化学品 

主要开展萜类化合物高值化利用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开展萜烯类分离、

纯化新技术，开展萜类化合物结构修饰反应机制研究，研究萜类衍生物结

构与功能之间的构效关系，开发萜烯类化合物的异源生物合成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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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新型萜烯类香料、手性配体、手性催化剂、新型生物活性化合物，拓

展萜类化合物在医药、农药、食品、涂料、功能材料等领域的利用途径。 

（2）木本油脂化学品 

主要开展木本油脂高值化利用基础及应用研究。开展木本油脂制备脂

肪酸酯、脂肪酸、环氧脂肪酸，脂肪醇、高级脂肪烃及二聚酸等基础油脂

化学品，开展油脂基增塑剂、表面活性剂、油脂基润滑剂等油脂基绿色化

学品的绿色制备技术及应用性能研究，开展油脂基聚酯多元醇、油脂基环

氧树脂、油脂基水性聚氨酯、聚酰胺等绿色高分子材料的研究，拓宽木本

油脂的利用领域。 

（3）芳香精油与天然香料 

主要开展芳香精油及天然香料的基础及应用研究。研究天然精油的化

学组成及与香气的构效关系；探究芳香精油及天然香料的杀菌、抗炎、提

神、醒脑、去疫、避秽、驱虫、诱虫、美容、保键、抗癌等生物活性及作

用机制；开发芳香精油及天然香料的绿色提取、纯化、从头生物合成及化

学深加工技术；研究天然香料的香气修饰及调配；研究天然香料在食品、

化妆品、医药、保健等领域的应用技术，拓展天然精油及天然香料的应用

领域及利用途径。 

三、学习年限 

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称：直博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

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

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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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分要求：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

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包括公共学位课 8

学分，基础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非学位课程

（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 

课时要求：每个学分 20 学时。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可根据课程内容

和需要一般原则上可设 2 或 3 学分；专业课每门课程原则上设 2 学分。非

学位课由指导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专业培养方向的要求，以及研究生原有的

基础、特长及专业爱好共同商定。给研究生留有充分的自学时间和选择的

灵活性，鼓励研究生跨学科、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能

力。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8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基础学位课 

23369 生物质化学品 2 学分 

6 学分 

23370 生物质能源工程与技术 2 学分 

23380 有机化合物色谱分析 2 学分 

23379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 2 学分 

24012 现代研究方法－硕（全英授）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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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2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硕（全英授）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6 学分 

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17 高等萜类化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3 生物高分子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12 学分 

22030 精油化学与进展 2 学分 

23381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 2 学分 

23430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 2 学分 

24007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19 生物质能源与化学品-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9 手性合成反应及其应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1 现代化工分离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3 精油化学与进展-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5 先进生物质基炭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5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7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51 现代生物技术-博（全英授） 3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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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是化学、化工、生物技术和药

学等专业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天然提取物的提取原

理、方法及各类提取物的应用，生物活性物质的结构表征、化学修饰以及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天然提取物的研究方法、结构鉴定以及各

类天然提取物的应用；国内外对天然提取物的研究进展；生物活性物质的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以及天然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和生物合成。在此基础

上，学习和研究森林植物资源的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开拓专业知

识面，更好地研究和开发利用天然化合物。 

（2）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是生物质化学转化为能源、材料与化学

品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是生物质化学加工利用的主要内容。本课程要求学

生系统掌握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并了解生物质热化学

转化利用在生物质能源、材料和化学品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为，进一步加

强认识生物质资源利用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化学过程，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热解机理以及反应途径，生物质热解的主要影响因

素，以及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在生物质气化、液化和炭化领域的主要应用方

法和技术，生物质热化学转化产物的利用和加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

绍学习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技术进展以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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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017 高等萜类化学-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萜类化合物是一类重要的天然产物，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

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从香精香料、农药、到甾体激素抗癌药物等药物都

有萜类化合物所做出的的贡献。本课程主要阐明萜类化学对我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构建萜类化学领域的知识体系，包括：萜类化合物的

生物合成途径，无环单萜、单环单萜、双环单萜、倍半萜类、二萜类及三

萜类化合物的物化性质，反应特征及在香精香料、生物农药和药物领域的

应用；富含重要芳香萜类化合物的珍贵树种介绍；萜类化合物的工业化生

产方法等。 

教学内容  要求掌握萜类化合物的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应用。主

要内容包括：植物中单萜类、倍半萜类、二萜类、三萜类以及多萜类化合

物的组成及其结构鉴定，主要萜类化合物的分离、提纯、化学反应机理，

以及他们的应用；萜类化合物的化学合成和生物合成途径、方法。 

（4）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主要是指利用重组 DNA 技术对生物细

胞内固有的代谢途径进行定向改造，从而达到改善细胞特性或生产林源化

学品的目的，是一门涉及合成生物学、代谢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多

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是现代工业生物技术各领域的重要基石。在与其他

相关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代谢工程特色，紧跟生物学科前沿。

本课程是面向林产化学加工工程专业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学位课。要求学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合成生物学尤其是微生物代谢工程基本理论知识

及其应用的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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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代谢工程和酶工程的基本原理，代谢工程

的基本方法及技术，细胞代谢反应的基本类型和功能，酶活性和酶表达水

平的主要调节方式，转录组学技术和合成生物学工具与代谢工程的相互关

系和应用现状，以及生物酶工程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学习代谢

工程和酶工程的前沿技术以及发展趋势。 

（5）24023 生物高分子材料-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高分子材料课程是化学高分子材料的一个分支，全面

系统地介绍了近年来基于农林生物质资源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研究的最

新科研成果和应用技术。详细阐述了新型松香基聚合物、生物质酚醛树脂、

木质素聚氨酯、生物质环氧树脂、油脂基聚合物热稳定剂、内塑化纤维素

及复合材料、可降解木塑复合材料、橡实基复合材料、纤维素基生物医用

材料、木质素基功能高分子材料和纤维素基热塑性弹性体等生物基高分子

新材料的制备原理、工艺配方、合成过程、结构表征及应用等内容。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农林生物质资源的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研

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应用技术。以及多种新型生物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原理、

工艺配方、合成过程、结构表征及应用等内容。 

（6）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在全球化石资源逐渐减少而社会发展对资源依赖逐渐增

加的形势下，开发及高效利用绿色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既可以弥补低碳

能源的需求，减少环境污染，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

课程系统介绍了以木质纤维生物质为代表的生物质原料转化为能源、化学

品及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中涉及的技术及模式。重点介绍热化学转化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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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及催化转化制备化学品的综合利用技术。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概念、种类及物化性质；生物质热

化学转化技术，包括气化、热解、液化技术；生物质制备固体燃料技术；

生物质生物转化技术和生物质制备功能性材料技术。 

（7）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能源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直接或间接来自植物

的光合作用。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生物能源的转化方法及典型的生物

能源产品的制备技术、方法和理论，并了解生物质能源在开发生物资资源

可再生能源，对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改善环境质量、促进节能

减排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能源的发展简史、前景和展望，主要

的生物能源转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分别介绍热化学转化法和生物转化

法。以专题形式分别介绍典型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如生物成型燃料、生物

乙醇、生物丁醇等生物醇类燃料、生物柴油、生物合成气、生物制氢等的

定义、制备理论和技术。 

五、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为 40 学时左

右的教学实践（如参与部分章节课程授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

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

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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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应积极要求并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

关的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培养开拓与创新精神。 

学位课考核不合格的在校学历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生院将经过核查

的《课程考核不合格课程清单》发放至学院，学院负责下达课程学习预警

告知书给博士研究生，并通知其导师。研究生若有 1 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

格，学院给研究生送达《研究生课程学习预警告知书》，研究生在预警告

知书上签字，学院留存。学科组对于学位课考试不合格的研究生进行重点

关注，督促其尽快选课补修，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如有 2 门及以上

学位课不及格或同 1 门学位课 2 次以上考核不合格的，由学院通知研究生

办理退学手续。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在入学后一年内完

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第三或第四学期提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

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学科组）广泛听取意见，经导师和指导小

组同意，学科组审定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开题答

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开题工作。开题未通过或未参加开题的博士生，可在 3 个月

后重新申请开题。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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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论文进展考核 

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由博士生所属学院组织实施，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

学院成立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组，考核组成员原则上由本学科治学严谨、有

责任担当的博士生导师组成，设组长 1 名，成员 4 名，由研究生院从考核

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导师不担任考核组成员。 

考核组根据评价指标对参加考核的所有博士生进行打分并排序，排序

末位的博士生在预答辩环节须从严把关。考核结果分为“通过”和“预警”两

个等次，考核平均分高于 70 分并且排序在前 90%的为“通过”等次，低于

70 分（含 70 分）或者排序在后 10%的为“预警”等次。 

考核结果为“通过”等次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按正常论文评阅标准执

行。考核结果为“预警”等次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将强化预答辩、论文送审、

答辩环节管理，论文盲评送审不少于 5 人，其中有 1 位专家意见为“修改

后再送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6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

方可再次送审，送审不少于 3 人；有 2 位及以上专家意见为“修改后再送

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12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方可重

新送审。 

（四）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拟

进行预答辩的博士生应提前 1 周提出预答辩申请。提交预答辩申请时，

博士生填写《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核表》，完成后提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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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 

预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其中至

少应有１名校外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预答辩会。

预答辩会程序由委员会商定。 

预答辩结束后，学院或学科应及时将《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

答辩审核表》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预答辩通过的博士生，应按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时间

不少于 2 周。论文修改完成并经导师同意后，方可申请论文评阅。预答

辩未通过或未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论文一律不予送审，且在半年后方可

重新申请预答辩。 

（五）答辩 

论文评阅通过后可申请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教授（或相

当职称专家）5～7 人组成，博士生导师不少于三分之二，校外专家不得

少于 1 人，论文评阅人可兼聘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

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 人，秘书 1 人（由副教授或相当职称者

担任）。秘书协助办理答辩有关事宜，并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整理与答

辩有关的全部材料。答辩委员会名单由导师与学科负责人协商提出。 

答辩委员会负责组织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包括审阅论文，商定评议

论文标准，提出学术评语，对论文本身、与论文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所学课

程掌握程度进行质疑。对论文答辩是否通过进行投票表决。 

答辩工作以公开方式举行。会议要有详细记录，记录稿应使用学校统

一印刷的论文答辩记录纸记录并存档。未通过论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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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可在 2 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1 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

术水平，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学位的，可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

决议，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六、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研究生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通过毕业申请和学位授予申请。 

（1）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合格； 

（2）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达到规定的要求； 

（3）完成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要

反映其在本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

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应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

创新性的成果，同时通过论文的评审和答辩； 

（4）在学校认可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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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家具设计与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Z1）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家具设计与工程学科是林业工程国家“双一流”学科的

二级学科。1985 年，南京林业大学在国内率先在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中

设置了家具与木制品研究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初，调整为家具与室内设

计研究方向；2003 年 4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南京林业大学在

林业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家具设计与工程二级学

科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创建了家具博士点学科；2006 年，家具设计与工程

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的特色而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林业工程国家

“双一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结合家具设计与工程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

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家具设计与工程学科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

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家具设计与工程领域科

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具体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家具领域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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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

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

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3．基本能力：掌握家具领域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

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

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

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家具设计理论与技术 

开展家具设计方法与技术、产品需求与感性工学、数字模型设计技术、

结构优化设计、绿色设计方法、全生命周期设计管理等研究。 

（二）家具智能制造 

开展家具智能制造集成技术、数字化制造与管理、定制家具与柔性制

造、机器视觉与在线管控、智能产线规划与智能工厂评价等研究。 

（三）绿色家居及装饰技术 

开展家居绿色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绿色表面装饰技术、产品全生命

周期碳足迹、绿色产品与绿色工厂评价等研究。 

（四）家具人类工效与工业工程 

开展人因和行为特征、人与产品交互机理、产品合用性评价、产品与

环境协调性、作业规划与劳动工效、生产组织与安全管理等研究。 

（五）传统家具及修复与保护 

开展传统家具传承与创新、装饰工艺技术、修复工艺与技术、保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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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方法、数字化展示技术等研究。 

（六）智能家居技术 

开展智能家居系统集成、家居产品智能控制、场景需求与功能化、人

工智能与感知技术等研究。 

四、学习年限 

根据入学方式的不同，学制为 4 年的博士研究生可分为申请考核制博

士研究生、国家统考入学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实行弹性学

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

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7 学分，其中学位课

程一般为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

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家具设计与工程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42027 家具与木制品创新体系 2 学分 

4 学分 42028 人类工效学 2 学分 

43362 感性工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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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家具与木制品创新体系 

课程介绍：《家具与木制品创新体系》是系统研究和介绍家具与木制

品设计与制造中的创新理论的一门必修专业学位课程。该课程设置的目的，

42054 家具碳学 2 学分 

42055 家具智能制造体系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6 学分 

42043 产品服务体系设计 2 学分 

42025 现代家具生产与运作管理 2 学分 

42013 木材加工新技术 2 学分 

42026 家具文化 2 学分 

42004 高级木材学 2 学分 

42006 结构和功能复合材料学 2 学分 

42009 木材工业环境学 2 学分 

43332 木工数控机床及编程 2 学分 

43392 中外传统家具 2 学分 

73321 统计分析与数学模型 2 学分 

33365 现代测试技术 2 学分 

43322 科学研究方法论 2 学分 

42017 木质环境学 2 学分 

43383 家具工业工程 2 学分 

43390 现代家具设计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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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研究生了解和掌握家具与木制品科技前沿与产业发展方向，以及拓展

专业知识结构和提升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教学内容：（1）创新概述；（2）材料应用与设计创新；（3）制造技术

与模式创新；（4）企业管理与服务创新；（5）围绕现代设计、制造与管理

技术的创新理论、模式、方法和实践为主要内容，进行相关文献或实际案

例的分析与讨论。 

2、人类工效学 

课程介绍：《人类工效学》被广泛应用于作业设计，产品设计和环境

设计等许多领域。通过学习该课程，可使家具学科的研究生更好了解人与

家具及其室内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家具设计与家具生产中需要考虑

的人的需要、人的能力和人的极限，以更好从事家具设计与工程领域的相

关工作。 

教学内容：共分五个专题：（1）家具设计与制造中人的因素；（2）人

类工效学研究方法；（3）人类工效学与家具设计研究；（4）人类工效学与

室内环境设计研究；（5）人类工效学与家具作业设计研究。 

3、感性工学 

课程介绍：《感性工学》是将人受外界刺激后所产生的感受解释成数

理式设计要素，并应用于产品开发中去。课程有助于使学生理解人对产品

情感；把人对产品的情感解释成物理量；寻找情感与产品设计的关系；将

关系应用于产品设计与评价。 

教学内容：（1）感性工学概述；（2）感性数值化方法；（3）视觉特性

与感性工学；（4）触觉特性与感性工学；（5）感性工学中数学方法；（6）



 309 

感性工学相关文献分析与讨论。 

4、家具碳学 

课程介绍：《家具碳学》是系统研究和介绍家具全生命周期碳足迹、

绿色产品与绿色工厂评价、家具绿色制造与管理的一门专业学位课程。可

培养博士生正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发展低碳家具经济，了解国际前沿绿

色技术，具备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能力。 

教学内容：（1）家具全生命周期碳足迹；（2）绿色产品与绿色工厂评

价；（3）绿色家居材料及表面装饰技术。 

5、家具智能制造体系 

课程介绍：《家具智能制造体系》课程以家具智能制造为对象，以家

具智能制造发展过程中的“原理—技术体系—模式”为研究路线，阐述“家

具智能制造”过程中的智能制造基本原理、技术体系、智能工厂和智能生

产等。 

    教学内容：（1）智能制造技术基础；（2）家具智能制造技术体系；

（3）家具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的构建及实现场景；（4）家具智能制造演

进范式与发展路径；（5）家具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

新规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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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我校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

并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

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集

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写出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报告。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三）博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口试的方式，与开题报告一

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

构等进行答辩。博士生业务综合考试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

行。 

（四）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须在培养过程中参加学院组织的中期考核，应在规定时间

点填写并提交规定格式的中期考核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

执行。 

（五）预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 研究生应在学院（系）

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

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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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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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家具设计与工程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829Z1）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家具设计与工程学科是林业工程国家“双一流”学科的

二级学科。1985 年，南京林业大学在国内率先在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中

设置了家具与木制品研究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初，调整为家具与室内设

计研究方向；2003 年 4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南京林业大学在

林业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家具设计与工程二级学

科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创建了家具博士点学科；2006 年，家具设计与工程

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的特色而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林业工程国家

“双一流”学科发展的新趋势，结合家具设计与工程学科的特色优势和直

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家具设计与工程学科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

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素养，能独立从事家具设计与工程领域科

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具体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家具领域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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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

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

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 

3．基本能力：掌握家具领域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

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

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

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家具设计理论与技术 

开展家具设计方法与技术、产品需求与感性工学、数字模型设计技术、

结构优化设计、绿色设计方法、全生命周期设计管理等研究。 

（二）家具智能制造 

开展家具智能制造集成技术、数字化制造与管理、定制家具与柔性制

造、机器视觉与在线管控、智能产线规划与智能工厂评价等研究。 

（三）绿色家居及装饰技术 

开展家居绿色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绿色表面装饰技术、产品全生命

周期碳足迹、绿色产品与绿色工厂评价等研究。 

（四）家具人类工效与工业工程 

开展人因和行为特征、人与产品交互机理、产品合用性评价、产品与

环境协调性、作业规划与劳动工效、生产组织与安全管理等研究。 

（五）传统家具及修复与保护 

开展传统家具传承与创新、装饰工艺技术、修复工艺与技术、保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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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方法、数字化展示技术等研究。 

（六）智能家居技术 

开展智能家居系统集成、家居产品智能控制、场景需求与功能化、人

工智能与感知技术等研究。 

四、学习年限 

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的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

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和

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

（包括公共学位课 8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4 学分。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家居设计与工程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博士 

专业学位课 

42027 家具与木制品创新体系 2 学分 

6 学分 

42028 人类工效学 2 学分 

43362 感性工学 2 学分 

42054 家具碳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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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家具与木制品创新体系 

课程介绍：《家具与木制品创新体系》是系统研究和介绍家具与木制

品设计与制造中的创新理论的一门必修专业学位课程。该课程设置的目的，

42055 家具智能制造体系  2 学分 

硕士 

专业学位课 

43392 中外传统家具 2 学分 

6 学分 

42026 家具文化 2 学分 

43383 家具工业工程 2 学分 

43390 现代家具设计 2 学分 

42025 现代家具生产与运作管理 2 学分 

43385 家具品质管理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专项 1 学分 

6 学分 

42043 产品服务体系设计 2 学分 

42013 木材加工新技术 2 学分 

42004 高级木材学 2 学分 

42006 结构和功能复合材料学 2 学分 

42009 木材工业环境学 2 学分 

43332 木工数控机床及编程 2 学分 

73321 统计分析与数学模型 2 学分 

33365 现代测试技术 2 学分 

43322 科学研究方法论 2 学分 

42017 木质环境学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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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研究生了解和掌握家具与木制品科技前沿与产业发展方向，以及拓展

专业知识结构和提升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教学内容：（1）创新概述；（2）材料应用与设计创新；（3）制造技术

与模式创新；（4）企业管理与服务创新；（5）围绕现代设计、制造与管理

技术的创新理论、模式、方法和实践为主要内容，进行相关文献或实际案

例的分析与讨论。 

2、人类工效学 

课程介绍：《人类工效学》被广泛应用于作业设计，产品设计和环境

设计等许多领域。通过学习该课程，可使家具学科的研究生更好了解人与

家具及其室内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家具设计与家具生产中需要考虑

的人的需要、人的能力和人的极限，以更好从事家具设计与工程领域的相

关工作。 

教学内容：共分五个专题：（1）家具设计与制造中人的因素；（2）人

类工效学研究方法；（3）人类工效学与家具设计研究；（4）人类工效学与

室内环境设计研究；（5）人类工效学与家具作业设计研究。 

3、感性工学 

课程介绍：《感性工学》是将人受外界刺激后所产生的感受解释成数

理式设计要素，并应用于产品开发中去。课程有助于使学生理解人对产品

情感；把人对产品的情感解释成物理量；寻找情感与产品设计的关系；将

关系应用于产品设计与评价。 

教学内容：（1）感性工学概述；（2）感性数值化方法；（3）视觉特性

与感性工学；（4）触觉特性与感性工学；（5）感性工学中数学方法；（6）



 317 

感性工学相关文献分析与讨论。 

4、家具碳学 

课程介绍：《家具碳学》是系统研究和介绍家具全生命周期碳足迹、

绿色产品与绿色工厂评价、家具绿色制造与管理的一门专业学位课程。可

培养博士生正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发展低碳家具经济，了解国际前沿绿

色技术，具备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能力。 

教学内容：（1）家具全生命周期碳足迹；（2）绿色产品与绿色工厂评

价；（3）绿色家居材料及表面装饰技术。 

5、家具智能制造体系 

课程介绍：《家具智能制造体系》课程以家具智能制造为对象，以家

具智能制造发展过程中的“原理—技术体系—模式”为研究路线，阐述“家

具智能制造”过程中的智能制造基本原理、技术体系、智能工厂和智能生

产等。 

    教学内容：（1）智能制造技术基础；（2）家具智能制造技术体系；

（3）家具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的构建及实现场景；（4）家具智能制造演

进范式与发展路径；（5）家具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

新规定执行。 

（二）开题报告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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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前提。我校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

并提交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时间、地点、与

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集

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写出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报告。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三）博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口试的方式，与开题报告一

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

构等进行答辩。博士生业务综合考试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

行。 

（四）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须在培养过程中参加学院组织的中期考核，应在规定时间

点填写并提交规定格式的中期考核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

执行。 

（五）预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

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

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319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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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博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0829Z2）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林产化

学加工工程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林

产化学加工事业，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 

（3） 掌握本学科领域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开展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读、写、听、说的外语综合运用能

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一）生物质液体燃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1）植物资源液化技术 

主要以农林木质纤维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催化液化和热化学液化等

手段制备生物质液体燃料，同时对催化液化和热化学液化机理、燃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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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研究，并进行生物质液化产物提质改性与分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2）植物油脂制备生物柴油 

主要以天然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化学和生物手段制备生物柴油的理

论、方法与技术。 

（3）生物质燃料乙醇 

主要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采用化学和生物手段制备燃料乙醇的理论、

方法与技术。 

（二）生物质气体燃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植物资源气化技术研究方向则以农作物秸秆及木质纤维为原料，采用

热化学转化和生物化学转化制备气体燃料（包括气化气、合成气、沼气和

氢气等）以及气体分离技术研究。 

（三） 生物质固体燃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农作物秸秆及木质纤维素转化为高效固体燃料（固体成型燃

料、生物质炭等）所涉及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应用基础。主要研究生物

质热转化化学与技术的原理、方法、技术及应用，重点研究特种活性炭的

制备及其主要设备、性能及应用新技术。 

三、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

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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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程

三类，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

般为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非学

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课时要求：每个学分 20 学时。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可根据课程内容

和需要一般原则上可设 2 或 3 学分；专业课每门课程原则上设 2 学分。非

学位课由指导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专业培养方向的要求，以及研究生原有的

基础、特长及专业爱好共同商定。给研究生留有充分的自学时间和选择的

灵活性，鼓励研究生跨学科、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能

力。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4 学分 

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35 先进生物质基炭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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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6 学分 

22030 精油化学与进展 2 学分 

23369 生物质化学品 2 学分 

23379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 2 学分 

23381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 2 学分 

23430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 2 学分 

24007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17 高等萜类化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9 手性合成反应及其应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1 现代化工分离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3 精油化学与进展-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3 生物高分子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5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7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51 现代生物技术-博（全英授） 3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是化学、化工、生物技术和药

学等专业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天然提取物的提取原

理、方法及各类提取物的应用，生物活性物质的结构表征、化学修饰以及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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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天然提取物的研究方法、结构鉴定以及各

类天然提取物的应用；国内外对天然提取物的研究进展；生物活性物质的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以及天然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和生物合成。在此基础

上，学习和研究森林植物资源的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开拓专业知

识面，更好地研究和开发利用天然化合物。 

2、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是生物质化学转化为能源、材料与化学

品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是生物质化学加工利用的主要内容。本课程要求学

生系统掌握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并了解生物质热化学

转化利用在生物质能源、材料和化学品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为，进一步加

强认识生物质资源利用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化学过程，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热解机理以及反应途径，生物质热解的主要影响因

素，以及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在生物质气化、液化和炭化领域的主要应用方

法和技术，生物质热化学转化产物的利用和加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

绍学习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技术进展以及发展趋势。 

3、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主要是指利用重组 DNA 技术对生物细

胞内固有的代谢途径进行定向改造，从而达到改善细胞特性或生产林源化

学品的目的，是一门涉及合成生物学、代谢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多

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是现代工业生物技术各领域的重要基石。在与其他

相关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代谢工程特色，紧跟生物学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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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林产化学加工工程专业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学位课。要求学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合成生物学尤其是微生物代谢工程基本理论知识

及其应用的相关领域。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代谢工程和酶工程的基本原理，代谢工程

的基本方法及技术，细胞代谢反应的基本类型和功能，酶活性和酶表达水

平的主要调节方式，转录组学技术和合成生物学工具与代谢工程的相互关

系和应用现状，以及生物酶工程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学习代谢

工程和酶工程的前沿技术以及发展趋势。 

4、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在全球化石资源逐渐减少而社会发展对资源依赖逐渐增加

的形势下，开发及高效利用绿色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既可以弥补低碳能

源的需求，减少环境污染，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课

程系统介绍了以木质纤维生物质为代表的生物质原料转化为能源、化学品

及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中涉及的技术及模式。重点介绍热化学转化制备清

洁能源及催化转化制备化学品的综合利用技术。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概念、种类及物化性质；生物质热

化学转化技术，包括气化、热解、液化技术；生物质制备固体燃料技术；

生物质生物转化技术和生物质制备功能性材料技术。 

5、24035 先进生物质基炭材料-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质是来源丰富、种类繁多的可再生资源，是制备炭材

料的主要原料之一，是当今生物质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先进生物质

基炭材料技术的核心是利用各种技术实现可再生生物质资源转化成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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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材料，它综合化学、化工和热能工程等多种理论与技术。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木材、竹材等植物纤维原料及其组分制备

炭材料的结构、原理、方法、技术及应用。在此基础上，介绍生物质制备

石墨烯、碳量子点和炭纤维，以及功能炭材料的方法和主要应用。 

6、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能源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直接或间接来自植物

的光合作用。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生物能源的转化方法及典型的生物

能源产品的制备技术、方法和理论，对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改

善环境质量、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能源的发展简史、前景和展望，生物

能源转化理论、技术和方法，分别介绍热化学转化法和生物转化法。以专

题形式分别介绍典型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如生物成型燃料、生物乙醇、生

物丁醇等生物醇类燃料、生物柴油、生物合成气、生物制氢等的定义、制

备理论和技术。 

五、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为 40 学时左

右的教学实践（如参与部分章节课程授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

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

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

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应积极要求并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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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培养开拓与创新精神。 

学位课考核不合格的在校学历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生院将经过核查

的《课程考核不合格课程清单》发放至学院，学院负责下达课程学习预警

告知书给博士研究生，并通知其导师。研究生若有 1 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

格，学院给研究生送达《研究生课程学习预警告知书》，研究生在预警告

知书上签字，学院留存。学科组对于学位课考试不合格的研究生进行重点

关注，督促其尽快选课补修，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如有 2 门及以上

学位课不及格或同 1 门学位课 2 次以上考核不合格的，由学院通知研究生

办理退学手续。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在入学后一年内完

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第三或第四学期提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

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学科组）广泛听取意见，经导师和指导小

组同意，学科组审定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开题答

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开题工作。开题未通过或未参加开题的博士生，可在 3 个月

后重新申请开题。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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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论文进展考核 

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由博士生所属学院组织实施，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

学院成立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组，考核组成员原则上由本学科治学严谨、有

责任担当的博士生导师组成，设组长 1 名，成员 4 名，由研究生院从考核

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导师不担任考核组成员。 

考核组根据评价指标对参加考核的所有博士生进行打分并排序，排序

末位的博士生在预答辩环节须从严把关。考核结果分为“通过”和“预警”两

个等次，考核平均分高于 70 分并且排序在前 90%的为“通过”等次，低于

70 分（含 70 分）或者排序在后 10%的为“预警”等次。 

考核结果为“通过”等次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按正常论文评阅标准执

行。考核结果为“预警”等次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将强化预答辩、论文送审、

答辩环节管理，论文盲评送审不少于 5 人，其中有 1 位专家意见为“修改

后再送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6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

方可再次送审，送审不少于 3 人；有 2 位及以上专家意见为“修改后再送

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12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方可重

新送审。 

（四）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拟

进行预答辩的博士生应提前 1 周提出预答辩申请。提交预答辩申请时，

博士生填写《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核表》，完成后提交给

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 



 329 

预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其中至

少应有１名校外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预答辩会。

预答辩会程序由委员会商定。 

预答辩结束后，学院或学科应及时将《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

答辩审核表》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预答辩通过的博士生，应按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时间

不少于 2 周。论文修改完成并经导师同意后，方可申请论文评阅。预答

辩未通过或未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论文一律不予送审，且在半年后方可

重新申请预答辩。 

（五）答辩 

论文评阅通过后可申请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教授（或相

当职称专家）5～7 人组成，博士生导师不少于三分之二，校外专家不得

少于 1 人，论文评阅人可兼聘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

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 人，秘书 1 人（由副教授或相当职称者

担任）。秘书协助办理答辩有关事宜，并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整理与答

辩有关的全部材料。答辩委员会名单由导师与学科负责人协商提出。 

答辩委员会负责组织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包括审阅论文，商定评议

论文标准，提出学术评语，对论文本身、与论文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所学课

程掌握程度进行质疑。对论文答辩是否通过进行投票表决。 

答辩工作以公开方式举行。会议要有详细记录，记录稿应使用学校统

一印刷的论文答辩记录纸记录并存档。未通过论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

同意，可在 2 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1 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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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

术水平，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学位的，可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

决议，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六、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研究生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通过毕业申请和学位授予申请。 

（1）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合格； 

（2）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达到规定的要求； 

（3）完成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要

反映其在本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

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应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

创新性的成果，同时通过论文的评审和答辩； 

（4）在学校认可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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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直博研究生培养方

案（0829Z2）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林产化

学加工工程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林

产化学加工事业，并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 

（3）掌握本学科领域内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门知识，

熟悉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

究、开展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读、写、听、说的外语综合运用能

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一）生物质液体燃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1）植物资源液化技术 

主要以农林木质纤维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催化液化和热化学液化等

手段制备生物质液体燃料，同时对催化液化和热化学液化机理、燃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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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研究，并进行生物质液化产物提质改性与分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2）植物油脂制备生物柴油 

主要以天然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化学和生物手段制备生物柴油的理

论、方法与技术。 

（3）生物质燃料乙醇 

主要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采用化学和生物手段制备燃料乙醇的理论、

方法与技术。 

（二）生物质气体燃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植物资源气化技术研究方向则以农作物秸秆及木质纤维为原料，采用

热化学转化和生物化学转化制备气体燃料（包括气化气、合成气、沼气和

氢气等）以及气体分离技术研究。 

（三） 生物质固体燃料制备理论与技术 

主要研究农作物秸秆及木质纤维素转化为高效固体燃料（固体成型燃

料、生物质炭等）所涉及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应用基础。主要研究生物

质热转化化学与技术的原理、方法、技术及应用，重点研究特种活性炭的

制备及其主要设备、性能及应用新技术。 

三、学习年限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称：直博生）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

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

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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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分要求： 

直博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

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包括公共学位课 8 学分，基础学

位课不少于 6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不

少于 12 学分。 

课时要求：每个学分 20 学时。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可根据课程内容

和需要一般原则上可设 2 或 3 学分；专业课每门课程原则上设 2 学分。非

学位课由指导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专业培养方向的要求，以及研究生原有的

基础、特长及专业爱好共同商定。给研究生留有充分的自学时间和选择的

灵活性，鼓励研究生跨学科、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能

力。 

生物质能源科学与技术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8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基础学位课 

23369 生物质化学品 2 学分 

6 学分 23370 生物质能源工程与技术 2 学分 

23380 有机化合物色谱分析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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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79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 2 学分 

24012 现代研究方法－硕（全英授） 2 学分 

24022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硕（全英授）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6 学分 

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

授） 
2 学分 

24035 先进生物质基炭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12 学分 

22030 精油化学与进展 2 学分 

23381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 2 学分 

23430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 2 学分 

24007 现代固体表面分析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17 高等萜类化学-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9 手性合成反应及其应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1 现代化工分离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33 精油化学与进展-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23 生物高分子材料-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5 植物酚类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47 功能高分子与新技术-博（全英授） 2 学分 

24051 现代生物技术-博（全英授）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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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24013 天然提取物化学与利用－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是化学、化工、生物技术和药

学等专业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天然提取物的提取原

理、方法及各类提取物的应用，生物活性物质的结构表征、化学修饰以及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天然提取物的研究方法、结构鉴定以及各

类天然提取物的应用；国内外对天然提取物的研究进展；生物活性物质的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以及天然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和生物合成。在此基础

上，学习和研究森林植物资源的天然提取物与生物活性物质，开拓专业知

识面，更好地研究和开发利用天然化合物。 

2、24015 生物质热转化原理与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质热化学转化是生物质化学转化为能源、材料与化学

品的主要方法和技术，是生物质化学加工利用的主要内容。本课程要求学

生系统掌握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并了解生物质热化学

转化利用在生物质能源、材料和化学品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为，进一步加

强认识生物质资源利用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化学过程，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热解机理以及反应途径，生物质热解的主要影响因

素，以及生物质热化学转化在生物质气化、液化和炭化领域的主要应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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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技术，生物质热化学转化产物的利用和加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

绍学习生物质热化学转化的主要技术进展以及发展趋势。 

3、24021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细胞代谢与酶工程主要是指利用重组 DNA 技术对生物细

胞内固有的代谢途径进行定向改造，从而达到改善细胞特性或生产林源化

学品的目的，是一门涉及合成生物学、代谢工程、细胞工程和酶工程等多

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是现代工业生物技术各领域的重要基石。在与其他

相关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代谢工程特色，紧跟生物学科前沿。

本课程是面向林产化学加工工程专业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学位课。要求学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合成生物学尤其是微生物代谢工程基本理论知识

及其应用的相关领域。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代谢工程和酶工程的基本原理，代谢工程

的基本方法及技术，细胞代谢反应的基本类型和功能，酶活性和酶表达水

平的主要调节方式，转录组学技术和合成生物学工具与代谢工程的相互关

系和应用现状，以及生物酶工程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学习代谢

工程和酶工程的前沿技术以及发展趋势。 

4、2402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在全球化石资源逐渐减少而社会发展对资源依赖逐渐增加

的形势下，开发及高效利用绿色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既可以弥补低碳能

源的需求，减少环境污染，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课

程系统介绍了以木质纤维生物质为代表的生物质原料转化为能源、化学品

及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中涉及的技术及模式。重点介绍热化学转化制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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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及催化转化制备化学品的综合利用技术。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质概念、种类及物化性质；生物质热

化学转化技术，包括气化、热解、液化技术；生物质制备固体燃料技术；

生物质生物转化技术和生物质制备功能性材料技术。 

5、24035 先进生物质基炭材料-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质是来源丰富、种类繁多的可再生资源，是制备炭材

料的主要原料之一，是当今生物质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先进生物质

基炭材料技术的核心是利用各种技术实现可再生生物质资源转化成先进

炭材料，它综合化学、化工和热能工程等多种理论与技术。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木材、竹材等植物纤维原料及其组分制备

炭材料的结构、原理、方法、技术及应用。在此基础上，介绍生物质制备

石墨烯、碳量子点和炭纤维，以及功能炭材料的方法和主要应用。 

6、24041 生物能源专题-博（全英授） 

课程介绍  生物能源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直接或间接来自植物

的光合作用。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生物能源的转化方法及典型的生物

能源产品的制备技术、方法和理论，对优化能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改

善环境质量、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能源的发展简史、前景和展望，生物

能源转化理论、技术和方法，分别介绍热化学转化法和生物转化法。以专

题形式分别介绍典型的生物质能源产品，如生物成型燃料、生物乙醇、生

物丁醇等生物醇类燃料、生物柴油、生物合成气、生物制氢等的定义、制

备理论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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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担任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为 40 学时左

右的教学实践（如参与部分章节课程授课，辅导、指导实验课程设计、指

导毕业论文设计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生应安排到有关企事业单

位参加生产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 1-2 周。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

实践（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环节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

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应积极要求并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

关的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想，

培养开拓与创新精神。 

学位课考核不合格的在校学历教育博士研究生。研究生院将经过核查

的《课程考核不合格课程清单》发放至学院，学院负责下达课程学习预警

告知书给博士研究生，并通知其导师。研究生若有 1 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

格，学院给研究生送达《研究生课程学习预警告知书》，研究生在预警告

知书上签字，学院留存。学科组对于学位课考试不合格的研究生进行重点

关注，督促其尽快选课补修，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如有 2 门及以上

学位课不及格或同 1 门学位课 2 次以上考核不合格的，由学院通知研究生

办理退学手续。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研究生在入学后一年内完

成论文的选题或开题的准备工作，第三或第四学期提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

告，并在一定范围内（课题组或学科组）广泛听取意见，经导师和指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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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同意，学科组审定确认后，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开展研究工作。开题答

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开题工作。开题未通过或未参加开题的博士生，可在 3 个月

后重新申请开题。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论文进展考核 

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由博士生所属学院组织实施，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

学院成立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组，考核组成员原则上由本学科治学严谨、有

责任担当的博士生导师组成，设组长 1 名，成员 4 名，由研究生院从考核

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导师不担任考核组成员。 

考核组根据评价指标对参加考核的所有博士生进行打分并排序，排序

末位的博士生在预答辩环节须从严把关。考核结果分为“通过”和“预警”两

个等次，考核平均分高于 70 分并且排序在前 90%的为“通过”等次，低于

70 分（含 70 分）或者排序在后 10%的为“预警”等次。 

考核结果为“通过”等次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按正常论文评阅标准执

行。考核结果为“预警”等次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将强化预答辩、论文送审、

答辩环节管理，论文盲评送审不少于 5 人，其中有 1 位专家意见为“修改

后再送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6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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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再次送审，送审不少于 3 人；有 2 位及以上专家意见为“修改后再送

审”或“未达到答辩要求”的论文，必须经 12 个月以上深度修改后，方可重

新送审。 

（四）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提交送审前，须通过学院或学科组织的预答辩环节。拟

进行预答辩的博士生应提前 1 周提出预答辩申请。提交预答辩申请时，

博士生填写《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审核表》，完成后提交给

所在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 

预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应为学术造诣高的同行专家，其中至

少应有１名校外的同行专家。委员会设主席 1 人，负责主持预答辩会。

预答辩会程序由委员会商定。 

预答辩结束后，学院或学科应及时将《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

答辩审核表》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预答辩通过的博士生，应按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修改时间

不少于 2 周。论文修改完成并经导师同意后，方可申请论文评阅。预答

辩未通过或未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论文一律不予送审，且在半年后方可

重新申请预答辩。 

（五）答辩 

论文评阅通过后可申请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由教授（或相

当职称专家）5～7 人组成，博士生导师不少于三分之二，校外专家不得

少于 1 人，论文评阅人可兼聘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

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 人，秘书 1 人（由副教授或相当职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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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秘书协助办理答辩有关事宜，并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整理与答

辩有关的全部材料。答辩委员会名单由导师与学科负责人协商提出。 

答辩委员会负责组织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包括审阅论文，商定评议

论文标准，提出学术评语，对论文本身、与论文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所学课

程掌握程度进行质疑。对论文答辩是否通过进行投票表决。 

答辩工作以公开方式举行。会议要有详细记录，记录稿应使用学校统

一印刷的论文答辩记录纸记录并存档。未通过论文答辩者，经答辩委员会

同意，可在 2 年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 1 次。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虽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

术水平，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硕士学位的，可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

决议，报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六、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研究生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通过毕业申请和学位授予申请。 

（1）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合格； 

（2）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达到规定的要求； 

（3）完成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要

反映其在本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

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应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

创新性的成果，同时通过论文的评审和答辩； 

（4）在学校认可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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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工学）学科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83400）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拥有全国首批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11）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可授予工学（0834）和农学（0973）

学位，为国家林草局“十三五”重点学科、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和

优势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 A-。 

为适应新时代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形势，建设一流的风景园林学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基于本学科的特色优势与

传统，积极响应国家重大理念与需求，制定本培养方案（0834）。 

二、培养目标 

（一）基本要求 

培养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风景园林领域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具体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门学科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门学科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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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

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

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二）人才定位 

（1）总体定位：以多学科交叉融合为基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在

园林与景观规划设计、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风景

园林建筑与工程、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管理等方向上培养从事科研、教学、

实践或管理工作的风景园林顶尖人才。 

（2）人才特质：具有以风景园林基础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知识结构，

能够主动吸收生态学、林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等相近、相关领域的理

论与技术，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突出的创新精神、宽厚的人文素质及优

良的科学素养，掌握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发现、

提出并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擅长城乡绿色空间规划设计研究

与实践的创新复合型人才。 

三、研究方向 

（一）园林与景观规划设计 

以城乡建设发展和人居环境优化为导向，以生态园林城市与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研究为基础，以常规技术为核心，以信息化为创新点的应用性培

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含： 

（1）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立足国土空间规划，响应公园城市建

设，以风景园林理论为核心，融合城乡规划、生态、旅游、环境、社会、

经济等学科，综合研究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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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乡绿色空间体系规划理论：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论、生态

学为基础，以 3S 技术、数字化技术为手段，研究国土蓝绿空间、生态网

络、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问题。 

（二）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研究风景园林的起源、演进、变迁及其成因，以及研究风景园林的基

本原理、本质内涵、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培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含： 

（1）风景园林历史：以历史学为基础，融合城乡规划学、建筑学、

设计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应用信息化技术、图像学为创新点，

建构风景园林史学体系，包括中外古典园林史、中外近现代风景园林史、

风景园林学科史等。 

（2）风景园林理论：以风景园林学为核心，融合社会学、生态学与

设计学等学科，建构风景园林基础理论体系，包括风景园林理论、美学、

批评、评价、伦理、政策法规与管理等。 

（3）园林文化与技艺：以风景园林历史为基础，借助文献学和数字

技术，融合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面向全国，聚焦江南地区，研究中

国传统园林发展历史时期各地域的园林传统及造园技艺。 

（三）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 

以维护人居、生态环境的健康与安全为目标，以风景园林学为核心，

结合生态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相关学科，对生物圈、国土、区域、

城镇与社区进行多尺度、多层次、多目标研究的综合性培养方向，主要研

究领域含： 

（1）多尺度景观规划：立足规划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属性，基于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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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性、系统性与连续性，进行从区域景观规划到场地设计的多尺度景

观规划研究。 

（2）水环境、棕地生态修复：包括湿地植物群落净化水质的生态效

应及其机理、湿地植物种群结构优化配置、人工湿地构建、棕地恢复与再

生等。 

（四）风景园林建筑与工程 

立足于风景园林建筑、工程与城乡自然、人文、居住环境的关系，强

调方法、途径的绿色化、生态化、在地化，系统研究风景园林建筑设计、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与管理的应用性培养方向，主要研究领域含： 

（1）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理论：以建筑学理论为基础、结合风景园林

学、设计学、地理学，研究风景园林环境中的建筑设计理论，聚焦风景建

筑的在地化问题。 

（2）风景园林工程技术与管理：从规划设计及管理角度研究城乡绿

地与“双碳”、城乡绿色基础设施构建、节约型绿地构建、特殊生境绿化、

室外微气候营造等问题。 

（五）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管理 

对具有遗产价值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风景园林境域的保护、利用与

管理问题进行多尺度、多层次、多目标研究的综合性培养方向，主要研究

领域含： 

（1）人文类风景遗产保护与利用：立足全国，聚焦江南地区，以风

景园林历史与理论为基础，兼顾此类遗产中的自然因素，应用 GIS 空间分

析技术、数字技术、图像技术等信息化手段研究中国传统园林、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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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乡历史景观等人文类风景遗产的挖掘、保护与传承问题。 

（2）自然类风景遗产保护与管理：以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为基本理

论框架，以风景园林学为核心，以保护为根本，结合生态学、地理学等相

关学科，聚焦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公园”的规划设计及管理理论

研究。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直博研究生为 5 年），实行弹性学

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直博研究生为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

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学位课与选修课 

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同等学力总

学分最低为 18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

课）为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

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20 学时对应 1 个学分。 

风景园林学（工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89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2 学分 4 学分 



 347 

12114 风景园林学前沿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092 国土空间规划 2 学分 

6 学分 

12115 生态景观规划 2 学分 

12096 风景名胜资源与遗产规划 2 学分 

12097 传统园林研究专题 2 学分 

12095 中国近现代风景园林发展专题 2 学分 

12116 城乡绿色空间规划 2 学分 

12117GIS 空间分析模型及应用 2 学分 

12093 风景建筑在地化研究专题 2 学分 

12094 风景园林工程新技术研讨 2 学分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 2 学分 

13340 城市生态学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2、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

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公开在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本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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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风景园林学（0834）博士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学位课程，

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为基础，引导博士生在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城

乡绿色空间规划、风景园林遗产保护、城乡人居生态环境营造等多个方向

上深入探讨其中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论问题。 

（2）教学内容 

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实践所涉及的蓝绿空间规划、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生态景观规划设计、乡村景观等专题进行实践案例讲解、研讨，重点是引

导博士生系统掌握本学科的规划设计理论知识，鼓励博士生进行理论或规

划设计方法创新探索。 

2、风景园林学前沿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风景园林学（0834）博士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基于学科

内涵与发展特点，瞄准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前沿，以动态视角讲述学科范式、

教育理念、设计思维、价值体系、学科创新融合与发展等内容，讨论风景

园林学的当代学科领域范畴及其价值，引导博士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创新

过程、范畴与特点、发展思想与设计方法、当前热点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2）教学内容 

包括风景园林学科范式、风景园林教育理念、风景园林设计思维、风

景园林学价值体系、风景园林学的创新与发展 5 个部分，重点是引导博士

生认知风景园林学科内涵与边界、明确学科传统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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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

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选题应

符合风景园林学的学科范畴、知识体系框架与实践特征，主要以本学科四

个主要研究方向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为来源。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

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

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

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

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采取口试方式，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

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三）预警考核 

学科学位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

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科不少

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具体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

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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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

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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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农学）学科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97300） 

一、学科简介 

南京林业大学拥有全国首批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2011）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可授予工学（0834）和农学（0973）

学位，为国家林草局“十三五”重点学科、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学科和

优势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 A-。 

为适应新时代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形势，建设一流的风景园林学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基于本学科的特色优势与

传统，积极响应国家重大理念与需求，制定本培养方案（097300）。 

二、培养目标 

（一）基本要求 

培养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风景园林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门学科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门学科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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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

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

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二）人才定位 

本学科以园林植物研究为基础，以创新应用为导向，以国家园林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风景园林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为平台，以“园林植物应用”江

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大数据与园林植物应用技术”江苏省高

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等为教学科研主体，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精英化教

育为导向，培养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园林植物应用与生态、园

林植物繁殖与栽培等方面的风景园林创新型复合型研究人才。人才特质包

括：具备深厚的家国情怀、开阔的国际视野、突出的创新精神、宽厚的人

文素质及优良的科学素养，能够以园林植物基础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知识

结构基础上，融合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林学、景观设计学等相近、

相关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掌握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发现、提出并解决理论和实践中前沿的科学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 

1、主要研究领域 

以园林植物种质资源评价和新品种选育为导向，以园林植物观赏性状

的形成和抗逆性的响应机制研究为基础，以传统育种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手

段为核心，开展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引种驯化和创新等研究。 

（1）园林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评价：开展本土特色园林植物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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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紧密围绕园林产业需求，融合统计学、生命科学和植物地理学等学

科，综合开展特色园林植物的收集与评价工作。 

（2）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创新：以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园林植物

为导向、以生态学、遗传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筛选具有较好观赏性状且适

于园林应用的园林植物新品种。 

2、特色与优势 

依托国内领先的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及风景园林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等

平台，基于在特色园林植物引种驯化和评价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果，聚焦

园林植物重要观赏性状和抗逆性的研究和创新。 

（二）园林植物应用与生态 

1、主要研究领域 

以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景观设计学为依托，研究园林植物在不同生

境下的应用及园林植物生态修复功能与机制。 

（1）园林植物应用：以植物生理学为基础，融合生物化学、植物学、

景观设计学等学科，以分子生物学手段为创新点，探究园林植物对生物和

非生物胁迫的响应机制及在不同生境下的应用模式。 

（2）园林植物生态：以园林植物为核心，融合生态学、环境科学，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掘以园林植物应用为主的技术体系，探究园林植物在

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机制，为园林植物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

导。 

2、特色与优势 

聚焦不同生境下适生园林植物的挖掘与应用，构建以园林植物应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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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生态环境建设策略。 

（三）园林植物繁殖与栽培 

1、主要研究领域 

以解决制约园林植物繁育和生长的卡脖子问题为导向，开展园林植物

繁殖和栽培的科学问题研究，并开发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1）园林植物繁殖：以生物技术和传统繁殖技术为手段，以园林植

物新优品种高效繁殖为目标，以植物生理学、遗传学、栽培学和分子生物

学为依托，对园林植物繁殖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多尺度、多层次、多方法的

研究。 

（2）园林植物栽培：以园林植物为核心，立足探究园林植物栽培过

程中的瓶颈问题，进行从栽培技术开发（宏观）到分子机制（微观）解析

的多尺度解决方案的研究。 

2、特色与优势 

聚焦园林植物繁殖与栽培问题，以地域特色园林植物的繁殖和栽培为

研究方向。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直博研究生为 5 年），实行弹性学

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直博研究生为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

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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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学位课与选修课 

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同等学力总学分最低为

18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 9 学分，非学位课程（选修课）为 6 学

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

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20 学时对应 1 个学分。 

风景园林学（农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91 园林植物研究专题 3 学分 

4 学分 

12002 高级树木生理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3314 园林植物开花生理与调节 2 学分 

6 学分 

13327 植物生理生化大实验 2 学分 

13423 森林培育学专题 2 学分 

12042 经济林栽培学专题 2 学分 

12040 园林植物学 2 学分 

12015 植物生物化学 2 学分 

13447 种子植物分类学 2 学分 

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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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3 植物生态学 2 学分 

12060 景观生态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3 学分 

13367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2 学分 

12095 外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专题 2 学分 

12118 园林植物生态功能与效益评价专题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2、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

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公开在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本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12091 园林植物研究专题 

（1）课程介绍 

园林植物研究专题是风景园林学（农）博士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学

位课程。通过本课程各研究模块的系统学习，能够使博士研究生具备扎实

的园林植物研究理论，掌握并熟练运用具体方法开展学位论文研究。 

（2）教学内容 

本课程重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园林植物研究理论和方法，鼓励学生进

行理论与研究方法创新探索。教学内容包括园林植物种质资源与分类、园

林植物细胞生物学研究、园林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分子育种技术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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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研究中的应用、园林植物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等。 

2、12002 高级树木生理学 

（1）课程介绍 

高级树木生理学是风景园林学（农）博士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学位

课程，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梁，其研究的核心内

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控机理。本课程可为本专业研究生开展科

学研究和相关专业课程学习提供基础。 

（2）教学内容 

本课程重在引导学生深入掌握树木生理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多次深度、

全面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树木生理学的前沿动态以及树木生理学理论和方

法，并在自己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应用。教学内容包括蛋白质组学及其应用、

代谢组学及其应用、植物激素作用机制、林木抗逆的生理机制等。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教学实践，具体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

行。 

（二）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必须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并提交开题报告。选题应

符合风景园林学的学科范畴、知识体系框架与实践特征，主要以本学科四

个主要研究方向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为来源。开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

一组织，时间、地点、与学位论文答辩的间隔时间由学院或学科自主设定。

博士学位论文集中开题次数每年不少于 2 次。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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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

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采取口试方式，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

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预警考核 

学科学位分委会在第三年开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警考核，主要针

对学位论文完成度、内容与开题报告相关度等方面。原则上对本学科不少

于 10%学位论文进行预警。具体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进展

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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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林木遗传育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1）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掌握林木遗传育种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

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生命

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教学、科研、林业产业以及

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 

（二）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责

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

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 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林木遗传育

种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林木遗传改良、高效

繁育和生物育种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 基本能力：掌握林木遗传育种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能熟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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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学科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

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

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林木精准育种领域基础理论和应

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森林遗传学 

研究森林树木不同性状在群体、个体、细胞及分子水平上的遗传变异

规律和进化机制，为森林资源的保存、经营及林木的遗传改良提供理论基

础。 

（二）林木遗传改良 

研究引种、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分子育种（包括产量、品质、抗性

和适应性育种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林木良种繁育途径和方法。制定林木

改良的策略、程序及方案等。 

（三）林业生物技术 

利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基因编辑、发酵工程和酶工程等生物技术，

对林木进行遗传改良或对林木良种进行高效繁育。 

（四）林木蛋白质组 

利用先进蛋白质组技术，解析林木生长发育和胁迫响应中蛋白质的动

态变化，结合其他组学数据，系统分析林木蛋白调控规律。 

（五）林木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先进的林木育种技术对我国林业种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

林木性状的遗传控制机制不清楚，导致杂交育种精准性不强。林木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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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可以了解不同性状变异的树木或不同生物学过程的基因及表达差

异，从整个基因组范围检测所涉及的基因，来解析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

应用先进的数据库管理技术、数学分析模型和计算机软件对各种生物信息

进行提取、储存、处理和分析，研究复杂生命现象的形成模式与演化规律。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为

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

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林木遗传育种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3460  林业生物技术专题 3 学分 

4 学分 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54  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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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林业生物技术专题 

课程介绍：林业生物技术是生物技术在现代林业中的重要应用，是以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应用基因工程、

细胞工程、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对林木和林产品进行创新改良。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基因工程原理、细胞工程原理、林木良种繁育工

程、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及其评价与管理、林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技术体

系。 

2、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6 学分 

如学位课

多于要求

学分，可

抵充非学

位课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2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2  进化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50  功能基因组学专题 3 学分 

13967  植物基因编辑技术专题 2 学分 

13456 基因组学 2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13583 遗传图谱和 QTL 定位统计分析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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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是研究生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发

生的遗传和变异的学科，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分

子事件。 

教学内容：植物发育遗传学、植物生长发育调控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植物群体与数量遗传学研究的新技术等。 

3、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课程介绍：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旨在使学生在了解遗传学基本原理

的基础上，根据林木遗传变异特点，掌握林木遗传改良的基本方法，熟悉

林木良种繁育的基本手段，更好地为提高我国的林业生产水平服务。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根据林木不同层次的遗传变

异特点开展林木良种选育的基本方法；对选育出的良种通过常规及现代生

物技术方法进行规模化繁殖等。 

4、分子遗传学专题 

课程介绍：分子遗传学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

注重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又被称为狭义分子生物学。 

教学内容：基因与基因组、DNA 的复制、RNA 的转录、蛋白质的翻

译以及真核和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调控等。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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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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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笔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符合毕业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达到下列要求之一，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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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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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林木遗传育种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1）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掌握林木遗传育种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动态，具有独

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和取得创造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生命

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教学、科研、林业产业以及

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 

（二）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责

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

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 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林木遗传育

种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林木遗传改良、高效

繁育和生物育种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 基本能力：掌握林木遗传育种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能熟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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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

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

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林木精准育种领域基础理论和应

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森林遗传学 

研究森林树木不同性状在群体、个体、细胞及分子水平上的遗传变异

规律和进化机制，为森林资源的保存、经营及林木的遗传改良提供理论基

础。 

（二）林木遗传改良 

研究引种、选择育种、杂交育种、分子育种（包括产量、品质、抗性

和适应性育种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林木良种繁育途径和方法。制定林木

改良的策略、程序及方案等。 

（三）林业生物技术 

利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基因编辑、发酵工程和酶工程等生物技术，

对林木进行遗传改良或对林木良种进行高效繁育。 

（四）林木蛋白质组 

利用先进蛋白质组技术，解析林木生长发育和胁迫响应中蛋白质的动

态变化，结合其他组学数据，系统分析林木蛋白调控规律。 

（五）林木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先进的林木育种技术对我国林业种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

林木性状的遗传控制机制不清楚，导致杂交育种精准性不强。林木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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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可以了解不同性状变异的树木或不同生物学过程的基因及表达差

异，从整个基因组范围检测所涉及的基因，来解析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

应用先进的数据库管理技术、数学分析模型和计算机软件对各种生物信息

进行提取、储存、处理和分析，研究复杂生命现象的形成模式与演化规律。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1、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2、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林木遗传育种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3460  林业生物技术专题 3 学分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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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3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12054  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3 学分 

13467  细胞遗传学 3 学分 

12099  分子遗传学专题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选修课**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13 学分 

如学位课

多于要求

学分，可

抵充非学

位课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23417  生物化学 3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2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52  进化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48  发育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2050  功能基因组学专题 3 学分 

13967  植物基因编辑技术专题 2 学分 

13459  林木育种研究法 2 学分 

13466  细胞工程 2 学分 

13491  试验设计 2 学分 

13942  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953  植物荧光原位杂交 2 学分 

13456 基因组学 2 学分 

82003-1  日语二外 2 学分 

13583  遗传图谱和 QTL 定位统计分析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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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林业生物技术专题 

课程介绍：林业生物技术是生物技术在现代林业中的重要应用，是以

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应用基因工程、

细胞工程、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对林木和林产品进行创新改良。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基因工程原理、细胞工程原理、林木良种繁育工

程、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及其评价与管理、林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技术体

系。 

2、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 

课程介绍：群体与数量遗传学专题是研究生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发

生的遗传和变异的学科，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发育过程中所发生的分

子事件。 

教学内容：植物发育遗传学、植物生长发育调控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植物群体与数量遗传学研究的新技术等。 

3、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课程介绍：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旨在使学生在了解遗传学基本原理

的基础上，根据林木遗传变异特点，掌握林木遗传改良的基本方法，熟悉

林木良种繁育的基本手段，更好地为提高我国的林业生产水平服务。 

教学内容：主要介绍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根据林木不同层次的遗传变

异特点开展林木良种选育的基本方法；对选育出的良种通过常规及现代生

物技术方法进行规模化繁殖等。 

4、分子遗传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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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分子遗传学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

注重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又被称为狭义分子生物学。 

教学内容：基因与基因组、DNA 的复制、RNA 的转录、蛋白质的翻

译以及真核和原核生物基因的表达调控等。 

5、细胞遗传学 

课程介绍：细胞遗传学是在细胞层次上进行遗传学研究的遗传学分支

研究，是遗传学和细胞学结合建立了细胞遗传学。 

教学内容：主要是从细胞学的角度, 特别是从染色体的结构和功能, 

以及染色体和其他细胞器的关系来研究遗传现象, 阐明遗传和变异的机

制。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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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笔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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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符合毕业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达到下列要求之一，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1）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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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森林培育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90702）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

素养，具备扎实的林学、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熟悉国内外森林培育相关研究的前沿和动态，掌握森林培育相关的基本研

究方法和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能够从事森林培育相关的科学

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

管理部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责

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

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 知识结构：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学科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 

3. 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并能在基础理论或专门技术上作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应用外语进行本学科的学习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具有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教学或高层次管理工作的能力，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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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人工林定向培育理论与技术 

以各类工业用材林（包括能源林）为对象，围绕定向、优质、稳定和

高效目标，系统深入地开展遗传控制（适地适无性系、树种抗逆性）、立

地生产力维护、林分结构调控及经营措施对产量和质量（材性）的影响研

究，为各类工业用材林定向培育模式的优化和可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和

技术体系。  

（二）经济林栽培与利用 

以木本经济植物和木本观赏植物为重点研究对象，开展种质资源的收

集和评价、种质基因库的建立和品种选育、以及优质资源的生殖、生长、

代谢调控、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和功能等研究，结合现代化的智慧林业技

术手段探索和优化栽培模式，突出体现经济植物资源培育与加工利用一体

化。  

（三）林木种苗科学与技术 

主要研究各林种的种质资源收集和良种选育，林木种子生物学、种子

生态学与良种品质保障和检测的理论与技术，研究林木的苗木生物学和育

苗新技术以及苗木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 

（四）森林智慧栽培 

结合现代化的物联网、大数据、表型组学等智慧林业技术手段，探索

木本植物遗传、生长、生理和代谢的精准调控，林木与森林生长过程的虚

拟现实表达和空间可视化及其对环境的响应机制，研究森林环境效应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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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评估和培育模式的优化。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

少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

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

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森林培育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02 高级树木生理学 2 学分 

4 学分 

12045 森林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12113 森林培育学进展与方法 2 学分 

12042 经济林栽培学专题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3575 种子生态学 2 学分 

6 学分 

13420 林农复合经营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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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植物生理学实验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3320 植物解剖学 2 学分 

13339 城市林业 2 学分 

13359 森林生态学及研究法 3 学分 

13417 经济林研究法 2 学分 

13422 森林立地学 2 学分 

13424 森林培育研究法 2 学分 

13427 设施栽培学 2 学分 

13441 现代苗木培育技术 2 学分 

13460 林业生物技术 2 学分 

13561 湿地生态学 2 学分 

13564 果蔬贮藏与加工学进展 2 学分 

13570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题 2 学分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73318 数学模型在林业中的应用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培育学进展与方法 

课程介绍：以现代森林培育学理论为指导，借鉴植物生理学、土壤学、

生态学、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新手段、新观点和新方法，全面

反映国内外森林培育的研究现状、前沿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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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介绍森林培育学的研究方法和新技术应用的最新进展。 

教学内容：本课程内容包括从林木种子、苗木、造林更新到成林、成

熟的整个培育过程中按既定培育目标和自然规律所进行的综合培育活动。

主要内容包括森林培育学概述、林木种苗培育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森

林营造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森林抚育与更新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

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等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包含若干专

题，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地域特点和需要选择性讲解课程主要内容。 

2、经济林栽培学专题 

3、高级树木生理学 

课程介绍：植物生理学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

梁，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控机理，即植物从“基

因表达”到“性状表达”之间的体内一系列信息传递、能量与物质代谢过程

的调控机制等。本课程以高等木本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专题形式介绍

和研讨树木代谢、生长发育规律及其调控的生理与分子机制以及相关领域

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教学内容：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其他组学及

其应用、水分参数及在树木生理学中的应用、叶绿素荧光技术及其在树木

生理学中的应用、植物激素作用机制、林木体胚发生及研究进展、林木抗

逆的生理机制等。 

4、森林土壤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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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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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笔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

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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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博士研究生完成

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学术成果达到学校制定的成

果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

议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农学博士学位。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现代检测和仪器分析技术

等解决森林培育领域实际问题的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系统掌握森林培育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应的

林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领域的知

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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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相关文件最新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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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符合毕业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达到下列要求之一，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1）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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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森林培育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090702）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思维和生态文明

素养，具备扎实的林学、生物学、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熟悉国内外森林培育相关研究的前沿和动态，掌握森林培育相关的基本研

究方法和技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能够从事森林培育相关的科学

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

管理部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责

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

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 知识结构：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

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学科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 

3. 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并能在基础理论或专门技术上作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应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具有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教学或高层次管理工作的能力，探索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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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人工林定向培育理论与技术 

以各类工业用材林（包括能源林）为对象，围绕定向、优质、稳定和

高效目标，系统深入地开展遗传控制（适地适无性系、树种抗逆性）、立

地生产力维护、林分结构调控及经营措施对产量和质量（材性）的影响研

究，为各类工业用材林定向培育模式的优化和可持续经营提供理论依据和

技术体系。  

（二）经济林栽培与利用 

以木本经济植物和木本观赏植物为重点研究对象，开展种质资源的收

集和评价、种质基因库的建立和品种选育、以及优质资源的生殖、生长、

代谢调控、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和功能等研究，结合现代化的智慧林业技

术手段探索和优化栽培模式，突出体现经济植物资源培育与加工利用一体

化。  

（三）林木种苗科学与技术 

主要研究各林种的种质资源收集和良种选育，林木种子生物学、种子

生态学与良种品质保障和检测的理论与技术，研究林木的苗木生物学和育

苗新技术以及苗木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 

（四）森林智慧栽培 

结合现代化的物联网、大数据、表型组学等智慧林业技术手段，探索

木本植物遗传、生长、生理和代谢的精准调控，林木与森林生长过程的虚

拟现实表达和空间可视化及其对环境的响应机制，研究森林环境效应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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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评估和培育模式的优化。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森林培育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02 高级树木生理学 2 学分 

12 学分 

12045 森林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12113 森林培育学进展与方法 2 学分 

12042 经济林栽培学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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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3575 种子生态学 2 学分 

13 学分 

13420 林农复合经营 2 学分 

12014 植物生理学实验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3320 植物解剖学 2 学分 

13339 城市林业 2 学分 

13359 森林生态学及研究法 3 学分 

13417 经济林研究法 2 学分 

13422 森林立地学 2 学分 

13424 森林培育研究法 2 学分 

13427 设施栽培学 2 学分 

13441 现代苗木培育技术 2 学分 

13460 林业生物技术 2 学分 

13561 湿地生态学 2 学分 

13564 果蔬贮藏与加工学进展 2 学分 

13570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题 2 学分 

22023 高等生物化学 2 学分 

73318 数学模型在林业中的应用 2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培育学进展与方法 

课程介绍：以现代森林培育学理论为指导，借鉴植物生理学、土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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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新手段、新观点和新方法，全面

反映国内外森林培育的研究现状、前沿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

势，介绍森林培育学的研究方法和新技术应用的最新进展。 

教学内容：本课程内容包括从林木种子、苗木、造林更新到成林、成

熟的整个培育过程中按既定培育目标和自然规律所进行的综合培育活动。

主要内容包括森林培育学概述、林木种苗培育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森

林营造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森林抚育与更新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

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技术及研究方法等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包含若干专

题，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地域特点和需要选择性讲解课程主要内容。 

2、经济林栽培学专题       

3、高级树木生理学 

课程介绍：植物生理学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与宏观的生态学之间的桥

梁，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植物生理功能的实现及其调控机理，即植物从“基

因表达”到“性状表达”之间的体内一系列信息传递、能量与物质代谢过程

的调控机制等。本课程以高等木本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专题形式介绍

和研讨树木代谢、生长发育规律及其调控的生理与分子机制以及相关领域

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教学内容：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其他组学及

其应用、水分参数及在树木生理学中的应用、叶绿素荧光技术及其在树木

生理学中的应用、植物激素作用机制、林木体胚发生及研究进展、林木抗

逆的生理机制等。 

4、森林土壤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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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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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笔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

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

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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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博士研究生完成

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学术成果达到学校制定的成

果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

议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农学博士学位。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现代检测和仪器分析技术

等解决森林培育领域实际问题的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系统掌握森林培育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应的

林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领域的知

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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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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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 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

行。符合毕业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学术论

文达到下列要求之一，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1）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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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森林保护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3）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专长，具有扎实的

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森林保护相关研究

前沿和动态，熟悉森林保护学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际视野

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事森林保护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教

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森林保护

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和防控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森林保护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能熟练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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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

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森林保护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

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森林病理学 

研究森林植物及观赏树木病害的病原、发生发展规律，病原物与寄主

互作关系，重要病原生物的分子检测、监测预警技术，病害可持续防控技

术等。重点开展森林病害的致病机理，病原与寄主互作过程中的相互识别

和信号传导，病原鉴定及病害监测及防控新技术，重大病害的抗病育种等。 

（二）森林昆虫学 

研究森林及观赏树木昆虫的分类、生理生化学、生态学，以及我国重

要林木害虫的发生规律，成灾机制和可持续控制技术等。重点研究重要林

业害虫的发生规律和成灾机理，探究它们与寄主的互作关系，以及行为学

与调控生理、昆虫毒理学，研发害虫监测和综合防控技术。 

（三）农药学 

以森林病虫害的绿色防控为目标，研究农药的作用机理、农药残留与

环境毒理，微生物农药、新型化学农药的研发，以及农药新品种剂型加工

与使用技术。 

（四）森林微生物学 

围绕我国重要林木资源和经济树种，研究树木—微生物相互作用机理，

优良菌根菌、解磷细菌和促生抗逆菌的筛选与森林健康调控机制，有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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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调控林木常发性有害生物的协同作用，菌肥开发及应用技术。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为

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

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森林保护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72 森林病理学专题 2 学分 

 

4 学分 

12067 分子植物病理学 3 学分 

12068 高级微生物学 2 学分 

12075 森林昆虫学专题 2 学分 

12074 森林昆虫生物化学 3 学分 

12071 农药学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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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110 入侵生物学专题 2 学分 

6 学分 

12069 菌物学研究进展 2 学分 

12076 资源昆虫学专题 2 学分 

13532 植物病理生理学 3 学分 

12073 森林化学生态学 2 学分 

13552 树木病理学研究专题 2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2 学分 

12077 资源微生物研究进展 2 学分 

13510 森林病害流行学 2 学分 

13507 林病研究法 3 学分 

12085 细胞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3521 微生物研究方法 3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80 植物生理生化研究法 3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病理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讲授森林病理学领域当前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国际最新的研究

热点、研究成果以及森林病理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使得学生熟悉当前林业

生产上主要病害及其发生发展和流行规律，掌握主要林木病害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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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治技术。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森林病害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林木抗病性的概念和分

类，林木病原物的致病性，林木抗病性机制，森林主要主要真菌病害，森

林主要主要细菌病害，森林其他病害，森林病害的防控策略及技术。 

2、分子植物病理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讲授病原物致病性、寄主抗病性以及病原寄主互作过程中的分

子生物学机理以及病原物—寄主互作的分子信号及其传导过程。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寄主—病原菌互作的遗传和生理生化基础，病原物致

病相关基因，寄主植物的抗病基因，寄主防卫反应相关基因，寄主植物与

病原细菌互作，寄主与植物病原真菌互作，寄主植物与病原线虫互作，寄

主植物与病毒互作，信号接收与信息传递，植物抗病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 

3、高级微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讲授微生物前沿发展领域，植物与微生物互作领域的研究背景、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进展、主要研究方法等。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植物—微生物互作简介，植物根系促生微生物，微生

物肥料，生物防治与微生物农药，PGPR 代表菌株的研究进展，生物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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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微生物组研究，生物界级分类系统的演化研究，微生物研究热点讨

论 

4、森林昆虫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森林昆虫学专题是森林保护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学位课。学习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森林昆虫的地位及其经济意义；森林有

害生物治理的策略及其发展；掌握森林害虫综合管理的理论基础及管理技

术研究现状及趋势；明确我国主要森林害虫区系及综合管理现状；掌握外

来入侵有害生物的种类识别、监测预警及综合治理方法。使学生通过此专

题的学习，为从事森林昆虫学有关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森林有害生物概念、研究历史和现状，森林有害生物

治理的策略及其发展，森林害虫综合管理策略，森林害虫管理技术研究现

状及趋势，我国主要森林害虫区系，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现状与防控。 

5、森林昆虫生物化学 

（1）课程介绍 

主要讲授昆虫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前沿进展。以昆虫为

对象，用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分子水平上探讨昆虫生命现象和化学本

质，在此基础上从生命科学范畴考察分析昆虫生命活动和各种行为，通过

学习该课程，能够更深入、更客观地了解昆虫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以

及热点难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学生今后从事昆虫生物化学、昆虫毒理学等有关学科研究工作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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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国内外昆虫生物化学的研究概况，昆虫的中间代谢，

昆虫的表皮化学，昆虫的贮存蛋白，昆虫的热激蛋白，昆虫的神经肽，昆

虫体内生物胺及其受体，昆虫的免疫防卫化学，昆虫的卵黄蛋白，昆虫雄

性附腺分泌物及其对雌性的作用，昆虫产卵的化学调控，昆虫的保幼激素

和保幼激素，昆虫性信息素 

6、农药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系统讲授农药发展历史，农药的代谢，作用靶标及机理，农药

的毒力、毒性测定及评价，农药的抗性，农药的研究开发及使用技术，为

学生进行与农药学有关的科学研究和研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农药科学及农药的发展简史，农药的代谢，农药的作

用靶标，农药的毒力、毒性测定及评价，农药的抗性，农药的开发及应用， 

生物农药，化学农药的研究进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在博士三年级第 1 学期考核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活动完成情况，考

核内容包括：试讲本科生实验课或参加助管助教，协助指导本科生论文设

计，协助指导专业实验和实习等，或结合课题到生产单位参加调研和生产

实践，或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等。由导师负责对其实践环节的真实性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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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评价，成绩为通过和不通过。最终并提交相关纸质材料在学院备案。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

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

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

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报告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考核小组提问和答辩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

钟。每名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开题报告方能进行论文撰写阶段；若开题报

告被论文指导委员会判定为“不通过”者，原则上不能进入论文阶段。开题

报告要有完整的记录并归入研究生学籍档案。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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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符合毕业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达到下列要求之一，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1）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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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森林保护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3）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专长，具有扎实的

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森林保护相关研究

前沿和动态，熟悉森林保护学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际视野

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事森林保护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教

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森林保护

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和防控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森林保护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能熟练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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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

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森林保护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

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森林病理学 

研究森林植物及观赏树木病害的病原、发生发展规律，病原物与寄主

互作关系，重要病原生物的分子检测、监测预警技术，病害可持续防控技

术等。重点开展森林病害的致病机理，病原与寄主互作过程中的相互识别

和信号传导，病原鉴定及病害监测及防控新技术，重大病害的抗病育种等。 

（二）森林昆虫学 

研究森林及观赏树木昆虫的分类、生理生化学、生态学，以及我国重

要林木害虫的发生规律，成灾机制和可持续控制技术等。重点研究重要林

业害虫的发生规律和成灾机理，探究它们与寄主的互作关系，以及行为学

与调控生理、昆虫毒理学，研发害虫监测和综合防控技术。 

（三）农药学 

以森林病虫害的绿色防控为目标，研究农药的作用机理、农药残留与

环境毒理，微生物农药、新型化学农药的研发，以及农药新品种剂型加工

与使用技术。 

（四）森林微生物学 

围绕我国重要林木资源和经济树种，研究树木—微生物相互作用机理，

优良菌根菌、解磷细菌和促生抗逆菌的筛选与森林健康调控机制，有益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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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调控林木常发性有害生物的协同作用，菌肥开发及应用技术。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森林保护学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72 森林病理学专题 2 学分 

 

4 学分 

12067 分子植物病理学 3 学分 

12068 高级微生物学 2 学分 

12075 森林昆虫学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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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4 森林昆虫生物化学 3 学分 

12071 农药学专题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100 入侵生物学专题 2 学分 

6 学分 

12069 菌物学研究进展 2 学分 

12076 资源昆虫学专题 2 学分 

13532 植物病理生理学 3 学分 

12073 森林化学生态学 2 学分 

13552 树木病理学研究专题 2 学分 

12055 生物信息学专题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2 学分 

12077 资源微生物研究进展 2 学分 

13510 森林病害流行学 2 学分 

13507 林病研究法 3 学分 

12085 细胞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3521 微生物研究方法 3 学分 

12047 蛋白质组学专题 3 学分 

12080 植物生理生化研究法 3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病理学专题 

（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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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讲授森林病理学领域当前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国际最新的研究

热点、研究成果以及森林病理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使得学生熟悉当前林业

生产上主要病害及其发生发展和流行规律，掌握主要林木病害的防治策略

与防治技术。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森林病害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林木抗病性的概念和分

类，林木病原物的致病性，林木抗病性机制，森林主要主要真菌病害，森

林主要主要细菌病害，森林其他病害，森林病害的防控策略及技术。 

2、分子植物病理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讲授病原物致病性、寄主抗病性以及病原寄主互作过程中的分

子生物学机理以及病原物—寄主互作的分子信号及其传导过程。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寄主—病原菌互作的遗传和生理生化基础，病原物致

病相关基因，寄主植物的抗病基因，寄主防卫反应相关基因，寄主植物与

病原细菌互作，寄主与植物病原真菌互作，寄主植物与病原线虫互作，寄

主植物与病毒互作，信号接收与信息传递，植物抗病基因工程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 

3、高级微生物学 

（1）课程介绍 

本课程讲授微生物前沿发展领域，植物与微生物互作领域的研究背景、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进展、主要研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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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植物—微生物互作简介，植物根系促生微生物，微生

物肥料，生物防治与微生物农药，PGPR 代表菌株的研究进展，生物膜研

究， 微生物组研究，生物界级分类系统的演化研究，微生物研究热点讨

论 

4、森林昆虫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森林昆虫学专题是森林保护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学位课。学习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森林昆虫的地位及其经济意义；森林有

害生物治理的策略及其发展；掌握森林害虫综合管理的理论基础及管理技

术研究现状及趋势；明确我国主要森林害虫区系及综合管理现状；掌握外

来入侵有害生物的种类识别、监测预警及综合治理方法。使学生通过此专

题的学习，为从事森林昆虫学有关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森林有害生物概念、研究历史和现状，森林有害生物

治理的策略及其发展，森林害虫综合管理策略，森林害虫管理技术研究现

状及趋势，我国主要森林害虫区系，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现状与防控。 

5、森林昆虫生物化学 

（1）课程介绍 

主要讲授昆虫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前沿进展。以昆虫为

对象，用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分子水平上探讨昆虫生命现象和化学本

质，在此基础上从生命科学范畴考察分析昆虫生命活动和各种行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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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该课程，能够更深入、更客观地了解昆虫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以

及热点难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学生今后从事昆虫生物化学、昆虫毒理学等有关学科研究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国内外昆虫生物化学的研究概况，昆虫的中间代谢，

昆虫的表皮化学，昆虫的贮存蛋白，昆虫的热激蛋白，昆虫的神经肽，昆

虫体内生物胺及其受体，昆虫的免疫防卫化学，昆虫的卵黄蛋白，昆虫雄

性附腺分泌物及其对雌性的作用，昆虫产卵的化学调控，昆虫的保幼激素

和保幼激素，昆虫性信息素 

6、农药学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系统讲授农药发展历史，农药的代谢，作用靶标及机理，农药

的毒力、毒性测定及评价，农药的抗性，农药的研究开发及使用技术，为

学生进行与农药学有关的科学研究和研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农药科学及农药的发展简史，农药的代谢，农药的作

用靶标，农药的毒力、毒性测定及评价，农药的抗性，农药的开发及应用， 

生物农药，化学农药的研究进展。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在博士三年级第 1 学期考核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活动完成情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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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内容包括：试讲本科生实验课或参加助管助教，协助指导本科生论文设

计，协助指导专业实验和实习等，或结合课题到生产单位参加调研和生产

实践，或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等。由导师负责对其实践环节的真实性进行考

核评价，成绩为通过和不通过。最终并提交相关纸质材料在学院备案。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与学科专业相关度、国内外研究综

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进行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

告会上进行口头汇报。博士生开题报告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按学校有关

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报告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考核小组提问和答辩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

钟。每名博士研究生必须通过开题报告方能进行论文撰写阶段；若开题报

告被论文指导委员会判定为“不通过”者，原则上不能进入论文阶段。开题

报告要有完整的记录并归入研究生学籍档案。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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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统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符合毕业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公开发表的学术

论文达到下列要求之一，可建议授予博士学位：（1）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

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

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2）SCI 一区论文 1 篇。（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

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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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森林经理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4）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专长，具有扎实的

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森林经理领域相关

研究前沿和动态，熟悉森林经理领域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

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事森林经理科学研究与

技术开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

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森林经理

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森林经营管理

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森林经理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能熟练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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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

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森林经理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

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森林经营规划与资源管理 

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与技术及指标体系的研究；森林资源的评价及资

产评估，森林调整基本理论的研究；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经营方案与管理模

式的研究；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及补偿机制的研究；风景林和景观生态规划

的研究；森林调整规划及决策优化技术。 

（二）森林资源调查、监测与评价  

  森林抽样技术的研究，森林资源的动态监测方法的研究；测树数表

的研究，测树工具的改进，激光遥感人工林监测技术与方法，基于大数据

技术的森林资源监测应用研究。森林系统模型和状态方程的研究；系统的

优化与控制技术；参数和非参数估计问题；大系统理论；常规和非常规的

预测技术，试验设计方法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 

（三）森林结构与生长模型模拟 

主要研究树木和林分生长模型研究，研究森林生长动态模型和模拟技

术，森林生长收获模型的研究，林木干形的研究；基于地面激光扫描的用

材林收获模型模拟，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树木、林分生长模型；林分结构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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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遥感及 GIS 与信息技术应用 

地物的光谱、结构及时空变化特性研究，森林植被的光谱和结构特

征提取技术；几何校正，大气校正，辐射校正技术；图像增强、分类及森

林参数反演技术；智能化提取和分析技术；GIS 应用技术，虚拟现实和“智

慧地球”，信息技术林业应用。 

（五）智慧林业 

精准化森林资源调查、智能化森林资源监测及智慧化森林经营管理的

研究；基于天空地一体化遥感和物联网的森林资源监测、多尺度林木表型

性状精准提取研究；林业人工智能、可视化及大数据分析技术；林业智能

装备应用、森林资源管理与智能决策系统开发；基于大数据的森林经营方

案制定研究；智能化病虫害及林火监测和预测预警研究。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为

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

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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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森林经理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64 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决策优化 
3 学分 

不少于 4

学分 

12057 测树学专题 
2 学分 

13482 森林经理学研究法 
2 学分 

12062 林业遥感专题   
2 学分 

13479 景观生态学 
2 学分 

13476 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 
2 学分 

13550 生物数学模型专题 
3 学分 

12112 林业激光雷达专题 
2 学分 

12065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 
3 学分 

不少于 6

学分 

12058 抽样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12028 生态学专题 
3 学分 

73358 网络数据库 
2 学分 

53438 微分方程 
3 学分 

72005 VC++高级语言 
3 学分 

5203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2 学分 

53362 微观经济学 
2 学分 



 417 

33358 现代控制理论 
3 学分 

52019 公共政策研究 
2 学分 

53388 林业项目评估 
2 学分 

13481 区域规划学 
2 学分 

12061 林业规划 
2 学分 

52028 林业经济研究 
3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决策优化 

（1）课程介绍 

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决策优化是森林经理学博士研究生的主要专业学

位课之一。该门课程是研究对现实森林进行合理经营、科学优化，使之能

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实现永续利用的

理论与方法的一门课程。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决策优化课程的任务可以概括

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森林资源的调查分析、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和设

计、森林经营决策优化方法。 

（2）教学内容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森林资源的结构和特点，掌握森林经

营的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林学理论，熟悉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背景、

主要进程、指标及其标准，熟悉森林区划、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经营规划、

森林作业法设计的方法、步骤。在此基础上，掌握线性规划、目标规划等

森林决策优化方法，从而为走上工作岗位从事森林经营规划、森林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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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森林决策优化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2、测树学专题 

（1）课程介绍 

课程讲授林学测树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述原木、树木和林分材积

的确定，以及研究林分生长和收获，掌握树木材积、林分生长量、生长和

收获预估模型、立地质量及林分结构等基本知识；掌握林分调查、林分蓄

积量、生物量测定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生命科学和林业科学理

论基础，同时能够理论联系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具备国际视野和

团队合作精神的良好素养。测树学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角规测树专题，数

表编制专题。生收收获模型专题，林木空间格局专题。 

（2）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对象包括单木、林分和森林三个不同层次，课程内容涉及

原理、方法和技术三个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研究生能够掌握测树

学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掌握树木与林分材积和蓄积量及其生长量测

定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掌握大区域森林资源调查及评价的基本理

论、方法和技术。为林业学科提供研究、分析森林的测算数据基础。为

制定科学的森林经营措施提供技术保障。 

3、森林经理学研究法 

 （1）课程介绍 

森林经理学是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如何有效组织森林经营活

动的应用基础理论、方法、技术和工艺的一门科学，在林业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森林经理可称为森林经营管理，也可称为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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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对森林资源进行森林区划、调查、森林生长与效益评价、结构调整、

决策和信息管理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需要发挥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与产

学研相结合的优势，开展森林经营的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技术和

工艺研究，以适应现代林业发展需求。 

（2）教学内容 

理论基础及基本方法：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

理论与技术，能掌握对现有森林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经营关键技术与方法；

为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管理提供理论基础。研究随机生长模拟技术方法、

不同尺度森林功能区划方法、森林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方法、资源数据统

计分析与建模方法、数学规划方法、森林经营与信息管理优化算法、森林

资源及经营效果分析评价方法等。 

关键专题分析：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融汇掌握森林经理学相关研究

的技术基础。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采用新技术如融合地理信息 、AI

技术实现森林生长、森林分布、森林结构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化规律分

析提供基本技能；为智慧林业建设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基于 AI 技术的森

林生长模型模拟，空间分析林业应用专题分析。 

 4、林业遥感专题 

（1）课程介绍 

适感技术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步聚，几种主要适感影像数据的光谱特征，

校正和配准方法，分类技术等专题中的前沿问题与热点问题。 

5、景观生态学 

（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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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景观结构景观生态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景观评价，景观生态过程，景观动态变化，景观规划。 

6、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 

（1）课程介绍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融合信息科学、地理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

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探索 GIS

空间分析解决地理空间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为进一步的开展 GIS 应用和

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内容主要包括：空间数据结构、空间数据处理、空

间数据库技术，GIS 空间分析的技术与方法，包括空间量测与计算，基于

矢量的空间分析、基于栅格的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分析、空间三维建模与

分析，GIS 的林业应用研究进展等。 

（2）教学内容 

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了解国内外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了解国内外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地理空间数据的特征及其计

算机表示方法，掌握空间数据处理方法以及空间分析原理与方法。 

关键技术与案例分析：基于矢量的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栅格的空间分

析方法、空间统计学分析、空间三维建模与分析，GIS 的林业应用研究进

展。 

7、生物数学模型专题 

  （1）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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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统计数学模型，生物分类数学模型，生物演化数学模型，马尔柯

夫链，微分与差分方程模型；生物系统控制论。 

8、林业激光雷达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在林学相关课程学习的基础上，为博士生开设的一门专业

（学位）课。课程以专题的形式介绍林业激光雷达的理论和方法、林业激

光雷达的前沿与热点、林业激光雷达专用仪器和软件，处理林业激光雷达

数据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激光雷达林业及相关专业的具体应用案例等。 

（2）教学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能够掌握激光雷达遥感的

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理解激光雷达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方法，了解激光

雷达遥感数据处理的基本算法思路，掌握森林结构参数提取的基本步骤，

学会激光雷达与其他数据源集成的方法，熟悉激光雷达的林业及相关学科

应用。林业激光雷达概述及发展趋势专题，林业激光雷达基本原理专题，

多平台激光雷达遥感应用专题，林业激光雷达数据综合处理专题，林业激

光雷达多尺度参数反演专题，林业激光雷达动态监测专题。 

9、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理论与方法 

（1）课程介绍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体系与动态

估计的方法。是研究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理论与方法的一门课程。课程的核

心内容包括森林资源抽样调查理论、森林区划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态

服务功能功能监测、森林资源非空间与空间分析、森林资源时空变化分析。 



 422 

（2）教学内容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森林资源的结构和特点、我国森林资

源监测存在的问题、国际森林资源监测的发展趋势，掌握森林资源抽样调

查的基本理论。结合课程作业，掌握森森林区划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

态服务功能功能监测、森林资源非空间与空间分析、森林资源时空变化分

析的方法与步骤，现代信息技术在森林资源监测中的应用，森林资源监测

的过去、现在、发展趋势。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工

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考核

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应参加其他实

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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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笔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或学科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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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或

学科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森林经理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申请应体现我校林学学科的整

体水平，充分发挥导师、二级学科和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对学位论文进行严

格质量控制的作用，强化学位论文相关成果的同行评议，实行定量评价与

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标准。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科

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多元数据统计

分析、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GPS 技术等解决森林经理方法与技

术领域实际问题的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森林经理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应的数学、

3S 技术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领域的知识，准

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的



 425 

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学

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现

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学

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

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科

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和

林业经营管理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性

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有

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和

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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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有关文件最新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

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校

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427 

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森林经理学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4）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专长，具有扎实的

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森林经理领域相关

研究前沿和动态，熟悉森林经理领域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

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事森林经理科学研究与

技术开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

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森林经理

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森林经营管理

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森林经理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能熟练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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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和

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森林经理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

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森林经营规划与资源管理 

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与技术及指标体系的研究；森林资源的评价及资

产评估，森林调整基本理论的研究；南方集体林区森林经营方案与管理模

式的研究；森林生态效益评价及补偿机制的研究；风景林和景观生态规划

的研究；森林调整规划及决策优化技术。 

（二）森林资源调查、监测与评价  

  森林抽样技术的研究，森林资源的动态监测方法的研究；测树数表

的研究，测树工具的改进，激光遥感人工林监测技术与方法，基于大数据

技术的森林资源监测应用研究。森林系统模型和状态方程的研究；系统的

优化与控制技术；参数和非参数估计问题；大系统理论；常规和非常规的

预测技术，试验设计方法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的研究。 

（三）森林结构与生长模型模拟 

主要研究树木和林分生长模型研究，研究森林生长动态模型和模拟技

术，森林生长收获模型的研究，林木干形的研究；基于地面激光扫描的用

材林收获模型模拟，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的树木、林分生长模型；林分结构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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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遥感及 GIS 与信息技术应用 

地物的光谱、结构及时空变化特性研究，森林植被的光谱和结构特

征提取技术；几何校正，大气校正，辐射校正技术；图像增强、分类及森

林参数反演技术；智能化提取和分析技术；GIS 应用技术，虚拟现实和“智

慧地球”，信息技术林业应用。 

（五）智慧林业 

精准化森林资源调查、智能化森林资源监测及智慧化森林经营管理的

研究；基于天空地一体化遥感和物联网的森林资源监测、多尺度林木表型

性状精准提取研究；林业人工智能、可视化及大数据分析技术；林业智能

装备应用、森林资源管理与智能决策系统开发；基于大数据的森林经营方

案制定研究；智能化病虫害及林火监测和预测预警研究。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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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森林经理学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64 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决策优化 3 学分 

不少于 12

学分 

12057 测树学专题 2 学分 

13482 森林经理学研究法 2 学分 

12062 林业遥感专题   2 学分 

13479 景观生态学 2 学分 

13476 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 2 学分 

13550 生物数学模型专题 3 学分 

12112 林业激光雷达专题 2 学分 

12065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 3 学分 

不少于 13

学分 

12058 抽样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12028 生态学专题 3 学分 

73358 网络数据库 2 学分 

73322 微分方程 3 学分 

72005 VC++高级语言 3 学分 

5203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2 学分 

53362 微观经济学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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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8 现代控制理论 3 学分 

52019 公共政策研究 2 学分 

53388 林业项目评估 2 学分 

13481 区域规划学 2 学分 

12061 林业规划 2 学分 

52028 林业经济研究 3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决策优化 

（1）课程介绍 

森林可持续经营与决策优化是森林经理学博士研究生的主要专业学

位课之一。该门课程是研究对现实森林进行合理经营、科学优化，使之能

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实现永续利用的

理论与方法的一门课程。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决策优化课程的任务可以概括

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森林资源的调查分析、森林可持续经营规划和设

计、森林经营决策优化方法。 

（2）教学内容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森林资源的结构和特点，掌握森林经

营的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林学理论，熟悉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背景、

主要进程、指标及其标准，熟悉森林区划、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经营规划、

森林作业法设计的方法、步骤。在此基础上，掌握线性规划、目标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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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决策优化方法，从而为走上工作岗位从事森林经营规划、森林作业法

设计、森林决策优化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2、测树学专题 

（1）课程介绍 

课程讲授林学测树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述原木、树木和林分材积

的确定，以及研究林分生长和收获，掌握树木材积、林分生长量、生长和

收获预估模型、立地质量及林分结构等基本知识；掌握林分调查、林分蓄

积量、生物量测定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生命科学和林业科学理

论基础，同时能够理论联系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具备国际视野和

团队合作精神的良好素养。测树学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角规测树专题，数

表编制专题。生收收获模型专题，林木空间格局专题。 

（2）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对象包括单木、林分和森林三个不同层次，课程内容涉及

原理、方法和技术三个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研究生能够掌握测树

学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掌握树木与林分材积和蓄积量及其生长量测

定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掌握大区域森林资源调查及评价的基本理

论、方法和技术。为林业学科提供研究、分析森林的测算数据基础。为

制定科学的森林经营措施提供技术保障。 

3、森林经理学研究法 

 （1）课程介绍 

森林经理学是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如何有效组织森林经营活

动的应用基础理论、方法、技术和工艺的一门科学，在林业建设中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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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森林经理可称为森林经营管理，也可称为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它是对森林资源进行森林区划、调查、森林生长与效益评价、结构调整、

决策和信息管理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需要发挥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与产

学研相结合的优势，开展森林经营的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技术和

工艺研究，以适应现代林业发展需求。 

（2）教学内容 

理论基础及基本方法：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

理论与技术，能掌握对现有森林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经营关键技术与方法；

为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管理提供理论基础。研究随机生长模拟技术方法、

不同尺度森林功能区划方法、森林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方法、资源数据统

计分析与建模方法、数学规划方法、森林经营与信息管理优化算法、森林

资源及经营效果分析评价方法等。 

关键专题分析：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融汇掌握森林经理学相关研究

的技术基础。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采用新技术如融合地理信息 、AI

技术实现森林生长、森林分布、森林结构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变化规律分

析提供基本技能；为智慧林业建设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基于 AI 技术的森

林生长模型模拟，空间分析林业应用专题分析。 

 4、林业遥感专题 

（1）课程介绍 

适感技术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步聚，几种主要适感影像数据的光谱特征，

校正和配准方法，分类技术等专题中的前沿问题与热点问题。 

5、景观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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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介绍 

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景观结构景观生态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景观评价，景观生态过程，景观动态变化，景观规划。 

6、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 

（1）课程介绍 

 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融合信息科学、地理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

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探索 GIS

空间分析解决地理空间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为进一步的开展 GIS 应用和

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内容主要包括：空间数据结构、空间数据处理、空

间数据库技术，GIS 空间分析的技术与方法，包括空间量测与计算，基于

矢量的空间分析、基于栅格的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分析、空间三维建模与

分析，GIS 的林业应用研究进展等。 

（2）教学内容 

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了解国内外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研究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了解国内外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与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地理空间数据的特征及其计

算机表示方法，掌握空间数据处理方法以及空间分析原理与方法。 

关键技术与案例分析：基于矢量的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栅格的空间分

析方法、空间统计学分析、空间三维建模与分析，GIS 的林业应用研究进

展。 

7、生物数学模型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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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程介绍 

生物统计数学模型，生物分类数学模型，生物演化数学模型，马尔柯

夫链，微分与差分方程模型；生物系统控制论。 

8、林业激光雷达专题 

（1）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在林学相关课程学习的基础上，为博士生开设的一门专业

（学位）课。课程以专题的形式介绍林业激光雷达的理论和方法、林业激

光雷达的前沿与热点、林业激光雷达专用仪器和软件，处理林业激光雷达

数据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激光雷达林业及相关专业的具体应用案例等。 

（2）教学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能够掌握激光雷达遥感的

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理解激光雷达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方法，了解激光

雷达遥感数据处理的基本算法思路，掌握森林结构参数提取的基本步骤，

学会激光雷达与其他数据源集成的方法，熟悉激光雷达的林业及相关学科

应用。林业激光雷达概述及发展趋势专题，林业激光雷达基本原理专题，

多平台激光雷达遥感应用专题，林业激光雷达数据综合处理专题，林业激

光雷达多尺度参数反演专题，林业激光雷达动态监测专题。 

9、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理论与方法 

（1）课程介绍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体系与动态

估计的方法。是研究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理论与方法的一门课程。课程的核

心内容包括森林资源抽样调查理论、森林区划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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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功能监测、森林资源非空间与空间分析、森林资源时空变化分析。 

（2）教学内容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森林资源的结构和特点、我国森林资

源监测存在的问题、国际森林资源监测的发展趋势，掌握森林资源抽样调

查的基本理论。结合课程作业，掌握森森林区划与森林资源调查、森林生

态服务功能功能监测、森林资源非空间与空间分析、森林资源时空变化分

析的方法与步骤，现代信息技术在森林资源监测中的应用，森林资源监测

的过去、现在、发展趋势。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工

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验、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考核

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应参加其他实

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根据科研创新的培养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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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须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

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博士生开题报

告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开题报告会由学院统一组织。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笔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或学科统一组织。 



 438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或

学科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森林经理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申请应体现我校林学学科的整

体水平，充分发挥导师、二级学科和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对学位论文进行严

格质量控制的作用，强化学位论文相关成果的同行评议，实行定量评价与

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标准。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科

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多元数据统计

分析、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GPS 技术等解决森林经理方法与技

术领域实际问题的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森林经理学科基础理论和相应的数学、

3S 技术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领域的知识，准

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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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学

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现

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学

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

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科

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和

林业经营管理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性

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有

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和

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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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

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博

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

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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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090705）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长，具有扎

实的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野生动植物保

护与利用相关研究前沿和动态，熟悉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的基本实验技

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

事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规划和

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野生动植

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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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

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

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学 

研究野生动植物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及其维持；

研究动植物的濒危机制及其保护策略制定。 

（二）动植物资源利用学 

研究动植物资源的分布、数量、动态管理策略，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

高效开发利用（包括良种选育与培育、产品加工利用等）理论与技术。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为

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

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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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3367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2 学分 

4 学分 

13499 动植物相互作用生态学 2 学分 

12054 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3 学分 

13528 野生动物学 3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3490 生物统计  2 学分 

6 学分 

12052 进化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3526 野生动物分类学 3 学分 

13942 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517 湿地生物学 2 学分 

13459 林木育种研究法 2 学分 

33268 GPS 与 GIS 技术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1）课程介绍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涉及生物多样性概念、物种数量、生物



 444 

多样性价值、物种灭绝、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

物种复壮、栖息地保护等内容。 

（2）教学内容 

生物多样性的含义及其概况，现在物种数量，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物

种灭绝的概况及其原因，保护生物学的兴起，物种生存力分析，受胁物种

的等级审定，动物繁殖，植物园与种子库，物种的引入，栖息地保护等。 

2、动植物相互作用生态学 

（1）课程介绍 

《动植物相互作用》是生态系统中动植物之间的生物学过程。动植物

相互作用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研究动植物相互关系及

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的一门科学。 

（2）教学内容 

动植物相互作用类型，动物传粉，动物种子传播，食草作用和动植物

互惠网络等相关内容。 

3、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1）课程介绍 

《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涉及林木常规育种涉及育种策略制定、选

引育以及现代诱变和生物技术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林木良种繁育的理论与

技术。 

（2）教学内容 

林木遗传改良的策略制定，种质资源，种源试验，引种与驯化，选择

育种，诱变育种，基因工程育种，细胞工程育种，母树林与种子园，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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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与分析等。 

4、野生动物学 

（1）课程介绍 

《野生动物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以动物的演化系统为主线，

较系统地介绍动物界各主要类群的特征；重要代表动物的特点；动物各门、

纲、目的分类、生态及经济意义；动物界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各门、纲

的演化关系以及动物地理分布知识。 

（2）教学内容 

低等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野

生动物分类、调查与保护等内容。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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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为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

读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应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涉及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技

术路线、研究方案、计划进度、预期成果、可行性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

与解决方案、经费预算等内容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开

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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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申请应体现创

新性并达到国际前沿研究的水平，充分发挥导师、二级学科和学院学位分

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形成的重点节点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作用，强化学位论

文相关成果的同行盲评，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标准。

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领域实际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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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基础理论

和相应的生命科学、林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

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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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

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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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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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直博研究生培养方

案（090705）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长，具有扎

实的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野生动植物保

护与利用相关研究前沿和动态，熟悉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的基本实验技

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能够从

事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能够胜任高等院校、

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教学、科研、技术开发、规划和

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野生动植

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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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

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

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学 

研究野生动植物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及其维持；

研究动植物的濒危机制及其保护策略制定。 

（二）动植物资源利用学 

研究动植物资源的分布、数量、动态管理策略，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

高效开发利用（包括良种选育与培育、产品加工利用等）理论与技术。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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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3367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2 学分 

4 学分 

13499 动植物相互作用生态学 2 学分 

12054 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2 学分 

13528 野生动物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3490 生物统计  2 学分 

6 学分 

12052 进化遗传学专题 2 学分 

13526 野生动物分类学 3 学分 

13942 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334 植物资源学 3 学分 

13301 保护生物学 2 学分 

12049 分子生物学专题 3 学分 

13497 动物地理学 2 学分 

13517 湿地生物学 2 学分 

13459 林木育种研究法 2 学分 

33268 GPS 与 GIS 技术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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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73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 

（1）课程介绍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学》涉及生物多样性概念、物种数量、生物

多样性价值、物种灭绝、保护生物学的发展历程、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

物种复壮、栖息地保护等内容。 

（2）教学内容 

生物多样性的含义及其概况，现在物种数量，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物

种灭绝的概况及其原因，保护生物学的兴起，物种生存力分析，受胁物种

的等级审定，动物繁殖，植物园与种子库，物种的引入，栖息地保护等。 

2、动植物相互作用生态学 

（1）课程介绍 

《动植物相互作用》是生态系统中动植物之间的生物学过程。动植物

相互作用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研究动植物相互关系及

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的一门科学。 

（2）教学内容 

动植物相互作用类型，动物传粉，动物种子传播，食草作用和动植物

互惠网络等相关内容。 

3、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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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介绍 

《林木遗传改良原理专题》涉及林木常规育种涉及育种策略制定、选

引育以及现代诱变和生物技术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林木良种繁育的理论与

技术。 

（2）教学内容 

林木遗传改良的策略制定，种质资源，种源试验，引种与驯化，选择

育种，诱变育种，基因工程育种，细胞工程育种，母树林与种子园，遗传

测定与分析等。 

4、野生动物学 

（1）课程介绍 

《野生动物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以动物的演化系统为主线，

较系统地介绍动物界各主要类群的特征；重要代表动物的特点；动物各门、

纲、目的分类、生态及经济意义；动物界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各门、纲

的演化关系以及动物地理分布知识。 

（2）教学内容 

低等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野

生动物分类、调查与保护等内容。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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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为达到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应广泛阅

读本学科国内外相关文献，至少阅读 100 篇研究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占

50%以上，并撰写文献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应体现本学科领域

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应用性。 

研究生应尽早确定研究课题，尽早开展科学研究，尽早进入实验室，

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论证，最迟不得超过第

三学期末。学位论文选题一经通过论证，应严格认真执行，如有更改，应

重新论证。 

开题报告应涉及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技

术路线、研究方案、计划进度、预期成果、可行性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

与解决方案、经费预算等内容撰写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汇报。开

题报告会需由学院或学科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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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考核由学院统

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

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

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申请应体现创

新性并达到国际前沿研究的水平，充分发挥导师、二级学科和学院学位分

委员会对学位论文形成的重点节点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作用，强化学位论

文相关成果的同行盲评，实行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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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如下：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领域实际问题的

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学科基础理论

和相应的生命科学、林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

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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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下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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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461 

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6）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长，具有扎实

的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园林植物与观赏

园艺学科研究的动态和前沿学术方向，具有从事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科研、

教学、生产、管理和独立承担相关工作的能力，并具有独到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适应性及熟练的专

业技能，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听说读写能力。毕业后适于到高等学校、

科研、规划、管理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规划、管理工

作。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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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育种和栽培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

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

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领

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观赏植物种质保护与开发利用 

重点开展野生、栽培观赏植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研究种质资源评

价和保存方法，开展遗传多样性分析，挖掘优异种质资源等。 

（二）观赏植物育种 

开展观赏植物育种理论和技术研究。利用杂交育种、选择育种、辐射

育种等多种育种途径选育观赏植物新品种，并研究性状表达的分子机制等。 

（三）观赏植物栽培 

研究观赏植物繁殖、栽培新技术及基础理论，研究环境胁迫的分子机

制，研究不同观赏植物间相克相依的关系及机理，阐明观赏植物科学配置

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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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

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110 观赏植物研究专题 2 学分 

4 学分 13451 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304 高级植物生理学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080 植物生理生化研究法 2 学分 

6 学分 

12012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 3 学分 

12111 观赏植物栽培专题 2 学分 

13453 分子遗传学 2 学分 

13468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2 学分 

13455 基因工程 2 学分 

13556 苗木生理生态 2 学分 

13331 植物显微镜技术 2 学分 

13391 花卉品种分类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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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4 园林植物开花生理与调节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观赏植物研究专题 

（1）课程介绍 

观赏植物研究专题主要讲授观赏植物在繁殖、栽培（利用）、育种等

方面现状以及最新研究进展。通过对问题的剖析和研究方案的制定，解决

观赏植物繁殖、栽培和育种方面存在问题，以提高观赏植物利用效率等。 

（2）教学内容 

观赏植物繁殖方法与应用条件；观赏植物选择科学要求；观赏植物配

置与定向培育；常规育种手段与分子辅助育种。 

2、分子生物学 

（1）课程介绍 

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阐明生命现象本质的

科学。课程主要讲授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及主要技术等，包括蛋白质体

系、蛋白质-核酸体系和蛋白质-脂质体系等。 

（2）教学内容 

核心内容包括核酸和基因组的结构； DNA 的复制、突变和重组；系

统分析了基因的表达过程，内容涉及 RNA 的生物合成、转录后加工以及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与加工；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核酸的

分离、纯化、检测和杂交，基因克隆，聚合酶链式反应，DNA 测序和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AD%90/4790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A4%A7%E5%88%86%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5%91%BD%E7%8E%B0%E8%B1%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A%E5%90%88%E9%85%B6%E9%93%BE%E5%BC%8F%E5%8F%8D%E5%BA%94/5553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DNA%E6%B5%8B%E5%BA%8F/5638520


 465 

因组测序，基因表达分析以及蛋白质组学研究等。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学科前沿领域课题和对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调查研究，写好文献综

述，作好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要对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外的最新科研成

果及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开题报告应包括开题的意义、

国内外发展动态、研究趋势、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对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经费概算也要进行说明，开题报告必须有 3 人以上的专家小组进

行论证。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均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第三学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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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综合考试与开题同时进行，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检查

博士生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

况，内容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预答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

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生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后准予毕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

者授予博士学位。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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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领域实际问题的现

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科基础理论和

相应的数学、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

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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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校

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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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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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090706）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基础、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长，具有扎实

的林学、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园林植物与观赏

园艺学科研究的动态和前沿学术方向，具有从事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科研、

教学、生产、管理和独立承担相关工作的能力，并具有独到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强，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适应性及熟练的专

业技能，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听说读写能力。毕业后适于到高等学校、

科研、规划、管理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规划、管理工

作。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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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育种和栽培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

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

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

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领

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观赏植物种质保护与开发利用 

重点开展野生、栽培观赏植物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研究种质资源评

价和保存方法，开展遗传多样性分析，挖掘优异种质资源等。 

（二）观赏植物育种 

开展观赏植物育种理论和技术研究。利用杂交育种、选择育种、辐射

育种等多种育种途径选育观赏植物新品种，并研究性状表达的分子机制等。 

（三）观赏植物栽培 

研究观赏植物繁殖、栽培新技术及基础理论，研究环境胁迫的分子机

制，研究不同观赏植物间相克相依的关系及机理，阐明观赏植物科学配置

的方法与理论基础。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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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分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110 观赏植物研究专题 2 学分 

12 学分 

13451 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3304 高级植物生理学 2 学分 

13468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 2 学分 

12111 观赏植物栽培专题 2 学分 

13556 苗木生理生态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012 植物科学研究进展 3 学分 

12 学分 13453 分子遗传学 2 学分 

12080 植物生理生化研究法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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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5 基因工程 2 学分 

13331 植物显微镜技术 2 学分 

13391 花卉品种分类 2 学分 

13314 园林植物开花生理与调节 1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所有专业必选）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观赏植物研究专题 

（1）课程介绍 

观赏植物研究专题主要讲授观赏植物在繁殖、栽培（利用）、育种等

方面现状以及最新研究进展。通过对问题的剖析和研究方案的制定，解决

观赏植物繁殖、栽培和育种方面存在问题，以提高观赏植物利用效率等。 

（2）教学内容 

观赏植物繁殖方法与应用条件；观赏植物选择科学要求；观赏植物配

置与定向培育；常规育种手段与分子辅助育种。 

2、分子生物学 

（1）课程介绍 

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阐明生命现象本质的

科学。课程主要讲授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及主要技术等，包括蛋白质体

系、蛋白质-核酸体系和蛋白质-脂质体系等。 

（2）教学内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5%AD%90/4790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A4%A7%E5%88%86%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5%91%BD%E7%8E%B0%E8%B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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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包括核酸和基因组的结构； DNA 的复制、突变和重组；系

统分析了基因的表达过程，内容涉及 RNA 的生物合成、转录后加工以及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与加工；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核酸的

分离、纯化、检测和杂交，基因克隆，聚合酶链式反应，DNA 测序和基

因组测序，基因表达分析以及蛋白质组学研究等。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学科前沿领域课题和对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调查研究，写好文献综

述，作好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要对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外的最新科研成

果及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开题报告应包括开题的意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A%E5%90%88%E9%85%B6%E9%93%BE%E5%BC%8F%E5%8F%8D%E5%BA%94/5553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DNA%E6%B5%8B%E5%BA%8F/563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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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发展动态、研究趋势、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对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经费概算也要进行说明，开题报告必须有 3 人以上的专家小组进

行论证。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均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第三学期内完成。 

博士生综合考试与开题同时进行，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检查

博士生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

况，内容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预答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

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生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后准予毕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

者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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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领域实际问题的现

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科基础理论和

相应的数学、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叉

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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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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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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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

案（090707）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和生态学基础、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长，

具有扎实的林学、生态学、水土保持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

国内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研究的动态和前沿学术方向，熟悉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

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具有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科研、教学、生产、

管理和独立承担相关工作的能力，并具有独到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毕

业后适于到高等学校、科研、监测、规划、设计、方案编制、管理以及相

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水土保持

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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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

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

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

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土壤侵蚀规律及其控制技术 

以区域水土流失控制为目标，以区域土壤侵蚀预测模型理论为核心，

通过模拟降雨、径流场、小流域定位水土流失监测，结合遥感反演土地利

用类型与植被变化，解析森林植被对土壤侵蚀控制过程的影响机制，揭示

其区域特征和变化规律，研制适合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侵蚀预测模型。     

（二）森林水文与理水机制 

分析森林生态系统各水文传输过程和径流组分转换规律，揭示森林对

降雨再分配机理，定量评估森林植被垂直结构对降水输入过程的影响机制；

揭示森林植被对水资源影响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规律，定量评价森林植被影

响径流量及其组分的形成过程的影响、植被耗水与水源涵养对区域干旱、

洪涝灾害控制功能。 

（三）生态防护林构建理论与技术 

通过研究沿海及徐淮平原农区生态防护林的科学合理布局，以发挥生

态防护林的最大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研究防护树种的生物学、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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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与差异，以合理选择与配置防护林树种；研究其生态功能与效益（如

改善气候、降低风速、固土护坡、净化大气、美化环境、森林碳汇等），

开展防护林的生态价值评估。 

（四）流域生态过程与修复 

主要集中研究流域植被类型、土地利用结构与水土要素间的关系。尤

其研究流域气候、水文、植被、土壤、降水、径流等的时空变化规律和驱

动力；评估流域生态系统的林地、湿地、水体等不同景观要素间相互作用

关系，研究基于水土保持的“源－汇”景观调控原理与技术。 

（五）区域水土资源管理与环境变化 

研究森林土壤生物与土壤化学过程及相互作用机理；结合区域土地利

用类型及水资源变化，揭示森林土壤物质循环、质量演化及与水体、大气

污染的耦合机制；研究环境变化对水土资源影响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规律；

研究土壤退化和水体质量变化的驱动因子及防控措施；研究水体和土壤污

染物（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的迁移、转化及其生态效应。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4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

于 3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第二至四年为

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博士研究生-4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16 学分，其中

学位课程不少于 9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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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6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1 学分。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21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2 学分 

4 学分 

12020 林业生态工程学 2 学分 

12022 流域水文学 2 学分 

12030 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 2 学分 

12045 森林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060 景观生态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 学分 

6 学分 

13341 城市水土保持学 2 学分 

13344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2 学分 

13412 地质构造与地貌 2 学分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须先修线代和概

统） 
3 学分 

12017 城市生态环境工程学 2 学分 

12027 生态学研究法 2 学分 

13435 土壤生态学 2 学分 

12046 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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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1）课程介绍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涵盖了流域生态系统过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介绍流域内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流域结构与功

能、流域综合调查与评估、流域水土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良

与合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总结典型流域的管理经验。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流域水循环、流域养分循环、流域碳循环、流域土壤

侵蚀与泥沙运动、流域综合管理、流域生态系统科研方法。 

2、流域水文学 

（1）课程介绍 

流域水文学是研究流域上发生的水文过程，主要阐述水文学的基本理

论和工程水文学的特点，包括水循环与水资源、流域产汇流计算、水文分

析计算、流域泥沙、流域水文模型等。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流域产流、流域汇流、蓄满产流模型、超渗产流模型、

蒸散发计算模型、河道流量演算法、降雨径流流域水文模型。 

3、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 

（1）课程介绍 

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主要阐述水土保持学科发展历程、分析人才需

求与培养模式，明确我国水土保持及荒漠化现状及防护进程，重点讲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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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因素、预测方法及林业水土保持措施机制与实

践，明确各区域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工作重点。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中国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现状危害及防治技术、

荒漠化地区生态环境及植被恢复策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森林水文

与植被恢复技术。 

4、林业生态工程学 

（1）课程介绍 

林业生态工程学主要介绍江河上中游水源涵养林、山丘区水土保持林、

农田防护林、平原林业生态工程和工矿区林业生态工程的营建理论与技术，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森林的水文效应、森林的防蚀效应、江河上中游水源

涵养林建设工程、山丘区水土保持林建设工程、平原区林业生态工程、工

矿区林业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的规划设计。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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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考核

标准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业务综合考

试、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学科前沿领域课题和对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调查研究，写好文献综

述，作好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要对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外的最新科研成

果及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开题报告应包括开题的意义、

国内外发展动态、研究趋势、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对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经费概算也要进行说明，开题报告必须有 3 人以上的专家小组进

行论证。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均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第三学期内完成。 

博士生综合考试与开题同时进行，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检查博

士生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内

容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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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

答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生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后准予毕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

者授予博士学位。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实际问题的

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基础理论

和相应的数学、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

叉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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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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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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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学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直博研究生培养方

案（090707） 

一、学科简介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现代化林业

建设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

维和生态文明素养；具备林学和生态学基础、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长，

具有扎实的林学、生态学、水土保持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

国内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研究的动态和前沿学术方向，熟悉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兼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

科研素养和人文精神，具有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科研、教学、生产、

管理和独立承担相关工作的能力，并具有独到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毕

业后适于到高等学校、科研、监测、规划、设计、方案编制、管理以及相

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

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水土保持

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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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及

国际学术研究前沿。 

3．基本能力：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领域相关研究的技术方法，

能熟练地应用一门外语进行本专业的学习，具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开展

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通过参与科学研究项目，能独立从事创造性

的科学研究，主持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探索和解决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基本问题。 

三、研究方向 

（一）土壤侵蚀规律及其控制技术 

以区域水土流失控制为目标，以区域土壤侵蚀预测模型理论为核心，

通过模拟降雨、径流场、小流域定位水土流失监测，结合遥感反演土地利

用类型与植被变化，解析森林植被对土壤侵蚀控制过程的影响机制，揭示

其区域特征和变化规律，研制适合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侵蚀预测模型。     

（二）森林水文与理水机制 

分析森林生态系统各水文传输过程和径流组分转换规律，揭示森林对

降雨再分配机理，定量评估森林植被垂直结构对降水输入过程的影响机制；

揭示森林植被对水资源影响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规律，定量评价森林植被影

响径流量及其组分的形成过程的影响、植被耗水与水源涵养对区域干旱、

洪涝灾害控制功能。 

（三）生态防护林构建理论与技术 

通过研究沿海及徐淮平原农区生态防护林的科学合理布局，以发挥生

态防护林的最大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研究防护树种的生物学、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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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与差异，以合理选择与配置防护林树种；研究其生态功能与效益（如

改善气候、降低风速、固土护坡、净化大气、美化环境、森林碳汇等），

开展防护林的生态价值评估。 

（四）流域生态过程与修复 

主要集中研究流域植被类型、土地利用结构与水土要素间的关系。尤

其研究流域气候、水文、植被、土壤、降水、径流等的时空变化规律和驱

动力；评估流域生态系统的林地、湿地、水体等不同景观要素间相互作用

关系，研究基于水土保持的“源－汇”景观调控原理与技术。 

（五）区域水土资源管理与环境变化 

研究森林土壤生物与土壤化学过程及相互作用机理；结合区域土地利

用类型及水资源变化，揭示森林土壤物质循环、质量演化及与水体、大气

污染的耦合机制；研究环境变化对水土资源影响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规律；

研究土壤退化和水体质量变化的驱动因子及防控措施；研究水体和土壤污

染物（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的迁移、转化及其生态效应。 

四、学制与学分要求 

（一）学制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 5 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

最短不少于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一般第一、二年为课程学习阶段，

第三至五年为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学分 

5 年制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2

学分，读书（学术）报告 2 学分。课程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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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其中

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

然辩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五、课程设置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直博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33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学分 

7 学位 83321-1 英语（上） 3 学分 

83321-101 英语（下） 2 学分 

专业学位课 

12021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2 学分 

12 学分 

12020 林业生态工程学 2 学分 

12022 流域水文学 2 学分 

12030 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 2 学分 

13435 土壤生态学 2 学分 

12045 森林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12060 景观生态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 学分 

12 学分 

13341 城市水土保持学 2 学分 

13344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2 学分 

13412 地质构造与地貌 2 学分 

73303 多元统计分析（须先修线代和概统） 3 学分 

12017 城市生态环境工程学 2 学分 

12027 生态学研究法 2 学分 

12046 土壤学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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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73 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1）课程介绍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涵盖了流域生态系统过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与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介绍流域内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流域结构与功

能、流域综合调查与评估、流域水土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良

与合理利用的理论与方法，总结典型流域的管理经验。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流域水循环、流域养分循环、流域碳循环、流域土壤

侵蚀与泥沙运动、流域综合管理、流域生态系统科研方法。 

2、流域水文学 

（1）课程介绍 

流域水文学是研究流域上发生的水文过程，主要阐述水文学的基本理

论和工程水文学的特点，包括水循环与水资源、流域产汇流计算、水文分

析计算、流域泥沙、流域水文模型等。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流域产流、流域汇流、蓄满产流模型、超渗产流模型、

蒸散发计算模型、河道流量演算法、降雨径流流域水文模型。 

3、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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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介绍 

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主要阐述水土保持学科发展历程、分析人才需

求与培养模式，明确我国水土保持及荒漠化现状及防护进程，重点讲授不

同类型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因素、预测方法及林业水土保持措施机制与实

践，明确各区域水土保持及荒漠化防治工作重点。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中国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现状危害及防治技术、

荒漠化地区生态环境及植被恢复策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森林水文

与植被恢复技术。 

4、林业生态工程学 

（1）课程介绍 

林业生态工程学主要介绍江河上中游水源涵养林、山丘区水土保持林、

农田防护林、平原林业生态工程和工矿区林业生态工程的营建理论与技术，

林业生态工程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2）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森林的水文效应、森林的防蚀效应、江河上中游水源

涵养林建设工程、山丘区水土保持林建设工程、平原区林业生态工程、工

矿区林业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的规划设计。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协助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

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的教学实践（例如：讲授部分章节课、辅导、指导实



 495 

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由指导教师或本学科专业任课教师考核，

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博士研究生还必须参加

其他实践环节 1-2 周。 

（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设定，每

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读书（学

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三）开题报告（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学科前沿领域课题和对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调查研究，写好文献综

述，作好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要对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外的最新科研成

果及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开题报告应包括开题的意义、

国内外发展动态、研究趋势、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对可能出现

的问题及经费概算也要进行说明，开题报告必须有 3 人以上的专家小组进

行论证。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均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第三学期内完成。 

博士生综合考试与开题同时进行，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检查博

士生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内

容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 

（四）学位论文进展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进展考核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进展考核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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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考核管理办法（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进展预警考核由学

院统一组织。 

（五）预答辩 

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

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

答辩工作细则（试行）》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 

（六）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答辩工作细则》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博士生研究生完成论文答辩后准予毕业，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

者授予博士学位。 

（一）知识结构 

1、基本科学研究方法：掌握自然辩证法和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的

科学方法；掌握数理统计知识和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检

测技术、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等解决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实际问题的

现代技术手段。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基础理论

和相应的数学、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知识。此外，具有较宽广的相关交

叉领域的知识，准确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3、外国语：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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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具有献身林业科技事业、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对本

学科相关领域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并能在某一方向持之以恒地探索，发

现和解决科学技术问题。 

2、学术道德：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

学态度、优良的科学作风和学术道德。 

（三）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具有获取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

实践应用知识的能力。 

2、学术鉴别能力：应具有较强的学术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对本学

科领域研究课题的科学性和成果可用性进行正确判断。 

3、科学研究能力：具有独立深入开展本领域高水平创新研究的能力

和工程实践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科研组织与协调能力。 

4、学术创新能力：具有科学技术敏锐性，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创新

性研究，具有创造有价值的理论与应用新成果的能力。 

5、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展示学术成果和传播学术思想的能力，并具

有理解他人学术思想和创新成果的敏锐性与能力。 

6、其他能力：身心健康，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研究的心理

和身体素质。 

（四）学位论文 

1、博士生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撰写完成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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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研究方向一致，与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密切联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3、学位论文应是系统、完整、规范的学术论文，应符合《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4、学位论文应能表明学位申请者确已掌握了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

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新性的成果。 

（五）学术成果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学期间须取得学术成果按照《林学院关于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林学【2019】9 号）有关规定执行。 

1、 对 于 发 表 在 Science 、 Nature 、 Cell 上 的 论 文 

（Research, Articles），我校为第一署名单位且博士生排名前六位，或我

校为前三署名单位且博士生为排名前六位的共同第一作者。  

2、SCI 一区论文 1 篇。  

3、SCI、EI、CSCD 论文 2 篇，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  

4、SCI、EI、CSCD 论文 3 篇，其中 SCI 论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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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

研究生（含直博生）培养方案

（120300）  

一、学科简介 

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是研究农业、林业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

的学科，以农业林业经营中的社会科学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农林经济管

理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林业和农业、林业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决策、

农村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及参考作用。随着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应用气候变化、农村和区域发展以及部门协调发展涉及的政治、经济、

社会问题将更加凸显，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也将更加注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交叉学科的特点将更加明显。 

本学科在 2003 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获得博士点授权，

2006 年林业经济管理博士点被评为国家林业局重点学科，同年林业经济

管理博士点被评为“十一五”江苏省重点学科，2007 年国家人事部、全国

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建立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8

年获批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 

为适应国内外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本学科的特色优势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在农林经济管理领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运用前沿理论和方法，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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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具体要求如下： 

1．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2. 坚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为我国农林经济管理事业做出贡献的奉献精神； 

3．掌握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领域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攀登本学科高峰、

开辟新领域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能力，并具有从事农林经济管理实际工作

的能力； 

4．熟练英语，具有用英语独立撰写科学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研究方向 

（一）林业经济管理 

本研究方向应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及政策

分析工具，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借鉴经济模型和管理系统理论，根据林业产业和林产品的特点研

究林业经济运行规律和林业建设中的经济和政策问题，促进林业发展与经

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1）林业经济与政策 

（2）林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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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经济与林产品贸易 

（4）林业绿色金融 

（二）生态经济与环境管理 

本研究方向运用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分析工具，结合

生态系统特点和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对生态经济和环境

管理的问题进行系统化、模型化和工程化的分析，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相结合、人工分析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分析相结合，对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

功能及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深入研究，并与数字经济相结合，为各类复杂

的理论和实证问题提供有效的分析手段和科学决策依据。主要研究领域有： 

（1）森林生态经济 

（2）气候变化与林业碳中和 

（3）农林生态安全 

（4）国家公园智能管理 

（5）资源与生态核算 

（三）农业经济管理 

本研究方向运用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理论体系和方法，结合农业经

济学、土地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理论知识，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围绕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致力于研究农业经济与政

策、农村发展、农业供应链等重要现实问题。主要研究领域有： 

（1）农业经济与政策 

（2）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 

（3）大数据与农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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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业绿色发展 

四、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直博研究生为 5 年），实行弹性学

制，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3 年（直博研究生为 4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一般第一年为理论学习阶段，第二年开始从事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科学研

究和论文撰写阶段。 

五、课程设置、学分要求和课程说明 

（一）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修课总学分不少于 15 学分。博士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非学

位课，学位课不少于 9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程为 5 学分，专业学位课程

4 学分），其余为非学位课。每门课为 2~3 学分，每个学分占 20 学时。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见表 1。 

表 1：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及学分 最低学分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82005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5 学分 82004-1 英语（博） 2 学分 

82004-11 英语阅读与写作（博） 1 学分 

专业学位课 

52028 林业经济研究 3 学分 

4 学分 

52027 林产品经贸理论与政策 3 学分 

52029 森林生态经济理论前沿 2 学分 

52035 农林经济系统工程 3 学分 

52036 农业经济研究 3 学分 

53470 高级计量经济学 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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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学
位
课 

选修课** 

66666 体育素质拓展课 1 学分 

6 学分 

52037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3 学分 

52003 公司价值研究 3 学分 

52018 公共政策学 3 学分 

52009 森林评价研究进展 2 学分 

52025 环境经济理论及应用 2 学分 

52026 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2 学分 

53450 农村金融学 2 学分 

52017 自然资源管理 3 学分 

53391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2 学分 

52004 公司战略经济学 2 学分 

52001 比较管理研究 3 学分 

52008 人力资源研究进展 2 学分 

52016 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2 学分 

52007 企业再造工程 2 学分 

52010 系统决策与优化 3 学分 

52006 林业系统分析 2 学分 

52034 博弈与社会 2 学分 

52013 预测方法、模型与系统 3 学分 

52015 智能化信息系统 3 学分 

52002 大系统控制理论 2 学分 

52005 经济系统理论与数量分析方法 3 学分 

52023 国际贸易规则与运作专题 2 学分 

52024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专题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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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31 现代经济学理论前沿 2 学分 

52021 国际经济学 2 学分 

52012 现代投资理论前沿 2 学分 

52020 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3 学分 

833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 学分 

52038 乡村调研与案例研究专题 2 学分 

*课程设置学分不含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学分 

**含公共选修课，即体育素质拓展专项 

直博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 34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7

学分，专业学位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13 学分（其中《自然辩

证法概论》为所有专业必修非学位课）。 

本学科直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见农林经济管理硕士培养方案。 

（二）专业学位课的说明和教学内容 

1、52028 林业经济研究 

课程介绍： 

《林业经济研究》是在将林业经济领域的研究主题进行系统梳理的基

础上，通过对林业经济经典理论和前沿模型的介绍和讲述，结合林业经济

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建立学生进行林业经济研究的知识理论框架；与此同

时，结合学生实际研究的林业问题，提供建模、验证和结果解释方面的指

导。 

教学内容： 

包括森林产权、林产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无市场价值的森林产品

与服务、最优森林轮伐期、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森林多中心治理、森林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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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易、森林生态补偿等内容。 

2、52027 林产品经贸理论与政策 

课程介绍： 

《林产品经贸理论与政策》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博士生学位课，主

要通过最新的林产品贸易理论前沿知识和研究方法，为关联资源环境的林

产品国际贸易高端科研人才建立知识储备。本课程目的在于提高本学科高

端人才运用最新林产品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科研能力。 

教学内容： 

本课程重点涉及国家林业碳库、林产品贸易碳流动、森林碳汇和林产

品碳储和碳循环等问题；在国家双碳战略目标下，对中国林产品贸易关联

的林业碳经济、林产品贸易碳流动、林业碳库及碳管理等问题为对象，结

合国内外林产品贸易政策变化，为实现碳中和提供林业行业碳理论和政策

建议。 

3、52029 森林生态经济理论前沿 

课程介绍： 

森林生态经济理论前沿是以生态学和林业经济学相融合的一门前沿

学科，以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目标，以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

相互作用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是研究林业生产以至整个人类物质生

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转换的规律,

目的是建造一种科学的、高效率的最佳森林生态经济系统。 

教学内容： 

包括森林生态经济系统、森林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森林资源资产



 506 

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森林生态效益计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森林碳汇评估等内容。 

4、52035 农林经济系统工程 

课程介绍： 

农林经济系统工程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该

学科根据系统的观点，按照科学的步骤，综合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

论、管理学、经济学、运筹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技术，

解决农业经济和林业经济系统的各个阶段的复杂的“硬工程”或“软工程”

问题。该学科属于方法论性质的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 

教学内容： 

包括系统工程的体系结构与工作步骤、农林经济定性系统分析、农林

经济系统结构分析、农林经济发展现状的系统评价、定量系统分析的模型

化技术、农林经济定量和详细系统分析、农林经济方案的系统评价、农林

经济优化方案的实施性综合、农林经济优化成果的系统评价等内容。 

5、52036 农业经济研究 

课程介绍： 

拟通过文献评述、专题研讨与专家授课的方式，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

究相结合，比较全面地讲述国内外农业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前沿动态，

具体包括农业经济、农户经济、农村土地制度、农民组织、农村发展、农

业绿色发展、农村科技、农业农村政策、乡村振兴等九大方面的内容。 

教学内容： 

包括农业经济与农户经济的核心命题、农村土地制度与农民组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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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转型发展与农业绿色化、农业农村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等专题。 

6、53470 高级计量经济学 

课程介绍： 

高级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现代数学、现代统计学以及计算机应用结

合的一门方法论学科。高级计量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理论检验；（二）现实社会经济的有效预测。本课程主要讨论高级计量经

济模型，以及计量经济模型对现实经济环境的数学模拟，用一个或一组联

立方程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 

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有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模型的设计、估计、检验，基本假定违

背的计量经济问题如：异方差，共线性，序列相关等，模型的分析运用，

数学模拟和现代决策方法以及经济计量学软件包介绍。 

六、培养过程环节管理 

（一）教学实践 

博士研究生应辅助导师承担硕士生或本科生教学工作量 40 学时左右

的教学工作作为实践环节（如讲授专业课程的部分章节，辅导和指导实验

课、课程设计或毕业论文等）。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博士研究生应安排到

有关企事业单位参加生产实践、管理活动、社会调查、科研基地工作等 1-

2 周。这些社会实践工作均须考核，但不计学分，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论

文答辩。导师和学科组要组织博士研究生参加有关学术活动，使其了解本

学科的发展动向，开阔视野，培养开拓和创新精神。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应按照学校规定完成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阶段性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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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组专题研讨/读书（学术）报告 

博士研究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

导师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

做读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1 次。具体要求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2 学分。 

直博生：参加所在课题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具体时间、地点由导师

设定，每学期不少于 5 次。要求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系）的学术论坛做读

书（学术）报告不少于 2 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 2 次。

具体要求及读书（学术）报告次数由各学科自主设定（开题报告、中期检

查、预答辩、答辩不计入）。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 4 学分。 

（三）博士业务综合考试 

博士业务综合考试是对博士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在综合性、前沿性

和交叉性方向掌握情况的一次综合检查，采用笔试或者口试的方式。笔试

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大体应覆盖三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的内容。口试

可以和开题报告一并进行，对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课题实施方案和博士

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等进行答辩。 

（四）博士资格考试 

博士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之后进入论文工作之前，必须进行资格考

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者，方可进行开题及后续科研工作。 

1、考试内容 

博士生资格考试包括《科研方法论》和《学科前沿概论》两门。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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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博士生资格考试，不得参加开题报告。每位博士生参加资格考试的次数

原则上不超过 3 次。《科研方法论》重点考查博士生是否掌握本学科研究

方法的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学

科前沿概论》重点考查通过博士生是否能够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结构

化呈现所选研究主题的文献脉络和分类图景，梳理出相关文献的贡献和局

限并从中提炼出研究问题。 

2、考试时间和考试要求 

（1）学院一般在博士生入学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组织资格考试。 

（2）博士生需参加学院组织的《科研方法论》课程学习，未完成《科

研方法论》课程学习者不能参加资格考试。 

（3）博士生因出国、休学等原因不能如期参加当年博士生资格考试

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导师同意、学院审批同意后方可延期。 

（4）第一次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未通过者或因各种原因延期考试者，

均须参加下一年度的考试。博士生不得无故延期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对

应考未考且未办请假手续的博士生，本次考试成绩一律记为不合格。 

3.考试形式和成绩认定 

（1）《科研方法论》考试形式为笔试。 

（2）《学科前沿概论》考试形式为在重要期刊发表本领域文献综述论

文 1 篇；或者提交不少于 2 万字数的学科前沿报告，学院组织将学科前沿

报告匿名送审本领域不少于 3 名相关专家。 

（3）《科研方法论》和《学科前沿概论》两门考试都通过，方认定博

士生资格考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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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题报告 

本学科博士学位开题报告的内容包括：（1）课题的来源；（2）选题的

目的和依据，说明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3）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

究动态（含参考文献）；（4）课题的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及初步见解；（5）

本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6）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手段和

技术路线；（7）预期达到的水平和所需的科研条件；（8）可能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方法和措施；（9）研究工作量、工作进度计划

和经费估算。 

博士研究生一般在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方可进行开题。开题报告前，

博士研究生要做好系统的调查研究、查阅文献资料和文献综述等工作，充

分了解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按上述要求写出开题报告，供参加开题

报告会的有关专家审阅。开题报告后，博士研究生一般应根据专家小组的

评议意见，对选题和研究方案进行修正、补充和提高。 

（六）预答辩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必须安排预答辩环节。博士研究生应在学院（系）

或学科规定的时间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并填写规定格式的预答辩

申请表，具体要求按学校相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答辩要求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七、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按学校有关文件最新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