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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概况介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岩土工程学科授权点的建设具有悠久

的历史，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本学位点获得博士和硕士学

位授予权。从 1978 年改革开放恢复招生以来到 2024 年底，已累计

招收研究生 213人，包括博士研究生 84人、硕士研究生 129人。作

为水利类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的主要培养单位，从 2003年

起，本学位点接受“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累计达 7人。2019年我院

获得国际学生招生资质后，开始留学生的招收和培养工作，目前有

1 名留学生在院攻读岩土工程博士学位。 

目前，本学位点拥有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祖煜教授为学术带头

人的 60 余人科研团队，以及一批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卓

越工程师”、“万人计划”、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青年科技英才、“5151”人才工程部级人选、水利领军人

才、水利部“十佳青年”等科技专家，师资力量较强。 

本学位点是水利部水工程抗震与应急支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水利部白蚁防治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主要开展的研究方向包括：

土力学与工程、土工离心机模拟理论及试验、土工渗流分析及控制、

土工抗震、岩石力学与工程、大坝安全与防护和土工合成材料试验

检测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拥有先进的室内外试验设备，如 450g-t

大型土工离心模拟试验机（水平垂直双向振动台、离心爆破及 4 自

由度离心机机械手）、1000g 高速土工离心机、1000g-ton 巨型土工

离心机、特大型材料动静三轴试验机、成套土工合成材料检测仪器、

1500t特大型材料动静三轴试验机、SR-4型大型三轴蠕变仪、SJ-70

大型高压三轴仪、大型多功能接触面剪切仪、100t大型静压力三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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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DTC-158型共振柱仪、S3D中型动三轴仪、MTS电液伺服控制三

轴刚性压力试验机以及成套土工合成材料检测仪器、预应力锚索试

验台及现场成套原位检测和试验设备等许多在规模和性能方面均位

于国内外前列的重要仪器设备。此外，自主开发和引进了一系列功

能齐全、水平先进的工程计算和分析评价软件，如陈祖煜院士牵头

开发的边坡稳定分析系列程序（W-SLOPE）、土工三维真非线性动力

分析软件 SKERD-3、土石坝二、三维应力分析程序 SDAP2D、SDAP3D、

大型三维渗流有限元计算程序 SEEP3D、溃坝洪水分析程序 DB-IWHR、

溃口计算软件 DBS-IWHR、Geostudio2007 等，为科学研究创造了优

良的科研条件。 

多年来，岩土工程学科已成功为葛洲坝、三峡、小浪底、天生

桥、小湾、向家坝、溪洛渡、锦屏一级、察汗乌苏、糯扎渡、九甸

峡、双江口、两河口、如美、阿尔塔什、玉龙喀什及大石峡等国内

重大水利水电工程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技术咨询等方面的工作，

并承担了国家“973”、“六五”到“十四五”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

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攀登项目以及省部级重点科

研项目等，获得了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取得了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

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中 27项优秀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90余项科研成果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主编或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 20余项。 

1.2 培养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不断加强学科发展，拓展研究方向，主要培养方

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2.1 岩土静动力学特性及测试技术 

主要包含土的静力和动力特性两个部分。对于土的静力特性，

开展岩土工程材料，特别是土石坝筑坝材料和覆盖层材料物理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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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试验方法、试验仪器研制和试验测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揭示材料宏观和微观特性，特别是高应力和复杂应力条件下材料的

强度和变形特性以及土石坝实际运用条件下堆石料流变和湿化特性

研究等，为工程设计提供必要的试验参数。对于土的动力特性，包

括土的动力特性与本构关系研究以及土石坝振动台模型试验技术研

究。主要开发土石坝地基及筑坝材料室内、外动力特性试验技术和

动力模型试验技术；研究土石坝筑坝材料及地基覆盖层等各类土的

动强度和动变形特性规律；通过振动台模型试验，研究土石坝动力

特性、动力反应性状、破坏模式及破坏机理等。 

1.2.2 特殊土工程特性及防治技术 

针对水利水电工程中遇到的砾石土、风化料、红土、分散性黏

土、膨胀土、黄土等材料，研究其特殊性质的鉴定方法，如砾石土

的渗透破坏形式及鉴定方法；分散性土、膨胀土、湿陷性黄土的鉴

定方法；研究其特殊性产生的原因、作用机理；研究特殊土的改良

方法以及工程应用措施。针对采用特殊土的土石坝工程、堤防工程、

输水工程等工程的监测及分析技术进行研究和评价。 

1.2.3 高土石坝工程 

主要针对 200m以上级高土石坝工程，包括心墙堆石坝、面板堆

石坝、沥青心墙（面板）坝多重坝型，研究土石坝的稳定、变形、

渗流安全性等问题，包括研究筑坝材料的试验方法及技术、数值模

拟分析方法及本构模型、土石坝的非确定性安全分析评价方法、安

全监控预警评价本系及预警指标、高土石坝施工过程的关键控制技

术及检测方法、溃决洪水的评估及预警评价以及抑制土石坝溃决的

工程措施机理及防控技术、土石坝及地基等土石坝的动力反应分析

及抗震安全性评价、抗震加固措施的相关研究与工程应用等。 

1.2.4 边坡稳定与处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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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水利水电、公路交通等工程领域内的岩质边坡、土质

边坡稳定分析与治理等问题，深入开展岩土体工程力学特性理论分

析与可靠度研究、岩土体材料本构理论与试验分析、边坡稳定分析

理论方法研究、边坡治理工程技术加固机理与长期运行可靠度理论

研究、边坡治理工程新技术的开发与装置制造、预应力锚固机理理

论与试验分析、基于演化过程的边坡-支护结构综合体系长期运行特

性与可靠性分析，以及边坡长期运行监测分析理论与预警预报理论

分析与工程应用等。 

1.2.5 隧洞与地下工程 

主要开展深埋隧洞支护技术与围岩稳定研究、衬砌结构外水压

力研究、隧洞围岩流变模型研究和数值计算分析、新型支护结构的

数值模拟技术研究、TBM 随钻岩体工程力学测试及围岩施工特性快

速评价系统等。 

1.2.6 岩土渗流与环境岩土工程 

在岩土渗流方面主要开展高坝渗透破坏机制与防控、岩土饱和

-非饱和渗流、多孔介质多场耦合效应、大型三维渗流有限元计算程

序研发等；在环境岩土工程方面主要开展土工合成材料的物理力学

特性及其工程应用、地下水污染物运移弥散风险评估、固体废弃物

（粉煤灰、尾矿、垃圾填埋场、淤泥）安全贮放关键技术等。 

1.2.7 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理论与应用 

围绕岩土工程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应用数理统计和概率方法以

及可靠度分析理论和方法，结合大量工程项目实践及众多国家级、

部级科研项目，重点研究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统计方法、滑坡和建

筑物抗滑稳定分析的可靠度分析方法、分项系数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大坝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岩土工程可靠度分析理论与应用等方面的

关键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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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岩土工程信息化技术 

围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感知、高性

能计算、地理信息系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主要开展岩土工程的

数据采集技术；工程建模与可视化新方法；数值仿真与智能分析；

信息化管理技术的工程应用；智慧基础设施；BIM、大数据、云计算、

智能化的应用；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等。 

1.3 师资队伍 

1.3.1 导师力量整体情况 

我院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深入实施人才强院

战略，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本学位授权点拥有 60余人的科

研团队，研究生导师 3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人，硕士生导师 21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名，正高级工程师 29人，高级工程师 25人。 

1.3.2 学科带头人简介 

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简介如下： 

（1）陈祖煜（1943-），水利水电、土木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

院士，正高，博导，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中国大坝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分会名誉理事长、水

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岩土工程学报副主编。曾任三峡枢纽工

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国家 973 项目顾问专家组成员。国际土力

学与岩土工程学会副主席、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长

期从事边坡稳定理论与数值分析的研究，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两方面

完善了 Morgenstern-Price 法，提出了岩质边坡楔体稳定分析的广

义解，并在理论上证明了潘家铮提出的“最大值原理”，又将其推

广到三维边坡稳定问题的求解，构建了覆盖边坡稳定、土压力和地

基承载力三个领域的二、三维极限分析方法体系。在实际工程中，

解决了小湾、天生桥、漫湾、二滩、天荒坪等多个大型工程滑坡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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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工程措施难题；编制的边坡稳定分析软件 STAB被列为土石坝设

计专用程序，国内合法用户已达 250 多家。发表论文 120 余篇，出

版著作 7 本。研究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部级科技进

步奖，茅以升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大奖，获得黄文熙讲座、张光斗讲

座、陈宗基讲座撰稿人等国内岩土界最高荣誉。 

（2）汪小刚（1965-），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二级），博

导，水利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卓越工程师。现任中

国大坝工程学会秘书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三级职员，兼任

中国大坝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岩土工

程学报》副主编。长期从事水利水电工程高边坡稳定分析与加固处

理、地下洞室围岩稳定与加固措施、高压水道新型衬砌结构研究，

成功解决了三峡、锦屏一级、小浪底、洪家渡、向家坝、阿尔塔什、

引汉济渭、阳江抽水蓄能电站等 50余项重大水利水电工程难题，为

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1项、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特等奖、一等奖 10项。相关授权发

明专利 83项，2项技术被纳入 2部设计规范，发表 SCI/EI论文 100

多篇，出版专著 11 部。 

（3）温彦锋（1965-），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博导，岩土

工程研究所所长。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03年在我院获博士学

位。现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理事，中国水利

学会粉煤灰贮放和利用专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会环境岩土工程分会理事，中国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协会理事。作为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加人员完成了水库大坝工程、燃煤电厂贮灰场

灰坝工程、贮灰场地下水环境工程、干灰贮灰工程等方面的研究项

目数十项。先后在强风化岩作为高堆石坝心墙防渗土料的可行性，

高应力和复杂应力条件下筑坝材料的力学性质，高土石坝的变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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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水力劈裂特性，燃煤电厂贮灰场渗漏特性及其对地下水环境的

影响，利用燃煤电厂排放灰渣作为筑坝材料分级修建灰场挡灰坝，

干法贮放粉煤灰技术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

究成果。负责完成专著 1部、公开发表论文 40多篇。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1项、省部级二等奖 2项，院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1.4 培养条件 

本学位点注重培养学生实践动手、探索创新能力，让学生科研

生活扎根于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实验基地、野外观测场站等，

配备大型仪器设备，不断提升科研条件，为研究生科研学习奠定坚

实基础。 

（1）重点实验室 

本学位点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以及水

利部重点实验室“水工程建设与安全”及“白蚁防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同时，还拥有一系列院级试验室，包括：离心机试验室、土

工试验室、土动力学试验室、岩石试验室、爆破试验室、渗流试验

室、土工合成材料试验室等。仪器设备总价值 3.0 亿余元，实验室

总面积超过 9000平方米。 

（2）大型仪器设备 

三台大型土工离心模拟试验机（有效负载容量 400g-t、450g-t、

1000g-t）、两台离心机振动台、一套冲击爆破系统、1500t超大型材

料动静三轴试验机、SR-4 型大型三轴蠕变仪、SJ-70 大型高压三轴

仪、大型多功能接触面剪切仪、100t大型静压力三轴仪、DTC-158型

共振柱仪、S3D中型动三轴仪、大型相对密度仪、MTS电液伺服控制

三轴刚性压力试验机、刚性中型剪切仪、成套土工合成材料检测仪

器、土料与混凝土接触面抗渗特性设备、预应力锚索试验台及现场

成套原位检测和试验设备。此外，还自主开发和引进了一系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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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水平先进的工程计算和分析评价软件，如陈祖煜院士牵头开

发的边坡稳定分析系列程序（W-SLOPE)、土工三维真非线性动力分

析软件 SKERD-3、土石坝二、三维应力分析程序 SDAP2D、SDAP3D、

大型三维渗流有限元计算程序 SEEP3D、Geostudio2007、Soilvision 

/svoffice2009 软件系统、PFC3D、FLAC3D、ABAQUS等。 

以上这些高端科研平台和种类齐全的先进的室内外试验设备，

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教学及实验设施能够满足课程

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2、年度建设成绩 

2.1 制度完善 

为进一步提升学位点的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工作，我院从导师队

伍建设、研究生学术规范、教学及日常生活管理等各方面不断完善

制度建设。 

2.1.1 师德师风 

为进一步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优化导师队伍年龄结构和专业分

布，吸收更多的优秀导师加入研究生培养队伍，为培养新时期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做出更大贡献，师德师风建设得

到稳步提升。 

一是“学纪”“知纪”有成效。及时传达院党委党纪学习教育

动员部署大会精神。制定党纪学习教育工作安排台账，督促落实每

周工作进展。加强青年理论学习，开展《年轻干部廉洁教育案例读

本》读书活动，组织赴北京市全面从严治党党性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二是“明纪”“守纪”见真章。参加学习贯彻《条例》网络答

题，运用支部工作 APP 开展《党章电视辅导教材》专题学习和《条

例》每日答题。组织观看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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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腐败警示录》，开展廉洁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三是聚焦融合促发展。贯彻落实《学位法》，制定《学位论文

开题管理实施细则》《中国水科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研究生

导师培训管理规定》，加强学位授予全过程质量管理，强化导师队

伍建设。 

四是开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项

检查，对照要求认真开展自查。组织观看《溃坝的人生》杨昕宇严

重违纪违法教育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师生坚定理想

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常态化警示教育提醒，增强守住底线、

不碰红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2.1.2 学术规范 

本学位点狠抓规章制度建设，促进教育管理科学规范。 

一是进一步完善“一事一流程”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再次整理

有关规章制度并绘制了 15个办事流程图，建立了研究生管理“一事

一流程”体系，完善了院网规章制度“一事一流程”模块，有效促

进了各项工作的流程化、规范化和高效化。 

二是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生论文质量的管理。通过院学位评定委

员会的审议，我院相继出台一些新的管理措施，加强研究生的论文

质量审核，严格把关。新出台了《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管理实施细

则》、《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实施细则》、《研究生导师培

训管理实施细则》、《硕博连读研究生评选和管理实施办法》、《优

秀硕（博）士毕业生评选办法》、《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阅

实施办法》等 6 项规章制度，为加强我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建立更

加科学、严格的学位论文审查制度，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提供了有

力的制度依据。 

三是继续对《国际研究生工作管理规定》进行完善，新增完成

《中国水科院国际学生导师认定工作实施细则》，优化了招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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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增设了国际交换生项目、HydroAsia课程研修等工作流程，进

一步完善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流程化和电子化。 

2.1.3 日常管理规范 

研究生公寓是学生在院期间学习生活和日常起居的重要场所。

为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

才，研究生院加强了研究生公寓管理和宿舍文明建设。为创造整洁

舒适、安全有序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根据《北京市城市河湖保护管

理条例》、北院社区和南院电站公寓所处的环境特点以及我院有关规

章制度的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

住宿管理规定》，以良好的生活状态投入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工作中。 

为监督住宿环境，对研究生公寓进行不定期安全巡查，清理卫

生死角；对公寓内的消防设施进行定期检查更换，整改安全隐患。

为了保证研究生的权益，研究生院每年年底随机抽取研究生对指导

教师、管理人员及宿舍环境等进行匿名评价，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研究生院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及时进行了反馈并采取相应措施不断

完善相关服务工作，得到研究生的肯定。 

为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研究生院及时对研究生教学场所设

备进行维护，经常对投影仪、智慧教室等教学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发现问题并及时修理。我院配有专人管理自习室、教室，监督教室

用电、卫生情况，准时开关门，确保教室使用规律、安全、高效。

院内篮球场根据研究生作息习惯及时调整运行时间，保证生活环境

安全有序。 

在 2024年，通过制度上墙，增强学生对规章制度的了解和遵守；

建立了宿舍人员信息牌，便于管理和紧急联系。新增或更换微波炉、

电磁炉、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等 21个。建立了学生公寓安全体系，

设置了宿舍长、楼层长、楼长三级架构，全年共签署安全责任书 650

余份，覆盖全体研究生；3次开展公寓全覆盖安全检查，并对检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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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公示；女生公寓和研究生公寓厨房台面张贴阻燃膜，提高防

火安全。日常维修约 400 余次，确保学生公寓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

和使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确保了学院的安

全与稳定。 

2.1.4 档案管理 

作为毕业生开始职业生涯的基础资料，今年进一步规范操作流

程，狠抓全过程管理，实现“零失误、零差错”。一是开展研究生人

事档案大核查专项工作，全面清查库内保管的人事档案材料，积极

联系已毕业、结业或肄业离院但人事档案尚为转出的研究生，商讨

解决方案，妥善转移档案。二是继续更新完善档案管理信息库，根

据转递信息及时更新信息库。三是制定《2024年毕业生及新生档案

转递工作方案》，明确各类毕业生档案办理流程，努力实现档案及时、

完整、有效对接，没有出现一例差错。四是做好毕业生就业政治审

查工作，为毕业生就业铺路。积极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来我院进

行的政治审查工作，提前安排好有需求的毕业生求职单位的时间和

场地，热情接待各就业单位，帮助学生们进入心仪的工作单位，为

毕业生就业铺路。 

2.2 师资队伍 

我院不断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升导师队伍年龄结构和专业分

布，根据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需要不断遴选优秀科技骨干进入导师群

体，发挥人才培养生力军的作用。本学位授权点拥有 60 余人的科研

团队，研究生导师 36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5人，硕士生导师 21人。

2024年没有遴选新的导师，保持了队伍的稳定。 

所有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等具有比较完善的机制。根

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的几点原则意

见》（学位〔1999〕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学科发展规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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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梯队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具体情况，我院制定了《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选聘博士生导师工作实施细则》、《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选聘硕士生导师工作实施细则》，所有导师的选聘均

须经过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讨论和投票决定。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

细则（试行）》，明确了导师的第一责任，保证培养队伍的质量。 

开展了本年度导师培训工作。2024 年 5 月 20 日，我院在北院

新主楼 301 教室举办度导师培训会。年新遴选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导

师共 70余人参加了培训。北京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冯长

根教授以“今天，我们怎样做研究生导师”为主题，系统讲解了研

究生导师的职责要求，分享了研究生培养各重点环节的个人工作经

验。参会导师纷纷表示，参加本次培训受益匪浅，为以后的研究生

指导工作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2.3 培养条件 

为提升我院研究生培养能力，营造多样化的教学环境，探索互

联网时代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新模式，提高综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进一步提升教学设施等培养条件，我院于 2020年 3月正式启动智慧

教室建设工作，于 2020 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并于 2021 年进一步

完善智慧教室系统平台的相互连通、院外远程授课系统平台（包括

面向我院国际学生的海外远程授课）、招生考试面试平台。现有的智

慧教室设备配备智慧黑板、专业讲台、高清视频采集、多屏互动辅

助等功能，解放传统的“粉笔+黑板+PPT”教学形态，提高书写效率，

丰富授课方式，提高知识传达效果。智慧教室的投入使用大大加快

了研究生院对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发展。2024年我院实现了南

北院共享网络会议平台建设、大型教室会议室建设，以综合系统的

建设改善我院研究生现代化教学设施，提高教学质量，打造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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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中心、综合能力培养为目标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教学新模式；

同时服务于全院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全面提升我院水利创新人

才的培养能力，推进高速网络时代的新发展。为了支持优秀博士研

究生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我院还在博士研究生中遴选优秀博士生

给予研究资助；2024年，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于荣萍获批博士生学

位论文创新研究资助课题，资助额度为 5 万元。全年共发放在读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含学费返还）100万余元。 

2.4 科研工作 

根据我院研究生专业以工学为主的特点，将研究生的培养重点

放在了夯实理论基础和提升应用能力两个方面，使青年学子尽早地

了解工程问题和实际需求，学以致用，提升科学研究的素养，积累

创新求实之方法，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中，学生们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2024年本学位点研究生群体共发表论文 10篇，其中 SCI论文 4篇、

EI论文 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篇，会议论文 2篇，成为全院科

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 名博士和 2 名硕士获得本年度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 

2.5 招生培养 

2.5.1 招生工作 

本学位点研究生招生主要通过统一入学考试、高校推免两种方

式开展。为保证生源质量，我院从报名、准考证发放、考试组织和

录取等各环节全过程采取严格管控措施，秉承“宁缺勿滥、优中选

优”原则，塑造我院精品教育形象。 

为稳步推进招生工作，我院不断推出招生措施，进一步提升生

源质量。一是不断完善我院研究生招收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原由各

培养单位组成的复试小组复试本单位的考生，调整为由院组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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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小组对考生进行统一复试，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二是通

过教育部招生咨询平台、与水利高校师生面对面等方式，从师资力

量、奖励政策、培养环境、学术氛围以及未来的发展等方面加大了

我院招生的宣传力度。 

2024年本学位授权点圆满完成招生工作，共招收研究生 11人，

其中硕士研究生 5 人、博士研究生 6 人，开启了新一届研究生的培

养工作。 

2.5.2 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依据国家制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和学习要求，制定了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有明确的培养考核标准，

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在公共课和基础课方面，我院严格选聘任课教师，从清华大学、

中央党校等名校聘请高水平一线老师到我院集中授课，主讲教师均

具有正高级技术职称，有明确的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认真组织教

学。这些课程包括英语、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

证法、偏微分方程数值解、应用统计等。为了保障授课质量，我院

每年都对课程进行评估。2024年本学位点学生在 6所大学和科研机

构进行选课，共 60 余人次选修外校 20余门课程。 

在专业课方面，一方面为了博采众长，我院鼓励研究生到高水

平大学去选课（主要在清华大学），包括高等土力学、土力学理论及

数值方法、结构动力学、弹塑性力学、有限元法及数值分析等；另

一方面，我院以陈祖煜院士为首的导师群体和科研团队开展一些学

术讲座、沙龙、专业培训、水利水电科技前沿、专业英语写作等课

程，指导研究生发挥我院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特长，提升科教融合

的能力。 

在教学方式方面，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灵活

多样，注重突出我院作为科研机构的学科背景，加强基础和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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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教学效果。同时，为规范

研究生课程学习管理，保证研究生教学质量，制定了《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关于研究生课程学习的管理规定》，对研究生课程学习

全过程管理和考核进行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系统的管理制度。 

2.5.3 学术交流 

一是充分利用国家级水利水电科研机构的国内外影响力，通过

交流平台开展学术交流，进一步创新学术交流的组织模式，并围绕

热点和前沿问题开展专题学术交流。2024年，我院继续派研究生参

加 HydroAsia2024 课程研修，进一步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本学

位点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含线上交流）10余人次，学

术交流投入经费约 8万元，其中 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政，在院里的

资助下，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参加第十八届欧洲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会

议，并做学术报告。 

二是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水平，培育水科学子求

知探索、求真务实的精神，研究生院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成功举办

了“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专题讲座。中国水科院原副总工

程师、《水利学报》主编程晓陶正高以“科技论文写作的价值追求”

为主题，结合个人丰富的学术经验和行业知识，为研究生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三是组织师生参加第 15 届国际水信息学大会（HIC2024）、水

利部和亚洲水理事会（AWC）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亚洲国际水周（The 

3rd AIWW）、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第十六届青年学术交流会等

国内外学术会议，此外各培养单位专门组织了研究生青年学术年会

等，达到 300余人次，提升了同学们的交流和表达能力。 

3、学科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比较，本学科点建设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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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生规模的增大，研究生公寓存量不足，2025年的缺口

为 9 个床位，不能保障 2025 年新生入住，到 2028 年缺口床位将达

到 70个。因此，为了提前准备并逐步改善研究生的住宿条件，希望

院里给予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和指导，共同推动我院研究生教育

培养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 

4、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2025年，本学位授权点将进一步解决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持续

改进。计划的主要改进措施如下： 

（1）加强论文开题报告、预答辩、匿名评阅以及学术论文与学

位论文相关性审查等工作，充分利用教育部论文评阅平台资源，提

高论文审查的速度和把关力度。 

（2）制定国内国际招生宣传视频，提升宣传品质，扩大国内国

际招生宣传工作，积极做好国际交流与培训项目，进一步提高研究

生教育的国内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 

（3）进一步加强高端联合，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继续做好博士

后、“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加大对我院博士后

流动站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吸引留住国内外优秀博士进站。 

（4）不断提升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加强研究生智慧教室、

考场以及多功能学术中心和公寓等研究生（留学生）教学和后勤保

障设施，逐步提升研究生住宿条件，加强巡查力度和安全监控，确

保人员安全、设施安全以及出行安全等。 

（5）提升研究生人文关怀能力，丰富文体活动。从广大研究生

的角度出发，扩大与研究生院以及导师之间的沟通途径，以年青人

喜闻乐见的方式，解决他们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在学习、科研、生

活等各个方面获得收获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