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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生态学一级学科（0713）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是 1999 年海南省 8 个首批省级重点（扶持）学科之一。

2021-2025 年为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A 类）。2003 年获批生态学二

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获批生态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3 年获批生

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9 年获批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2020 年获批 5 个海南省外籍院士工作站。2022 年获批“东寨港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吊罗山脊椎动

物多样性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

外科学观测研究站”3 个海南省首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支撑平台

为热带岛屿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海南省热带动植物生态学重

点实验室。 

2022 年度，学科成员 45 人，其中教授 17 人，副教授 11 人，具

有博士学位 41 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1 人，教育部人才计划入

选者 2 人，海南省人才计划入选者 3 人。博士生导师 10 人，学术型

硕士生导师 32 人。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1.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热带岛屿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

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为

宗旨。学科研究与海南当地的生态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服

务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培养具备扎实的生态科学基础知识、实

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能胜任科研院所、政府职能部门等

与生态学相关的教学、科研、管理或规划设计、技术研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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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坚韧的治学意志； 

（2）熟练掌握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深入系统掌握

所研究领域方向的专门知识，充分了解该领域方向的最新学术发展动

态； 

（3）具有批判性的学术思维，具备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 

（4）独立开展解决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应用问题的研究工作，并

取得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2. 培养方向 

（一）动物生态学 

本学科方向的工作主要包括珍稀濒危两栖爬行动物的种群动态、

生活史特征、栖息地选择、受胁因素及种群恢复的保护生物学等研究；

两栖爬行动物在自然、胁迫生境和受控条件适应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与分布格局研究；外来有害两栖爬行动物入侵机

理及有效防治与管理研究。 

（二）植物生态学 

本学科方向立足海南岛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综合运用分子系统

学、亲缘地理学和生物信息学等理论与方法，主要研究热带生物对岛

屿环境的适应性进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响应、海南沿海防护林及

其海岸植被生态等。 

（三）修复生态学 

研究对象突出“热带”和“近海岸”地域特色（珊瑚礁、红树林

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以环境污染的生物效应及其对海岸带生态系统

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环境污染的

生物学效应、环境监测及其综合治理等，为海岸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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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科技支撑。 

（四）行为及生理生态学 

本学科方向运用行为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揭

示鸟类行为的功能、生理机制及其进化适应性，回答与鸟类生存和繁

殖相关的行为及生理生态学问题。开展鸟类巢寄生行为的协同进化、

鸟类热应激抗性的生理适应以及鸟类通讯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三）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1. 本学位点 2022 年度博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见下表：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2 年 

生态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14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1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 

招录学生中硕博连读人数 /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4 

分流淘汰人数 / 

授予学位人数 9+3 

 

2. 本学位点 2022 年度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见下表：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2年 

生态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30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30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 

招录学生中硕博连读人数 /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30 

授予学位人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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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学位点 2022 年在校生 121 人，具体情况见下表： 

年级 在读研究生人数 

2020级博士生 12 

2021级博士生 14 

2022级博士生 14 

延期毕业博士生 3 

2020级硕士生 22 

2021级硕士生 26 

2022级硕士生 30 

延期毕业硕士生 / 

合计 121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海南师范大学是海南省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生

态学科学位点围绕立德树人，着力构建“大思政”格局，坚持课程育

人和思想育人。 

课程育人：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强化思政功能。一是充分挖掘生

态学专业课程所蕴含的育人资源，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二是生态学课堂教学注重从人文关怀去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三是从教师教学规范和学生的价值内

化方面检验课程思政效果，建立“生态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双向评价

原则和标准。 

思想育人：以阵地管理为根基，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是严

格按照《海南师范大学课堂教学平台监控管理办法》，监控课堂，确

保教师严守课堂纪律。教师信息员监督教师言行。二是规范学术活动。

严格执行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审批制度，重点审查会议范围、讲座内

容和主讲人背景。三是规范社团管理。制定了学生社团管理办法，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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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实行社团活动审批。四是规范网络行为。通过《生命科学学院学生

关于文明上网的规定》规范学生网络行为，倡导网络自律。同时将育

人工作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成效显著，课程思政有新进展。 

2022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导师获课程思政情况，见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项目主持人 依托学院 

1 生态学 肖繁荣 生命科学学院 

2 污染生态学 张纪亮 生命科学学院 

3 生态伦理与社会生物学 王旭初 生命科学学院 

 

（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生态学学位点在对研究生的教育中坚持思想育人，大力推进思想

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牢固管理思想阵地。 

队伍建设有力度。一是按标准配备辅导员。现有研究生 121 人，

专职辅导员 1 人、兼职辅导员 1 人。二是提升业务素质。近年来，辅

导员共主持《教人以礼·育人以德—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省级项目 4 项，校级项目 5 项，发表思政论文

18 篇。学院领导干部共有 5 名，党支部书记一名，党支部副书记一

名，纪检委员一名，组织委员一名，宣传委员一名。整体比较年轻，

结构比较合理，团结合作，向心力强。党支部书记王洋洋以身作则，

班子成员都能严格遵守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廉洁自律、政令畅通、密

切配合。 

阵地管理牢固。一是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自觉履行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和“一月一报”制度；二是五年以

来承办 6 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和 30 余场学术讲座，均严格进行审批，

没有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三是建立了网络自媒体管理台账和相

应制度，网络行为不断规范，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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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党建与校园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院研究生党总支高

度重视、大力关注研究生党建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和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围绕“两学一做”这个主题，制定党员的学习计

划，抓好学习教育。 

2022 年度，学院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召开生态学学位点研究生

党员大会 4 次；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认真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党章党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

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本年度，研究生党支部坚持利用每月“两学一做”、“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不断丰富内容，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和

实效性，坚持做到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制度，勇于并善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切实提高生活会质量。落

实谈心谈话制度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切实解决组织生活中存在的不

规范、不经常、不严格的问题，有效促进党员队伍建设。2022 年来，

总支成员、支部委员的工作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2022 年，秦永

强、林景、艾小琪、吴霞、卢英楠、张婷和李娜，共 7 位同志被评为

优秀党员。研究生党员李德钦，参军入伍，成为海南省第一个入伍的

研究生党员。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1. 专任教师队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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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2022年度有专任教师45人，具体见下表： 

专业职

务 
合计 

35 岁

及以

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人数 

具有境

外经历

人数 

博

导

人

数 

硕

导

人

数 

正高级 17 0 4 5 8 0 13 4 9 8 

副高级 11 2 8 1 0 0 8 1 1 7 

其他 17 12 5 0 0 0 14 6 0 0 

合计 45 11 15 5 8 0 35 11 10 15 

学缘结

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五

所） 

中国科学

院大学 

北京师范

大学 
中山大学 四川大学 兰州大学 

人数及比例 4（10.3%） 3（7.7%） 3（7.7%） 2（5.1%） 2（5.1%）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43 在校硕士生数 78 

专任教师生师比 2.68:1 研究生导师生师比 5.04:1 

 

2. 其他教师，包括兼职教师、柔性引进人员等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聘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知彬研究员、挪威奥斯陆

大学 Nils Christian Stenseth 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休伯特多学

科研究所 Yvon Le Maho 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 Rodolfo Dirzo 教授、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 Jonas Frisén 教授为客座教授，并成立 5 个海南

省外籍院士工作站。引进朱玉贤院士团队创新中心，柔性引进华南农

业大学王俊教授和美国 Dalton State College 的 Daniel Gaillard 博士 2 

人。同时聘请挪威科技大学的 Eivin Røskaft 教授、法国巴黎第十一

大学的 Anders Pape Møller 教授、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 Fugo Takasu 

教授等为学校客座教授。 

 

3. 学科方向及学术骨干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现有 4 个学科方向，每个方向的主要学术骨干基本

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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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 1 动物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13 正高级职称数 6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
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史海涛 58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动物生态学，

龟类保护 

中国动物学会常务
理事，海南省动物学

会理事长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
会委员、期刊 Asian Her 
Res 和四川动物编委、获
第 14届贝勒龟类保护奖 

2 汪继超 48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两栖爬行动物
生态与保护 

中国动物学会两栖
爬行动物学分会理
事、海南省生态学会

副理事长 

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与经营利用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海南省领

军人才 

3 洪美玲 45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两栖爬行动物
生理生态和毒

理生态 

海南省教育厅高等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海南省拔尖人才 

4 丁利 39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两栖爬行动物
生态与保护 

中国动物学会动物
生理生态学分会理

事 

2019 年度“全国优秀青
年生态学工作者” 

学科方向 2 植物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15 正高级职称数 4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
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李蕾 57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植物生理生态

学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化感委员会委员、海
南省植物学会副理

事长 

海南省领军人才 

2 刘强 56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热带海岸生态
修复及红树林

生态学 

海南省生态学会副
理事长、海南省林学
会副理事长、海南省
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海南省领军人才 

3 王旭初 44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植物分子生态

学 

国际植物蛋白质组
研究协会中国区理

事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4 靳翔 42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植物分子生态

学 
 海南省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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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 3 修复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11 正高级职称数 4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
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刁晓平 58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红树林、珊瑚
礁生态修复 

全国农业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全国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和评估机构协会

常务理事 

海南省环境科学学会
理事长、海南省领军人

才 

2 王锐萍 58 正高级 硕导 学士 
微生物生态及
环境微生物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
科学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海南省生物工

程协会理事长 

海南省拔尖人才 

3 张纪亮 41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动物毒理及污

染生态 
 海南省拔尖人才 

4 张文飞 42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微生物资源、
农业害虫生物
防治 

海南省农学会副理事
长、海南省生物工程协

会副理事长 
海南省拔尖人才 

学科方向 4 行为及生理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6 正高级职称数 3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
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梁伟 53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鸟类行为生态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
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动
物学会动物行为学分

会副理事长 

教育部、海南省人才计
划入选者；Biol J Linn 
Soc，Zool Res，Avian 

Res 的编委 

2 杨灿朝 40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动物行为与协

同进化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

分会理事 

教育部、海南省人才计
划入选者；2020 年获
“林浩然动物科学技

术青年奖” 

3 陈忠 58 正高级 硕导 学士 
动物热应激生

理 
 海南省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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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度新引进学术骨干和青年教师基本情况 

本学科点 2022 年度新引进学术骨干和青年教师 3人，见下表。 

 

 

（二）课程教学 

1. 本学位点 2022 年度正在开设的专业课程及主讲教师基本情

况，见以下二表：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术
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王剑  副教授 / 博士 动物生态学   

2 邢开熊  副教授 / 博士 植物生态学   

3 赵龙辉  副教授 / 博士 动物生态学   

         

         

         

序号 博士生主要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语言 

1 生态学前沿专题 必修课 
刘强、李蕾、梁
伟、史海涛、刁

晓平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2 生态伦理与社会生物学 必修课 梁伟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3 
生态学研究选题与学术

论文评述 
必修课 

刘强、李蕾、汪
继超、梁伟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英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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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必修课 杨灿朝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英双语 

序号 硕士生主要课程名称 
课程类

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语言 

1 生态学理论前沿与专题 必修课 
丁利、刘强、王

力军 
生命科学学院 3 中文 

2 
生态学数据处理与统计分

析 
必修课 郝清玉、洪美玲 生命科学学院 3 中文 

3 
生物多样性科学与保护生

物学 
必修课 林柳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4 生态学研究方法 必修课 汪继超、郝清玉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英双语 

5 文献阅读与科技论文写作 必修课 陈忠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6 行为生态学 选修课 任宝平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7 生理生态学 选修课 陈忠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8 分子生态学 选修课 张纪亮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9 污染生态学 选修课 张文飞、关亚丽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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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 年度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持续改进机制的新

做法 

2022 年度，我们坚持目标导向，改进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以

培养适应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科研、教育及保护工作需求的创新型人才

为目标，按一级学科设置专业基础课程，重视设置与生态学相关的交

叉学科课程，注重动态更新，构建“专业基础课程 + 前沿讲座”的

课程体系。理清国内和海外留学生不同类型研究生的目标定位，推进

研究生分类培养。 

积极探索科研导向型的教学模式。将学科方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融入到教学中。从导师的科研实例如红耳龟外来入侵生态、鸟类巢寄

生协同进化、海南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等研究项目引入科学问题，培

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努力拓展资源，构建研究生实践教学支撑体系。加大对吊罗山基

地[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生物学野外实践基地（与中山大学联合）、

教育部地方所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

设，完善三沙、东寨港等 3 个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聘

请 Nils Christian Stenseth、张知彬等 5 名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并成立 5

个海南省外籍院士工作站，1 个院士团队创新中心（朱玉贤院士团队）；

与挪威科技大学等国外高校建立互访交流，推动学科国际化发展，完

善研究生教学实践支撑体系。 

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加强质量督导。落实以科学研究

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在新生入学时

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导师作为专业培养责

任人，强化对学生科研行为规范的训练。成立由学科带头人组成的教

学督导委员会，实行督导听课和学生评教制度，建立教学督导为主、

学生评教为辅的教学信息反馈和教学质量评价机制，构建多元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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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研究生教学评价结果与人事聘任、研究生招生资格和名额分

配挂钩，完善评价结果应用。 

 

3. 2022 年度研究生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本年度学位点未出版新教材。 

 

（三）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研究生导师指导工

作方面，依据学校及学院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其中导师选聘依据

《关于印发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选聘办法的通知》 （海师办

〔2022〕13 号）文件，以及学校研究生学院文件（海师研函〔2022〕

5 号、海师研函〔2022〕80 号）。在日常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中，

立足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师[2018]16 号）

为基本，并依据《海南师范大学教师师德考核办法（试行）》（[2019]25

号）对所有研究生导师进行师风师德考核，确保其教学和科研指导工

作的质量。 

2022 年 7-8 月，我校海南师范大学与西苏格兰大学联合开展研究

生导师指导能力培训课程，所有在编在岗和新增的研究生导师均参与

了本次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提升导师素质，规范指导教师

的行为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采取学校研究生院颁布的

《导师与硕士研究生之间实行师生互选暂行办法》，对于因学习困难，

课题进行有障碍等原因而需要更换导师的研究生给予二次选择更换

导师的机会，不设置障碍，以规范流程完成导师更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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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步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2022 年 9

月，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组织各学院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调研。调

研工作的主题包括：各学院学位点研究生教育管理队伍、思想政治教

育队伍情况及研究生教育日常管理现状等；学院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

的主要困难；征集研究生教育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本生态学学

位点认真完成了此次调研工作，查缺补漏，针对已有问题做出积极改

进。 

 

（四）学术训练 

1.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的培养成效 

本学科点 2022 年度获海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10 项，海南师范大

学研究生创新项目 8 项。研究生发表研究论文 26 篇。获国家奖学金

3 人次。李欣桐、任飞艳等 4 人考入北京林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院校的博士研究生。 

2022 年，硕士生何佳利获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校级赛金奖，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得省级

银奖。硕士生陈婆养获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暨儋州市第六届创业大赛

省级优秀奖。 

2022 年，由学院师生协助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地

理·中国》栏目在海南拍摄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系列节目《雨林

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地理·中国》栏目 11

月 14 日—11 月 19 日 6 天连续播出。我院师生参与了其中三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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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工作，对海南热带雨林中的龟鳖类、睑虎和蛙类等的两栖爬行动

物的最新科研成果和雨林植物的典型生态特征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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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培养的制度保证与经费支持 

本学位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依据《海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办法》，设立研究生教学助理（简

称“助教”）、研究助理（简称“助研”）和管理助理（简称“助管”）

三类不同的岗位，规定具体的岗位职责、经费来源、申请与聘用及考

核管理具体事项。同时依据《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津贴核算及发

放工作暂行办法》，保障指导教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相关教育补

贴。 

2022 年度，本学位点依托海南省教育厅下拨的指标与经费，开

展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申报工作，博士生创新科研课题每项资助 5000

元，硕士生创新科研课题每项资助 3000 元。依托海南师范大学下拨

的指标与经费，校级博士生创新科研课题每项资助 3000 元，硕士生

创新科研课题每项资助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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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积极鼓励在培研究生参与国内各大学术会议及学术交

流。在学科资助下，2022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的具

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年度 学生姓名 学生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022 陈向阳 博士生 
第十六届中国
鸟类学大会 

东方大苇莺在卵期和雏期
对大杜鹃的行为和声学反
应 

2022.4.9 线上 

2 2022 刘金梅 博士生 
第十六届中国
鸟类学大会 

八哥繁殖生态及蛇蜕在八
哥繁殖中的作用 

2022.4.9 线上 

3 

2022 卢宁宁 博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
两栖爬行学分
会首届承钊青
年学术论坛会
议 

红耳龟听觉敏感性性别差
异转录组研究 

2022.12.10 线上 

4 

2022 

陈向阳 博士生 

中国青年鸟类
学家研讨会暨
第十八届翠鸟
论坛 

3D打印动物模型在鸟类巢
寄生行为研究中的应用与
探讨 

2022.9.23 线上 

5 

2022 向静 博士生 海南师范大学
第一届热带药
用资源化学研
究生学术论坛 

斑马鱼行为和脑代谢物的
性别二态性:对毒理学和
药理学研究的启示 

2022.9.24 线上 

 

 

（六）论文质量 

为健全本学位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监督机制，强化研究生培

养单位人才培养质量意识和导师岗位责任意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学位〔2014〕5 号）、《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

处理办法》对本学位点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展开内容与格式规范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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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导师及外审专家评阅及核查。 

2022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毕业论文在盲审中的结果：硕士毕业

生 20 人，毕业论文良好率为 92.86%、优秀率 7.14%、合格率 100%；

博士毕业 12 人，毕业论文良好率为 80%、优秀率 20%、合格率 100%。 

 

（七）质量保证 

为有效预防和严肃查处高等学校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维护学术

诚信，促进学术创新和发展，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办法》，对本学位点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进行全过程、

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 

对学位论文存在问题的情况，依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

法》，予以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等处理。加强指导教师责

任制，对于学业完成困难的研究生，实施中期考核制度及分流淘汰机

制。 

2022 年度，为响应教育部要求，切实提升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

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本学位点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改善措施：优化本

学院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强调导师和辅导员责任，

把心理健康和爱惜生命教育工作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组

织开展了多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对全体研究生（含新生、老生）

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出现问题或风险较高

的学生保持重点关注，建立帮扶疏导机制及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 

 

（八）学风建设 

为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维护学术道德，严明学术纪律，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海南师范大学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规定》，对

本学位点所有在读研究生提出学术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求真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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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严谨自律、团结合作；真实记录原始实验数据, 毕业离校

时全部移交给导师；严禁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行为，反对急功近利、

粗制滥造；遵守学术刊物引文规范, 在课程论文、学位论文和公开发

表的论文中,引用他人成果与观点等内容应明确标注；任何以海南师

范大学作为署名单位的研究成果, 在申报或发表时必须征得导师同

意；监督、检举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 维护优良的学术氛围。 

明确规定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不得有诸如侵占、抄袭、剽窃

他人的学术成果；请他人代写文章或代他人写文章；隐瞒不利数据或

篡改、伪造研究数据（包括试验数据、调查数据和软件计算结果等）；

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或论文中署名；发表学术论文一稿多投；在

各类考试考核中以任何形式作弊等其它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事件经校、院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或根据

需要聘请相关学科的校内外专家组成学术道德规范小组负责鉴定，对

违反上述规定的学生，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将其相应课程的成

绩以零分计、取消相关奖项、延缓答辩等处理。对严重违反学术道德、

影响恶劣者，除给予上述相应的处理之外，还将给予记过、留校察看

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对已授予学位的研究生，经查实取证后提交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研究，可撤销已授予的学位。对触犯法律者，将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022 年度，本学位点未发生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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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业发展 

1. 本学位点 2022 年度毕业研究生人数及就业去向分析，见下表： 

各毕业去向分布 硕士就业人数 各分部占比 博士就业人数 各分部占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3 15% 1 8.33%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 20% 8 66.7%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7 35% 1 8.33% 

求职中 2 10% 0 0 

自主创业 1 0.5% 0 0 

研究生 3 15% 2 16.7% 

合计 20 100% 12 100% 

 

2. 本学位点 2022 年度毕业研究生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情况 

在过去五年，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主要就业去

向包括高等教育单位、中初等教育单位、科研设计单位和其他事业单

位。其中就业人数最多的五家单位分别为：海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

大学、河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学科注重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德，鼓励毕业生

到基层就业。在国家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利好政策引导下，形成

“到基层去、到艰苦地区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良好氛围。学

科每年都有硕士毕业生到保护区（站）及环保局等基层单位工作，条

件相对艰苦。如硕士生罗樊强在海南吊罗山自然保护区、高春在海南

三亚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龙再忠在贵州黔西南州环境保护局。他们

在基层锻炼成才，助力扶贫攻坚、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毕业博

士生中有 45.5%去往西部艰苦落后地区就业，为祖国建设西部付出了

坚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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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近 5 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28 项，其中面上

项目 5 项、地区项目 20 项、青年项目 3 项，累计资助金额 1090 万元；

承担省部级项目 55 项，累计获资助金额 1872.5 万元；承担横向项目

19 项，累计资助金额 550 万元。 

 

1. 2022 年度科研项目，获 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6 项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见下表： 

序
号 

项目批准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类型 

批准经
费 

（万元） 

1 32270526 

大杜鹃对宿主的寄

生选择：宿主和栖息

地印痕假说的验证 

梁伟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 
54 

2 32271577 

盐度胁迫致龟甲表

型异常的形态发生

及调控机制 

丁利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 
54 

3 32201332 

红树林叶功能性状

对养分重吸收的调

控机制 

江大龙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 
30 

4 32202437 

胞质类受体激酶

MaRLCK32 介导香

蕉对枯萎病菌抗性

的机制研究 

张璐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 
30 

5 42267036 

紫外线吸收剂在珊

瑚礁区的分布及对

珊瑚共生体的生态

毒理和毒性机制研

究 

刁晓平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 
35 

6 32260041 

苏云金芽孢杆菌

HSY56 二元毒素杀

蚊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文飞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 
33 

7 32260127 

杜鹃宿主的卵回收

认知行为的适应性

演化 

杨灿朝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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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2260652 

青枯菌 phc 群体感

应系统调控T6SS表

达和致病过程的分

子机制 

李鹏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 
32 

9 422MS061 

红树林沉积有机碳

的稳定性对汞甲基

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段丹丹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8 

10 322QN304 

叶和细根功能性状

的关系：以东寨港不

同红树树种为例 

江大龙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6 

11 322RC657 

白骨壤 lncRNAs 的

鉴定及其调控盐胁

迫响应分子机制的

研究 

王玲玲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高层次

人才 

10 

12 322RC658 

基于单细胞转录组

测序研究绿海龟外

周血细胞组成和分

类 

郭蕊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高层次

人才 

10 

13 322RC660 

香蕉蛋白激酶受体

MaLYK1 特异识别

几丁质寡糖的分子

机制 

张璐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高层次

人才 

10 

14 322RC661 

噪声对中华条颈龟

听觉影响及其生理

机制研究 

王同亮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高层次

人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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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 年度，本学科有 4 项教改项目立项建设，见下表： 

序

号 

项目批

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

人 

项目类型 

批准经

费 

（万元） 

1 

Hnjg20

22ZD-2

5 

“产教结合、校企合作”

背景下高校园林专业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园林专业陵水红

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科普

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为例 

张世

杰 

海南省省级教改

项目 
3 

2 
Hnjg20

22-48 

基于“学生为主体、提升

科研能力与综合素质”的

植物生理学实验课教学

改革研究 

王勇 

海南省省级教改

项目 
1.5 

3 
HnjgY2

022-12 

生态学专业课研究生《英

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课程通用模板的研究与

构建 

杨灿

朝 

海南省省级教改

项目 
1.5 

4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植

物学实验的教改探索与

研究 

李燕

华 
校级教改项目 0.5 

 



 24 

 

3. 2022 年度本学位点共发表学术论文 82 篇，其中 SCI 收录 70

篇，代表性文章见下表：  

序

号 

成果

类型 
具体名称 

完成

人 
发表刊物 分区 

1 论文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Sequence of the Endemic and 

Endangered Plant Dendropanax 

oligodontus: Genome Structure, 

Comparative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陈玉凯 GENES SCI 三区 

2 论文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s of 

benzophenone-3 disturbed lipid 

metabolism in the liver of clown 

anemonefish (Amphiprion 

ocellaris) 

刁晓平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CI 二区

TOP 

3 论文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Microplastics in Surface Water and 

Sediments of Meishe River, 

Haikou, China 

刁晓平 Sustainability SCI 三区 

4 论文 

CDK5/NFAT5-regulated 

transporters involved in 

osmoregulation in fejervarya 

cancrivora 

丁利、

王力军 
Biology-basel SCI 三区 

5 论文 

Influence of algal organic matter on 

metal accumulation 

in adjacent sediments of 

aquaculture from a tropical coast 

region 

段丹丹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三区 

6 论文 

Three new sesquiterpenoids from 

the stems of Strophanthus 

divaricatus 

关亚丽 Phytochemistry Letters SCI 四区 

7 论文 

Dynamic Variation of Camel 

Gastrointestinal Bacterial 

Communities 

Contributing to Benzo(a)pyrene 

Degradation 

李鹏 
Applied Biochemistry 

and Microbiology 
SCI 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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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文 

Is allelochemical synthesis in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plantation 

related to litter microorganisms?  

李蕾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一区 

9 论文 

Ecological niche selection shapes 

the assembly and diversity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李蕾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一区 

10 论文 

Root exudates and chemotactic 

strains mediate bacterial 

community assembly in the 

rhizosphere soil of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李蕾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一区 

11 论文 

Response mechanisms of sugarcane 

seedlings to the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root aqueous extracts from 

sugarcane ratoons of different ages.  

李蕾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一区 

12 论文 

Spatial differences in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endophyte 

community structure 

李蕾 
Annals of 

Microbiology 
SCI 四区 

13 论文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Baccaurea ramiflora 

(phyllanthaceae), a 

promising underutilized species 

李蕾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SCI 四区 

14 论文 

  

Is allelochemical synthesis in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plantation 

related to litter microorganisms? 

李蕾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一区 

15 论文 

Microbial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areca palm rhizosphere soil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李鹏；

刁晓平 
Plants-Basel SCI 二区 

16 论文 

Genome Sequence Resource of 

Serratia ureilytica HNU47: A Strain 

with Biocontrol Potential Against 

Bacterial Wilt Pathogen Ralstonia 

solanacearum 

李鹏 Plant Disease 
SCI 二区

TOP 

17 论文 

Light matters: Nest illumination 

alters egg rejection behavior in a 

cavity-nesting bird 

梁伟 Avian Research SCI 二区 

18 论文 

Free-range domestic chickens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alarm 

calls of Japanese tits 

梁伟 Animal Cognition SCI 二区 

19 论文 

Hainan Gibbons, the most 

threatened and rearesr primate in 

the world 

任宝平 

Journal of Biomedical 

Research & 

Environmental 

SCI 三区 



 26 

Sciences 

20 论文 

Microplastic pollution at Qilianyu, 

the largest green sea turtle nesting 

grounds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史海涛 PeerJ SCI 三区 

21 论文 

Assessment of trace element 

contami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nesting grounds of green sea turtle 

(Chelonia mydas) in Hainan Island, 

China 

史海涛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三区 

22 论文 

Th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beaches that served as historical 

nesting grounds for green turtles on 

Hainan Island, China 

史海涛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SCI 二区 

23 论文 

Rapid authenticity testing of 

artificially bred green turtles 

(Chelonia mydas) using 

microsatellite and mitochondrial 

DNA markers 

史海涛 PeerJ SCI 三区 

24 论文 

A cryptic species of the Amolops 

ricketti species group (Anura, 

Ranidae) from China–Vietnam 

border regions 

史海涛 ZooKeys SCI 二区 

25 论文 

Newly proposed protection list 

excludes aquatic wildlife, exposing 

a long-standing wildlife 

management problem in China 

史海涛 Oryx SCI 三区 

26 论文 

Effect of morphology and age on 

the closure ability of Asian box 

turtles (Cuora) 

史海涛 
Asian Herpetological 

Research 
SCI 三区 

27 论文 

Underwater vocalizations of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and their 

differences among sex–age groups 

汪继超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SCI 二区 

28 论文 

Comparison of the Single-Cell 

Immune Landscape of Testudine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汪继超 cells SCI 二区 

29 论文 

Geographical variation of the 

acoustic signals in the spot-legged 

treefrog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of Hainan Island 

汪继超 Integrative Zoology SCI 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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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论文 

Differential effect of aircraft noise 

on the spectral-temporal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frog species 

汪继超 Animal Behaviour  SCI 三区 

31 论文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plasticity of peripheral hearing 

sensitivity to airborne sound in the 

male Red-eared slider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汪继超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SCI 二区 

32 论文 

Underwater vocalizations of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and their 

differences among sex–age groups 

汪继超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SCI 二区 

33 论文 

Transcriptome Analyse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Auditory Function 

in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汪继超 
  

Animals 
SCI 二区 

34 论文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seawater, sediments, 

green turtle forage, and eggshells in 

the Xisha Islands, South China Sea 

汪继超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SCI 三区 

35 论文 

Genome-wide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lncRNAs in Hevea 

brasiliensis 

王玲玲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一区 

36 论文 

Biocontrol potential of endophytic 

Streptomyces malaysiensis 8ZJF-21 

from medicinal plant against 

banana fusarium wilt caused by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bense 

tropical race 4. 

张璐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SCI 一区 

37 论文 

Proteomics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for different salt ions in leaves of 

true halophyte Sesuvium 

portulacastrum 

王旭初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SCI 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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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度本学位点获得专利 5 项、出版专著 2 部，见下表： 

序

号 

成果

类型 
具体名称 完成人 申请号/出版社 日期 

1 专利 

一种芽孢杆菌 HSY32、

杀虫蛋白、cry-like 杀虫

基因及应用 

徐志霞，魏

力，王洋洋，

金映虹，吴

红萍，李欣

欣，王锐萍，

张文飞 

ZL20211124604

5.3 
2022.05 

2 专利 
一种黑水虻复合氨基酸

肥料及其制备方法 

张文飞, 赵

新晨, 高雨, 

赵梦秋, 王

澜馨, 何佳

利 

ZL20201119686

0.9 
2022.08 

3 专利 

一种芽孢杆菌 SJ110、杀

虫蛋白、vip3-like 杀虫

基因及应用 

张文飞, 王

俊慧, 何佳

利, 金映虹, 

赵子君, 孙

杰, 王锐萍 

ZL20201123020

0.8  
2022.10 

4 专利 

Bacillus HSY204 with 

insecticidal protein genes 

and methods for their use 

张文飞等 
PCT/CN2021/07

5231 
2022.04 

5 专利 

Bacillus SJ110 with 

vip3-like insecticidal 

protein gene and methods 

for their use 

张文飞等 
PCT/CN2021/07

4636 
2022.10 

6 专著 
海南国家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图鉴 

肖繁荣、汪

继超 

河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22 

7 专著 
海南国家重点保护陆生

野生动物图鉴 

王同亮、汪

继超 

河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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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撑平台 

1.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热带岛屿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1 年获批

省部共建，2018 年通过教育部验收正式运行，2021 年评估结果为良

好），作为国家级科研平台为学位点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

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其他代表性支撑平台见下表：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参与学科情况 

1 
海南省重点

实验室 

海南省热带动

植物生态学重

点实验室 

海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05 100% 

2 

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

生物学野外

实践基地（与

中山大学联

合） 

海南吊罗山基

地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12 50% 

3 

全国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

地 

海南师范大学

生物多样性博

物馆 

科技部、中

宣部、教育

部、中国科

协 

2002 100% 

4 

地方所属高

校本科教学

工程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吊罗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理科实践教

育基地 

教育部 20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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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学位点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2022 年度，本学位依托的科研平台建设进展良好。热带岛屿生

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 2018 年通过验收正式运行以来，2021 年完

成了第一次周期性合格评估与验收工作，2022 年评估结果为良好。 

2022 年获批“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吊罗山脊椎动物多样性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3 个海南省首批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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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对在读研究生给予全面完善的奖助金支持，依据《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规定，并逐步健全各类奖学金评审机制，保证其覆盖面和公平公正

性。 

2022 年度，本学位点国家奖学金覆盖率 1.65%，学业奖学金覆盖

率 60.33%，具体资助情况见下表：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8.0 3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47.9 73 

 

（四）管理服务 

2022 年度，本学位点暂无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研究生权益保障

制度以《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管理规范》等文件为基础，并制定了本

学院学位点相关的管理细则。本年度在学研究生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参与研究生共 110 余人，综合满意率达 97.77%，具体情况见下表： 

调查内容 满意人数 不满意人数 满意率 

教学条件情况 100 5 95.00% 

教师授课情况 95 2 97.89% 

科研条件情况 110 2 98.18% 

导师对学生指导

情况 
11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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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学位点服务贡献 

（一）长期投身龟鳖类生态研究与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保

护宣传和执法培训 

龟鳖动物是全球最濒危的高等动物类群。学科史海涛教授及其团

队已开展 30 余年的濒危龟类研究和保护工作，致力于通过系统研究

和科普宣传，推动各层次的保护意识和行动。编著《中国贸易龟类检

索图鉴》中、英文版，使非专业人士也能借助此书快速准确地鉴定龟

类物种。免费赠送海关、林业、渔业等执法人员 1 万余册，在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网站免费下载过百万册，国外已有 120 多个国

家使用该书进行龟类执法鉴定、保护管理、业务培训和科学普及，得

到全国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下属的保护管理和执法部门及

世界龟类专家组、龟类保护国际联盟和国外 100 余个国家的 CITES 

办公室的高度称赞。史海涛教授为全国各地进行免费物种鉴定 400 多

次，开展相关培训、讲座 170 多场，对打击非法贸易、提高执法能

力和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史海涛教授 2018 年获“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海昌突出贡献

奖”，2019 年获第十四届贝勒龟类保护奖（被广泛认为是世界龟类

保护界的“诺贝尔奖”，史海涛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奖的华人）和国际

组织“野生救援”授予的“海龟勇士”称号。2022 年所带领的团队

被海南省总工会命名为“史海涛劳模创新工作室”。 

 

（二）产学研融合，服务热带高效农业，为航天生命生态健康保

驾护航 

热带高效农业和航空航天技术是海南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

重要突破口。张文飞博士及其团队在海南的热带雨林开展大规模土壤

样品采集和苏云金芽孢杆菌（Bt）筛选分离，建立国内外最大的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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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特征化的 Bt 菌株库。鉴定克隆了 1,000 多个新型毒素基因，其

中一些基因产物对重要农业害虫、疾病媒介昆虫和癌细胞表现出很高

的生物活性，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与国

内外多家企业开展合作，经费 300 多万元。目前已有 11 个基因授权

给跨国生物公司研发（2016 年），合作研发合同涉及知识产权交易

金额 2,600 多万元。成果应用于农作物病虫害和媒介昆虫的生物防治，

将有利于降低有毒农药的使用，提升热带农作物的品质和改善生态环

境。 

王锐萍教授及其团队与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合作，首次引入大麦

虫参与太空生命健康保障系统物质循环，处理太空舱小麦秸秆、蔬菜

根系等植物不可食部分，形成了人-植物-动物-二氧化碳等物质的绿色

循环。大麦虫幼虫含蛋白质 51%，脂肪 29%，并含有多种糖类、氨基

酸、维生素、激素、酶及矿物质等，为乘员提供优质蛋白，丰富乘员

饮食结构，保障生命健康。为解决载人航天太空生命健康保障、生态

系统物质循环及能量转化等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本学位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包括：由于相关政策红利未

完全落地，引进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困境尚需破题，特别

是植物生态学、行为及生理生态学等方向急需补充学科成员；整体学

科方向和人才团队还较为分散，无法集中核心力量完成科研攻艰，使

得国家级奖项和重大（点）项目尚待突破；由于新冠疫情等客观原因

使得国内外学术交流困难重重，在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方面尚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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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进措施 

紧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契机，加大对植物生态

学、修复生态学等学科方向的方向带头人的引进，以及各研究方向的

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引培；陆海统筹，开展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研究，

借助获批“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吊罗山脊椎动物多样性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沙海龟

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3 个海南省首批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的契机，争取建成有国际影响的生态学研究平台和国家级野外观

测站，推进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国际合作。依托单位将创新

实验室考核和奖励机制，在人员编制、资源配置、经费投入和研究生

招生等给予实验室优先支持和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