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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0814）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 

一、人才培养目标及标准 

（一）培养目标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坚持教学、科研、

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立足宁夏，服务西部，面向全国，积极促进传统土木工程

专业与新兴工科专业的高度融合，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主要达到如下目标： 

1. 具有正确坚定的政治立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行动指南，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较强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 

2. 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硕士研究生的知

识结构应达到能够读懂本专业学术论文；应具有熟练运用本专业常用实验方

法、计算方法、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实践能力；应具有参加完整科研过程的

科研能力。 

3. 掌握一门外国语，硕士研究生应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

业外文资料。 

4. 身心健康。 

（二）培养方向及特色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现有结构工程、岩土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

工程 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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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长期以来的积累，结合区位优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形成了强

震区工程结构抗震理论及应用、区域地质岩土工程理论及应用、寒旱区高性能

土木工程材料，以及绿色建筑技术研究与应用 4 个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设置

注重前沿性、基础性和交叉性，且相对稳定和覆盖一级学科的主要二级学科。 

1. 强震区工程结构抗震理论及应用 

地域特色：宁夏地区地处中国南北地震带的北段，97%的面积位于 VII 度

以上的高烈度区，具有分布范围广、地震发生频率高等特点，地质灾害频发。

虽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 6‰，但在宁夏的 8 级大地震却占到全国 1/10。宁夏

地区不但历史上地震活跃强烈，现今地震活动无论频度和强度显示出较高的活

动水平，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潜在危险一直存在。因此，建筑结构抗震控制是减

轻地震灾害的根本途径。 

学科方向特色：针对地域特色和问题，通过多年的建设，该方向形成了工

程结构隔震、消能减震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和新型结构理论及技术2个子方向。 

（1）工程结构隔震、消能减震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 

为克服传统抗震方法的缺陷，围绕工程结构隔-减震控制理论与技术，在工

程结构的特定部位装设某种装置（如隔震垫等）、或某种机构（如消能支撑、

消能剪力墙、消能节点、消能器等）、或某种子结构（如调频质量等）、或施

加外力（外部能量输入）、或调整结构的动力特性，使工程结构在地震（或风）

的作用下，其结构的动力反应（加速度、速度、位移）得到合理的控制，从而

确保结构本身及结构中的人、仪器设备、装修等的安全或处于正常的使用状态。

为构建现代化城镇建设提供决策服务。 

（2）新型结构理论及技术 

主要开展新型结构的抗震性能及风致效应等方面的结构防灾减灾的研究；

新型结构的优化设计及结构的检测及智能控制等。目前已与全国多家知名土木

院校合作，在新型管结构连接节点的抗震性能、大跨度网壳的减振分析、GFRP-

钢管混凝土组合柱动静力性能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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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地质岩土工程理论及应用 

地域特色：西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寒旱区，地处青藏高原地震带，气候干燥、

四季分明、降雨集中，温差大，地震活动频发，山地、丘陵、沟壑纵横，地层

特性和地质构造复杂，分布有多样化的特殊土，如深厚的湿陷性黄土，液化的

粉土和砂土，胀缩性强的盐渍土，蠕变性大的淤泥和淤泥质土，及水敏性大的

泥岩等，地域特征极其明显。降雨、地震、冻融和干湿循环等作用下特殊土地

基、道路、边坡等经常发生各种灾害。 

学科方向特色：针对地域特色和问题，通过多年的建设，该方向形成了以

下 3 个有特色的子方向。 

（1）寒旱区特殊土力学特性及地基改良 

针对寒旱区地域环境气候形成的湿陷性黄土、季节性冻土以及盐渍土等特

殊土，研究其力学特性及工程性质。面对气候变化、干湿循环、季节冻融引起

的特殊土地基病害，基于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绿色地基改良技术，研究改良地

基土的工程特性，给出综合考虑承载力、使用功能、使用寿命和环境影响等多

因素的系统设计方法，为基础设施建设与安全运营提供有效的技术服务。 

（2）寒旱区道路病害及防治 

针对寒旱区特殊土路基病害，开展诱发病害机理研究，围绕路基处理、路

堤填料工程特性、多因素耦合作用下路堤结构性能演变、路堑边坡的稳定性和

路基防护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系统研究，以期确保路基工程的性能稳定与耐久。 

（3）寒旱区滑坡灾害机理及防治技术 

针对降雨、冻融和地震诱发的边坡滑塌问题，开展区域地质灾害调查，结

合岩土体地层特性和地质构造，揭示滑坡的内在机理和风险识别，紧扣致灾因

子，研发系列新型多功能锚固抗滑支护技术，提供设计施工成套技术，为地质

灾害防治提供理论支持和绿色低碳新技术。 

3. 寒旱区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 

地域特色：宁夏地处中国内陆，大部分地区为荒漠或荒漠草原，境内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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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台地、平原、沙漠交错山体裸露、风化严重。宁夏气候干旱寒冷，昼夜

温差大。土木工程面临着冻害问题，决定了本学科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 

学科方向特色：针对地域特色和问题，通过多年的建设，该方向形成了粉

煤灰细骨料生态混凝土制备与工程应用、沙漠砂混凝土破坏机理及工程应用和

寒旱区滑坡灾害机理及防治技术 3 个子方向。 

（1）粉煤灰细骨料生态混凝土制备与工程应用 

针对宁夏地区数千万吨堆存的低品质粉煤灰（原灰、粗灰）、煤矸石等无

机固废综合利用率低，方式单一的问题，开展了粉煤灰等体积替代细骨料，煤

矸石替代天然骨料制备更加绿色环保的新型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在提高低质

粉煤灰和煤矸石利用率的同时，又缓解了天然砂石资源短缺限采使用的矛盾。

研发的低成本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技术，将为无机固废在混凝土工程中的大量

应用与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2）沙漠砂混凝土破坏机理及工程应用 

主要开展沙漠砂混凝土和沙漠砂 ECC 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分析沙漠砂对

沙漠砂混凝土和沙漠砂 ECC 力学性能的影响，建立其力学性能劣化模型，揭

示其力学性能劣化机理，为沙漠砂工程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3）寒旱区高性能混凝土劣化机理 

针对我国内陆寒旱区混凝土材料与结构性能退化的突出问题，系统性地开

展了寒旱区严酷条件下混凝土性能劣化机理、高性能混凝土设计理论与方法、

混凝土剥蚀表征与修复、沙漠砂混凝土技术与应用、保温节能建筑材料等方面

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和技术创新成果。 

4. 绿色建筑技术研究与应用 

地域特色：宁夏地处我国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干旱寒冷风沙大是当地典

型气候环境特征，历史积淀形成多元且极具地方特色的人居环境与建筑风格。

目前，宁夏城乡建筑风貌、建造智慧之地域特色挖掘不够，导致先进的绿色建

筑技术很难与本土建筑有机结合，由此决定本学科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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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特色：针对地域建筑特色和问题，通过多年的建设，把传统建筑

营建智慧、营建理论与绿色建筑技术有机结合，为更好地进行地域建筑设计与

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形成了地域建筑历史与设计理论、本土化绿色

建筑新材料研究、西部城乡规划理论与设计等 3 个学科子方向。 

（1）地域建筑历史与设计理论 

以建筑学、建筑遗产保护学为基础，挖掘各类传统地域建筑设计、营造智

慧，结合现代绿色建筑设计方法理论、设计准则和规范，构建符合本土特色的

绿色建筑设计理论。 

（2）本土化绿色建筑新材料研究 

以建筑材料、建筑施工为基础，对新型绿色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的有效结

合进行研究，关注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与示范，为工程设计提供理论支撑和技

术支持。 

（3）西部城乡规划理论与设计 

以城乡规划学为基础，针对地区城市“双修”、乡村规划中产生的突出问

题进行研究，关注城乡防灾减灾规划，为地区城乡规划理论与设计提供理论与

技术支撑。 

（三）学位标准 

严格按照《宁夏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修订）》（2016 年版）审

查研究生学位申请。 

二、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师资队伍经过近 18 年的持续建设，形成为一

支数量比较充足、结构趋于合理、整体比较优化，能够适应本学位点教学、

科研工作需要的具有 33 人的专职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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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称结构 

截止 2020 年底，本学位点专职教师 35 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 30 人，

其中教授 16 人，副教授 14 人，讲师 5 人。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

总数的 85.7%。其中，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24 人。 

2. 年龄结构 

截止 2020 年底，本学位点专职教师队伍中，35 岁以下（含 35 岁）青

年教师 4 人，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14.3%；36-45 岁（含 45 岁）教师有 15 人，

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42.9%；46-55 岁（含 55 岁）教师有 13 人，占专任教师

总数的 37.1%，大于 56 岁（含 56 岁）教师有 3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8.6%。

中青年教师数量逐年增加，已逐渐成为科研和学位点建设的主要攻坚力量。 

3. 学历结构 

截止 2020 年底，专职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2 人，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 62.9%；在读博士 1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3%；具有海外经

历的教师 8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22.8%。其中本校毕业的最终学历教师 6

人，占 17.1%，来自国内外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最终学历教师 29 人，占

82.9%。 

4. 国际化 

截止 2020 年，在海外具有进修和访学一年以上经历的教师 8 人，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 22%。 

（二）科学研究情况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师资队伍经过近 18 年的持续建设，形成为一

支数量比较充足、结构趋于合理、整体比较优化，能够适应本学位点教学、

科研工作需要的具有 35 人的专职师资队伍。 

1. 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科教师（学生）承担纵、横向科研项目 17 项，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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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10 项，横向项目经费 237

万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4 篇，其中 SCI 16 篇，EI 收录论文 5 篇，CSCD

收录论文 10 篇，北大核心论文 13 篇。 

表 1 2020 年度学位点承担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高韧性纤维增强沙漠砂水泥基复合材料细观

损伤机理及力学性能研究 
车佳玲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透射型磁致伸缩声学超表面弹性波异常传播

特性调控研究 
张舜祖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区项目 

盐渍土地基整体式渠道衬砌冻害机理与试验

研究 
李宏波 

4 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 
宁夏地区震后桥梁快速维修加固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 
惠迎新 

5 
自治区科技攻关（支

撑）计划项目 

粉煤灰-炉渣-煤矸石混合料的路用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 
李宏波 

6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基于多模型耦合的石嘴山市绿色基础设施构

建方法研究 
刘佳 

7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超高韧性沙漠砂水泥基复合材料耐久性研究 车佳玲 

8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寒旱区基于海绵城市的建筑垃圾再生复合透

水砖性能分析研究 
张晓华 

9 
宁夏高等学校自然科

学项目 

基于BIM技术的宁夏地区桥梁智慧管养信息

平台研发与应用 
惠迎新 

10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宁夏引黄灌区枸杞园水氮运移特性及

HYDRUS 模型应用研究 
张学科 

11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冲击荷载下基于多场耦合砂岩动力特性及三

维数值分析研究 
杨文伟 

12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液-固-土耦合下强震区大型储油罐群多维地

震动响应及减隔震控制研究 
杨文伟 

13 
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面上项目 
高温后沙漠砂混凝土力学性能劣化及评价 杨维武 

14 横向项目 自融雪（冰）技术在隧道中的研发及应用 李宏波 

15 横向项目 银川市 2020 年居民出行方式调查及满意度 王芳 

16 横向项目 宁夏公共机构节能“十四五”规划编制项目 唐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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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横向项目 粉煤灰水泥稳定再生碎石技术的研发 李宏波 

18 横向项目 
中国传统建筑解析与传承 

——宁夏回族自治区 
陈宙颖 

19 横向项目 宁夏回族区自治区建筑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惠迎新 

20 横向项目 盐池县新增河湖水域岸线划界项目 林卫公 

21 横向项目 广东虎门大桥风致振动后检测评估 惠迎新 

22 横向项目 
既有公路桥梁抗震性能评估成套 

关键技术研究 
惠迎新 

表 2 2020 年度学位点发表论文汇总表（部分） 

序号 论文名称 
第一 

作者 

通讯 

作者 
期刊 发表时间 

1 

Effect of freeze-thaw cycles on 

shear strength of unsaturated 

betonies modified clay 

景鑫 崔自治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2020 年 

2 

Analysis of Capillary Water 

Migration Law of Compacted 

Loess in Ningxia 

崔自治 景鑫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20 年 

3 

Influence of dually mixing with 

latex powder and polypropylene 

fiber on toughness and shrinkage 

performance of overlay repair 

mortar 

杨建森 王瑞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年 

4 
脂肪酸相变材料的封装制备及

热工性质 
张圆圆 杨建森 材料导报 2020 年 

5 
多年冻土边坡的水热力耦合分

析及软件开发 
董旭光 董旭光 

中国地质灾害

与防治学报 
2020 年 

6 
标准养护下 CaO-粉煤灰地聚

物制备及微观研究 
毛明杰 马明晓 非金属矿 2020 年 

7 
坍流时间法表征混凝土和易性

的试验研究 
孙楠 程璐璐 混凝土 2020 年 

8 

Mechanical Performances of 

Concrete Produced with Desert 

Sand After Elevated 

Temperature 

刘海峰 陈小龙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crete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2020 年 

9 
配筋率对钢筋混凝土桥面板冲

切承载力的影响 
李兆鹏 毛明杰 工业建筑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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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arbonation performance of 

concrete with fly ash as fine 

aggregate after stress damage 

and high temperature exposure 

张东生 杨秋宁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年 

11 
U 形渠道地基用盐渍土 

冻融试验 
李宏波 田军仓 

中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12 

Shrinkage Effects of Using Fly 

Ash instead of Fine Aggregate in 

Concrete Mixtures 

张东生 韩鹏飞 

Advances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0 年 

13 
包浆再生骨料混凝土力学与收

缩性能试验研究 
程璐璐 杨建森 混凝土 2020 年 

14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ites of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under 

uniaxial and triaxial stress 

李宏波 殷建光 Materials 2020 年 

15 

Monitoring of Interfacial 

Debonding of Concrete  Filled 

Pultrusion-GFRP Tubular 

Column Based on  

Piezoelectric Smart Aggregate 

and Wavelet Analysis 

杨文伟 杨霞 Sensors 2020 年 

16 

Effects of several retarders on 

setting time and strength of 

building gypsum 

张圆圆 杨建森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 

2020 年 

17 
补水条件下压实黄土的二维冻

融变形特性 
仇楠 崔自治 

西安理工大学

学报 
2020 年 

18 
冻融作用下粉煤灰地聚物混凝

土性能劣化研究 
毛明杰 李瑞文 非金属矿 2020 年 

19 
GFRP 管约束钢骨混凝土组合

短柱轴压试验 
杨文伟 李顺涛 

沈阳建筑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20 年 

20 
掺硅微粉沥青混凝土的路用性

能研究 
万青青 孙浩 

广西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0 年 

21 
基础隔震结构抗连续倒塌设计

方法研究 
包超 包超 建筑结构 2020 年 

22 
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钢管 K

形搭接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杨文伟 高栋 建筑结构学报 2020 年 

23 
轻骨料混凝土桥梁地震易损性

分析 
台玉吉 惠迎新 

铁道科学与工

程学报 
2020 年 

24 
银川市西夏区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优化布局研究 
杜亚男 杨文伟 

安全与环境工

程 
2020 年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AL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XAL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FJSK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YJ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YJ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SYJ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XK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XKZ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20CJFD&BaseID=JZJB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CST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CST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KTAQ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KT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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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perimental Study on 

Hysteretic Behavior of 

Double-Plate Reinforced 

Overlapped K-Joints 

杨文伟 李顺涛 
Advances in 

Civil 

Engineering 

2020 年 

26 

Seismic response analysis of 

frame structure with uneven 

settlement of foundation 

包超 徐芳泽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2020 年 

27 

Dynamic reliability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inter-story isolation 

structure under stochastic 

excitations 

张尚荣 刘芳兰 
Journal of 

Vibroengineerin

g 

2020 年 

28 
低应变率下沙漠砂混凝土动态

力学性能及本构模型 
张明虎 刘海峰 应用力学学报 2020 年 

29 

Axial Compression Performance 

and Ultrasonic Testing of 

Multicavity Concrete-Filled 

Steel Tube Shear Wall under 

Axial Load  

李宏波 严鹏飞 
Advances in 

Civil 

Engineering 

2020 年 

30 
钢-聚丙烯纤维再生砂浆性能

试验研究 
曹鑫铖 金宝宏 

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 
2020 年 

（三）科学教学条件情况 

1. 教学科研支撑 

拥有的教学科研平台、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基础设施、实践实习基

地等能满足研究生培养需要。 

2. 实验室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 9 个专业实验室，面积 6382 平方米，仪器设备原值 7534

万元，可承担结构工程、岩土工程和防灾减灾方面的教学实验和研究任务。

通过整合资源，各相关实验室及其设备可供中心使用。西部特色生态恢复

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能源化工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共享使用，可以进一

步补充改善本中心的实验条件。另外宁夏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宁夏

建筑材料研究院具有一定的试验条件、基础设施和设备。 

主要实验室包括：结构实验室、防灾减灾实验室、动力学实验室、冲

击力学实验室、建筑结构质量检测与评估实验室、建筑材料实验室、材料

力学实验室、土工实验室、计算机室、测量实验室、CAD 室等。主要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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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包括：多通道动力加载系统、疲劳试验机、全自动动态三轴试验系统、

压电陶瓷性能参数综合测试系统、重物杠杆多级加载装置、DH5922N 动态

信号测试分析系统、DH3820 高速应变测试分析系统、全自动应变控制式三

轴仪 TSZ-6、Plaxis v9.0 岩土分析软件、岛津离子色谱仪 LC-20A、ADINA、

ABAQUS 结构分析软件、全自动气压固结仪、十字板剪切仪、全自动非接

触砼早期收缩测定仪 TR-NC、3D 激光扫描仪、水泥发泡机、电子拉扭试验

机、混凝土引伸计、万能材料试验机、压力试验机、激光粒度分布仪 BT-2003、

混凝土快速冻融试验机 TDR-1A、混凝土绝热温升试验系统、混凝土硫酸盐

干湿循环试验机、材料高温强度试验仪、混凝土徐变仪、砂浆凝结时间测

定仪、高低温冲击试验机、小型振动台实验装置等 400 多台（套）设备。 

3. 图书资料情况 

我院资料中心有中外文图书 2.0 万余册（其中，2015 年《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捐赠 11023 册，研究生院捐赠 933 册），期刊 70 多种，共 5200

余册。以上资料均对本学位点研究生免费开放。 

4. 科研和基地平台 

现有各级各类平台 5 个，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研究平台和基地支撑。 

表 3 科研和基地平台 

项目 数量 来源 平台名称 

区级 3 

自治区人社厅 
宁夏土建与水利工程院士咨

询站 

自治区人社厅 
宁夏水工结构与新材料院士

咨询站 

自治区科技厅 
宁夏土木工程防震减灾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院级 2 

宁夏大学 
防灾减灾与结构质量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宁夏大学 绿色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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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会资源 

目前学院在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第一建筑公司第一分公

司、银川市威尔信商品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等设立了 34 个实践实习基地，为学生的实践实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四）研究生奖助体系情况 

目前，学位点已经建立起“保全与奖优”并重的完善的研究生奖助体

系。设有“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华藏奖学金”、“孝廉奖学金”

等资助体系，同时为贯彻《教育部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

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意见》（教研〔2014〕6 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研

究生教育和管理，增强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

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宁夏大学研究生

“三助”工作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学院按照学校分配名额，以学术成果为主要评奖依据，同时参考校级

及以上获奖情况择优推荐。本学位点研究生助学金覆盖率已达到 100%；奖

学金覆盖率逐年提高，2020 年获得奖学金比例为 48%。另外，在校期间积

极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研究生可获得助研津贴（补助）。总体而言，我院研

究生奖助体系制度健全、执行严格、奖助体系覆盖面较大。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招生情况 

2020 年，本学位点录取全日制研究生共 22 人，招生情况表见表 2。 

表 4 土木工程研究生招生情况表 

年度 
报考 

人数 

录取 

人数 

录取 

比例 
生源结构情况 

2020 54 22 40.5% 

第一志愿录取 2 人，占 9.1%。推免生生源 1 人，

占 4.5%。本科毕业院校为 985、211 建设高校生

源 4 人，占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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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问题 

近几年，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生源质量总体出现了

下滑趋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按照最新的保研政策，大多数推荐面试的研究生选择攻读更高层

次的重点高校，导致选择继续攻读本校研究生的保送人数减少。 

（2）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根据本学位点招生计划，近 5 年研究生的录

取需要靠调剂才能完成招生计划。地方高校受所处地域、科研声誉等因素

影响，对优秀生源吸引力不足，造成第一志愿的生源不足。 

（3）生源来源质量不高。经调查，选择本学位点作为第一志愿的研究

生，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二本院校或者其他地方非重点高校；而且，由于当

前的研究生调剂规则允许参加三次调剂，考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在“人

往高处走”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优质生源会越来越集聚在专业更具影响力

的学校之中。 

（二）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持续改进措施 

1. 加强条件建设，促进学科发展 

加强学科建设，培养或者引进一流的导师，提升科研课题的数量和质

量，通过打造省级、国家级重点学科，做到持续提升学科综合实力的目标。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强各种相关软件和硬件

的建设水平，在当前宁夏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政策优

势，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立足土木工程学科基本问题，结合宁夏

地区地域特色，坚持“产、学、研”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与优势的

学科队伍，从而促进学科不断发展。 

2. 化解就业压力，配套支持政策 

通过校企合作等多种方式的联合培养模式，为研究生的培养争取更多

的政策支持，设立更多校内自主奖学金，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提供更多

的经济支持，从而增强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在当前就业压力持续增加的



14 

状况下，选择考研深造比本科就业性价比更高，从而争取一部分本校毕业

生，优化当前的研究生生源质量。 

3. 扩大对外宣传，增强招生服务意识，提高招生服务质量 

在不断提高自身办学水平的同时，本学位点通过到相关高校举办讲座、

网络宣传、推荐介绍、教育职能部门介绍、寄发招生宣传品、电话咨询、

接待咨询等多种方式扩大对外宣传。 

对招生工作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不断提高为考生服务的态度和质量，

为考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备考信息和服务。 

同时，在录取中和录取后，收集、总结各招生单位信息，如招生计划

执行情况、招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对该年及往年的招生

情况给予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进行监督和调控，确保按需招生和保证生源

质量。 

4. 严把招生录取关 

本学位点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及报考的实际情况制定，不

允许随意下调。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复试工作，从笔试、

口语测试、面试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 

积极做好接收推荐免试生的工作。免试生是硕士生生源数量、质量最

可靠、最有保证的一部分。我校十分重视免试生工作，除了积极做好本校

免试生工作，争取留住本校免试生之外，还鼓励各学位点积极接收外校免

试生。对具备复试资格的考生一视同仁，保证保送生的质量。 

5. 定期进行研究生生源质量评价 

学院领导及学位点负责人对研究生生源质量高度重视，制定了完整的

研究生生源质量评价体系，通过定期内部的诊断性评估，加强学校对自身

招生情况的了解，及时了解学校内部研究生生源质量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调整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计划以及实施方案，有利于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顺利进行教学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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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政教育 

以基层党建为抓手，创新党建形式，创建党建品牌，努力开拓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除了做好研究生党员日常管理外，积极探索、大胆

尝试，突破党员工作站与原有班级学生支部联系的瓶颈环节，使沟通更为

通畅，服务更为便利，管理更为有效，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成立研究生

土木学硕党支部，学院青年教师担任支部书记。 

同时，研究生党员工作站结合研究生教育特点，围绕创建思想政治教

育新阵地这一主题，以导师和学生为主要工作抓手，主要开展了导师和科

研团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党员义务服务等系列活动。通过党建工作强化

教风、学风，将公寓党建与研究生培养环节紧密结合，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四）课程教学 

1. 课程设置 

本学位点采用以研究性课程模块为主导的研究生课程培养模式。总学

分控制在 34-35 学分以内，其中课程学分为 27-28 学分（学位课课程不少于

20 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 4 学分，创新能力 3 学分。实践环节学分为 7 学

分。跨学科、专业和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需补修本学科大学本

科 3-4 门主干课程。 

表 7 课程模块结构表 

课程类型结构 学分要求 必须修满四大模块所规定的

学分 模块一：学位课 20 

模块二：非学位课 8 

模块三：实践教学环节 7 

模块四：创新能力实践 0 

总学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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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专业课程必须由教学经验丰富

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承担。开设的主要课程情况（不含全校公共课）。 

表 8 开设的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课程类型结构 课时数 总学分 任课教师数 

基础理论课 25 935 24 

独立开设的实践性

课程 
3 119 11 

2. 持续改进措施 

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规范管理，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水

平不断提升，我校制定以下措施： 

（1）我校研究生院、教学督导随机听课，抽查课堂教学情况，随机检

查教学秩序、教风学风情况，每门课每学期督导听课并点评至少 2 次。 

（2）研究生院在每学期均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根据教学运行与教

风学风情况（包括教学计划执行与落实教学任务情况；教学纪律、课堂教

学、实践教学、成绩管理等），以及学生学习情况（包括课堂纪律与出勤率；

作业完成情况；学生反映教学方面问题），形成书面报告，该报告内容应包

括：检查工作安排、检查过程情况、发现的问题与不足、整改方案等部分。 

（四）导师指导情况 

1. 导师队伍的选聘、考核、培训情况 

为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强化导师岗位意识，根

据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

[2013]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工作要求，在导师队伍的选聘和考核上严

格要求，制定了《宁夏大学关于研究生导师终止招生年龄的规定（试行）》

[宁大党发〔2014〕66 号]、《宁夏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2017

修订）》、《宁夏大学硕士生导师选聘及招生规定（试行）》（宁大校发〔2014〕

157 号）、《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选聘及招生规定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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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修订）》等文件，根据文件精神严格开展导师的选聘和考核工作。 

我校每年组织一次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会，参会人员有各培养单

位研究生工作负责人，研究生秘书、硕士生导师。通过专题讲座较为全面

地讲解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政策、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的形势、我校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导师的职责以及工作方

法。 

2.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强调导师（导师组）的责任意识，制定了《宁夏大学土木与

水利工程学院导师岗位职责》，从招生、培养、学位和管理等多方面对研究

生导师岗位职责进行了规定。 

本学位点要求导师与学生间的有效性互动常态化。要求指导教师定期

与学生见面，就研究进展进行有效讨论；或每周学习小组讨论和报告；每 2

个月向导师组汇报科研的进展情况，如果科研没有一定的进展，导师组有

权清退。 

3. 持续改进机制 

为了鼓励研究生指导教师教书育人、积极探索、不断创新，进一步加

强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建设，不断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和表

彰在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制定

了《宁夏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评选办法（2017 修订）》，每三年评选一

次，为全体研究生指导教师树立榜样，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五）学术训练和实践教学 

1. 学术训练 

为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本学位点积极构建研究生教育创新体

系。研究生以课题组为单位，每周组织汇报 1 次；每年定期举办“研究生

学术论坛”、“青年博士论坛”等活动；鼓励研究生申报创新实验，2020 年，

获得研究生培养创新计划项目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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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研究生开展实验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规定研究生毕业

要求必须发表 1 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本学位点培养方案中实践环节为

必修环节，共 7 学分，包括教学实践或专业实习（2 学分）和科研实践（5

学分）。同时，重视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制定了《宁夏大学专业学位

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细则》，并与多家单位建立了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 

（六）学术训练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科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研究生

的科学研究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前沿、学术方法、学术道德三个方

面的训练。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学术活动。 

（1）开设研究生学术方法和前沿专题课程。夯实研究生学术基础，促

进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帮助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知识。 

（2）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我院研究生做学术报告。2020 年共进

行了 12 场线上和线下的学术报告和学术会议。 

（3）开展学术讨论会、学术工具的使用方法训练等。3 次邀请专家对

研究生开题报告、学位论文进行写作指导。导师与学生不定期开展学术研

讨会、学术沙龙等活动。 

（七）论文质量 

1. 制度保障 

学位论文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及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文件要求和规定执行。

同时，我校制定了《宁夏大学硕士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规定（2016 年

修订）》、《宁夏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2016 年修订）》、《宁夏

大学“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13 年修订）》、《宁

夏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规定（2017 年修订）》、《宁夏大学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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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书写规范》等办法，严抓学位论文工作“四个环节”，即论文开题报

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论文质量检测和学位论文答辩。 

严把论文外审关，增加双盲审学生比例。2020 届毕业学位论文校级和

院级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双盲审论文共 7 篇，通过率 100%，占毕业生学位论

文比例为 50%。 

2. 质量保障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学位点论文质量，制定以下改进机制： 

（1）根据《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硕、博士论文暂行办法》，

我院硕士学位论文实行部分“双盲”评审。其中，学校研究生院负责按应

届毕业生人数的相应比例抽取学位论文参加校外盲审；自 2017 年起，本学

位点规定在自治区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双盲审论文的基础上，再增加 2 个双

盲审名额，双盲审比例达到 31%；其余学位论文由学院组织评审，要求论

文评阅专家至少有 1 人为校外专家。 

（2）送审的硕士学位论文，采取一票否决制。专家评阅意见中明确不

同意答辩，学位申请人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学业延期 1 年，一年后重

新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盲审，同时，导师停止招生 1 年。 

（3）《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选聘及招生规定细则》

在 2020 年进行了第七次修改。本次修订进一步提高了对硕士生导师选聘和

招生的要求，包括近 3 年主持课题、发表高水平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多

个方面，为从根本上提高硕士生论文质量提供保障。 

3. 学风教育 

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贯穿整个研究生培养过程之中，本学

位点围绕培养学生学术思想、科学道德教育开展了系列研究生教育工作： 

（1）高度重视，广泛动员，定期组织研究生参加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报告会。 

（2）点面结合，全方位开展科学道德教育工作。研究生入学教育、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概论等课程中，增加了学术道德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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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教育；加强论文写作的过程监督，严抓论文工作“四个环节”。 

（3）强调导师（导师组）的责任意识，导师与学生间的有效性互动常

态化。学位点要求导师通过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在与研究生的日常的课程、

科研互动，关注研究生的人格发展，鼓励、督促、指导研究生探究知识、

独立思考，保障、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常态化的导师、学生的有效互动，

导师的严谨的科研态度，谦卑的性格特质、宽宏的人格魅力在日常交流中

逐渐渗透到研究生的思想、行为之中，无形中熏陶、影响着研究生个性、

品质、科研热情及人生态度。 

为规范学术行为，监督并惩处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维护学术道德，确

保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本学位点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

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社科[2009]3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

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 34 号令）执行

“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和认定工作，一经查实，严肃处理，包括学业处

理和纪律处分。学术不端处罚条例不仅对在读研究生适用，对在读期间学

位论文存在作假行为的已离校研究生也适用。目前本学位点尚未发现学术

不端行为。 

4. 管理服务 

依法治校理念深化和研究生维权意识的增强，使得高校在教育理念、

教学观念、管理体制等方面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受教

育主体的研究生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应该引起高校管理者的重视。我校针

对性地从加强研究生的法制教育，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建立维权正当程序，

保证权利救济途径通畅，增设研究生维权组织这几个方面入手，切实可行

的提出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的实现路径。 

（1）法制教育，增强研究生权益维护意识 

加强对研究生的法制教育、增强研究生的维权意识，这是维护研究生

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我校通过专题讲座及主题宣传活动的方式，组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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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

定》《职业教育法》等这法律文件，以及校园网建立研究生维权意识教育内

容，让研究生明确其拥有哪些权利，能够判断出权益是否受到侵犯，懂得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权利，能够判断出权益是否受到侵犯，

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制度管理与程序运行 

我校相关程序运行遵循以下原则： 

1）程序公平原则。公平的对待所有学生，在作处分决定时应一切从实

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排除偏见。 

2）程序公开原则。对研究生进行处分时，研究生有权了解相关情况；

处分决定要依据规章制度，下达之前要充分公开调查取证，必要时实行听

证，听证会过程要公开；处分决定最后通报要向研究生本人和其他研究生

公开。 

3）参与原则。研究生有权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提出有利于自己的

证据。高校在处理过程中要保障研究生的参与权，并对其提交的证据进行

调查取证，做到尊重受处分研究生提出的想法。 

（3）研究生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情况 

以基层党建为抓手，创新党建形式，创建党建品牌，努力开拓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我院除了做好研究生党员的日常管理外，积极探索、

大胆尝试，创新党建形式，突破党员工作站与原有班级学生支部联系的瓶

颈环节，使沟通更为通畅，服务更为便利，管理更为有效，为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成立研究生土木学硕党支部，学院

青年教师担任支部书记。 

同时，研究生党员工作站结合研究生教育特点，围绕创建思想政治教

育新阵地这一主题，以导师和学生为主要工作抓手，主要开展了导师和科

研团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党员义务服务等系列活动。通过党建工作强化

教风、学风，将公寓党建与研究生培养环节紧密结合，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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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满意度情况 

通过对研究生培养满意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研究生对其培养过程

的各个环节均予以积极评价；部分研究生对培养过程中的研究经费和试验

平台有更多期待。 

（八）就业发展 

1. 毕业生就业情况 

2020 年，本学位点硕士毕业生 14 人，其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3 人，其

余学生均已就业。主要分布在高等教育单位、科研设计单位和事业单位。

整体就业质量良好。 

2. 研究生就业指导及毕业跟踪情况 

在研究生就业过程中，学院积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就业指导讲座，帮

助毕业年级研究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导师与研究生进行多次谈话，了解

研究生的就业需求，并为研究生就业方向进行相关指导。与此同时，学院

邀请了相关企业举办了多场讲座，让研究生充分了解用人需求和行业发展

前景。此外，学院及时跟踪毕业学生，通过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等方式了

解毕业研究生在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情况。 

3. 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通过走访和电话访谈的方式，整理了部分用人单位对学院毕业生的评

价，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用人单位认为学院近五年毕业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很强，交给的工

作能够及时、有效的完成。 

（2）用人单位认为我院毕业生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因行业的特殊性，

我院毕业生大部分从事工程类的工作，能够及时适应高强度的工作。 

（3）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还具有较好的创新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精神和

合作意识，对待且处理事情非常仔细。 

（4）用人单位认为毕业生对工作积极主动，可以主动接受并较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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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九）改革和研究 

教师在教学之余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但研究生教改项目相对较少，

缺少相关政策支持，建议学校和自治区将逐步增加对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支

持力度。 

为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本学位点积极构建研究生教育创新体

系。研究生以课题组为单位，每周组织汇报 1 次；每年定期举办“研究生

学术论坛”活动；鼓励研究生申报创新实验，2020 年获批 6 项校级研究生

创新项目。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服务 

立足我院土木工程学科基础与优势，围绕国家和宁夏的战略性产业问

题、重大民生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沿问题开展科学研究。 

（1）针对宁夏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复杂且为典型的高烈度防震区，以

及干旱少雨且分布着较大面积的盐碱地带的情况，研究了典型严酷环境下

混凝土等主要工程材料性能劣化及其机理，探明混凝土长寿命服役的性能

优化原理，实现了严酷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长寿命设计。 

（2）针对宁夏特殊土多样化，有着典型的区域性特征和特殊的工程性

质，在干旱、寒冷、温差大的气候下，地震、洪水作用下潜在滑坡风险大

的特点。重点开展地基模型及其计算方法、参数的研究，地基处理新技术、

新方法和检测技术的研究；探讨了桩体与土体、复合地基中增强体与土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桩基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结合实验研究，分析研究

地基的承载力、土体对挡土结构的压力以及边坡的稳定性。 

（3）考虑宁夏抗震设防烈度大，对结构抗震要求高，地域内分布土壤

成分复杂，存在地震液化、山体滑坡等潜在的地质灾害问题，地基沉降大

和失稳等工程问题，以土木工程为基础，研究各类工程结构地震反应,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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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高层建筑及大跨桥梁）分析和设计, 抗震方法理论、设计准则和规

范；综合灾害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对城市防灾空间综合防灾

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空间层次上防灾减灾规划、城市防灾减灾

风险管理、易损性评价、应急管理等方面展开研究。 

（二）经济效益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校主要面对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本学科充分发挥特色

优势，着力探索把地域特点变成学科特色，把区域劣势转化为科学研究优

势，并以此形成学科核心竞争力，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贡献。 

（1）联合自治区科技厅、宁夏地震局等单位联合承办了“海原大地震

100 周年国际论坛”，围绕着国家生命线工程和重大工程抗震、结构减隔震

控制等抗震新体系开发、海原大地震震害特征与启示、土木工程监测预警

可视化系统与关键技术等地震及地震工程方面国家面临的重大关键技术问

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有效的为海原及宁夏防震减灾与地震遗迹保护提供了

更加务实的资政建议。 

（2）受宁夏财政厅、宁夏交通运输厅、中卫市财政局、海原县和平罗

县交通运输局等多家单位委托，对宁夏公共交通发展进行规划研究，编制

完成了多项市、县交通客运发展规划，为宁夏公共交通的发展及决策提供

了指导性方案和建议。完成宁夏地区青铜峡黄河大桥、银川黄河大桥的桥

梁加固工作，主持完成乌鲁木齐市西二环快速路新建工程抗震专题研究项

目和 S301 线宁夏平罗黄河大桥加固工程 BIM 技术应用研究，以及宁夏地

区房屋鉴定和加固技术性导则。 

（三）文化建设 

我校积极通过融入区域文化建设强化自身办学特色，以文化引领服务

国家战略需要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本学科依托区域优势，积极推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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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学科办学特色

逐步得到强化。 

学科组多名教师受聘于宁夏人社厅、教育厅和建设厅，作为智库专家

为自治区建筑行业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近年来，在

各市县和大中专院校专业人才招聘、省级和厅局级科研项目评审以及工程

招投标中多次担任评委，为宁夏地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程项目实施和

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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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土木工程学科（0814）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学科简介 

土木工程是我国的支柱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本建设。现代建筑

向高层、超高层，大跨度、大空间，地下结构发展，相应催生了巨型框架

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网架、悬索和索膜等高性能大跨度结构。随

着计算机和计算理论的发展，结构计算向整体分析发展，即协同分析。地

震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巨大，结构抗震隔震、防灾减灾研究成为研究热点。

宁夏抗震设防烈度大，对结构抗震要求高，地域内分布有湿陷性强烈的黄

土、具有液化可能的粉细砂层、矿化度高的盐渍土、淤泥和淤泥质土、风

化严重的山区地基等，存在地震液化、山体滑坡等潜在的地质灾害问题，

地基沉降大和失稳等岩土工程问题。我区地质条件复杂，强度和变形机理

还不是很明确，建筑结构形式也在不断发展，需进行新的结构理论研究，

可见土木工程学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土木工程学科面向国家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通过多年的建设，形成了岩土工

程、结构工程和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3 个相对稳定的、具有较强研究

基础和地方特色鲜明的学科方向。导师的知识、年龄和职称结构合理，硕

士、博士学位的人员较多，能团结协作，持续不断地开展较高水平的教学

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主持和参与各级各类课题 60 余项，发表论文 200 多篇，

整体学术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在一些学科方向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设岩土工程（081401）、结构工程（081402）和防

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081405）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应根据国家对学位获得者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学科专业的特

点，阐明对本学科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要求。 



27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

务。 

2. 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

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硕士研

究生的知识结构应达到能够读懂本专业学术论文；应具有熟练运用本专业

常用实验方法、计算方法、分析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实践能力；应具有参加

完整科研过程的科研能力。 

3. 掌握一门外国语，硕士研究生应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

本专业外文资料。 

4. 身心健康。 

三、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灵活多样，充分发挥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的主导

作用，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挥学术群体作用的培养机制。 

四、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得超过 5 年（含休学等中

断学习的时间），优秀硕士研究生提前完成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者，可申请

提前答辩和提前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五、二级学科设置及研究方向 

1、岩土工程（081401） 

主要研究方向为： 

（1）地基基础工程 

重点开展地基模型及其计算方法、参数研究，地基处理新技术、新方

法和检测技术的研究，建筑基础（如柱下条形基础、十字交叉基础、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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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箱形基础及桩基础等）与上部结构的共同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等。 

（2）岩土与结构的协同作用分析 

岩土与结构的协同作用分析已引起人们重视并取得一些成果，但将共

同作用分析普遍应用于工程设计，其差距还很大。大部分的工程设计中，

地基与建筑物还是分开设计计算的。进一步开展地基与建（构）筑物共同

作用分析有助于对真实工程性状的深入认识，提高工程设计水平。现代计

算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为地基与建（构）筑物共同作用分析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本方向已桩体与土体、复合地基中增强体与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方

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为桩基的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3）岩土工程稳定性分析与支护 

岩土工程稳定性分析与支护是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以数值计算为手段，

并结合实验研究，分析研究地基的承载力、土体对挡土结构的压力以及边

坡的稳定性。本方向在边坡稳定性分析、挡土墙的土压力计算和地基承载

力的确定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地基的处理、挡土结构的设计

和边坡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2、结构工程（081402） 

（1）混凝土结构理论及应用 

主要研究混凝土组合结构和构件在动力和静力荷载作用下的强度、延

性和变形特性，组合结构与地基和基础协同作用分析，设计计算理论等，

为结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混凝土结构构

件延性分析、钢结构、桩基工程研究方向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具有

较好的研究基础。 

（2）钢结构 

主要开展钢结构的抗震性能及风致效应等方面的结构防灾减灾的研

究；钢结构的优化设计及结构的检测及智能控制等。目前已与全国多家知

名土木院校合作，在钢管结构连接节点的滞回性能、大跨度网壳的减振分

析、钢结构施工力学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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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 

主要研究和改进高性能结构材料的静、动态力学性能、工作性和耐久

性等，研究开发新型高性能结构材料。本学科方向在混凝土耐久性设计及

使用寿命预测、混凝土的寒冷盐碱环境适应性、盐碱地带混凝土耐久性的

劣化模型与机理、混凝土抗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建立了盐碱地

区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模型、抗冻耐久性模型，提出了盐碱寒冷地区混凝

土的耐久性设计的初步理论和方法。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081405） 

（1）工程结构抗震减灾 

以土木工程为基础，研究各类工程结构地震反应, 大型结构（如高层

建筑及大跨桥梁）分析和设计, 抗震方法理论、设计准则和规范, 隔震、减

震、制震措施, 基础设计与处理, 结构与基础协同作用，对灾害的应急反应

等。 

（2）材料和结构灾变行为 

对材料和结构构件在动荷载作用下动态力学性能和破坏机理进行研

究，为工程设计更好的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3）城市综合防灾与减灾研究 

综合灾害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相关领域拓展新方向，针对

城市在遭受各种灾害威胁时出现的城市灾害放大效应明显、灾害种类多、

连锁性强、易扩散、危害面广、社会影响大等问题，对城市防灾空间综合

防灾应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城市空间层次上防灾减灾规划、城市防灾

减灾风险管理、易损性评价、应急管理等方面展开研究。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计算 

1、课程设置原则 

 （1）理论课设置以能读懂本专业学术论文为目的，设置本专业所必

需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课程。 

（2）以能熟练运用本专业常用的实验方法、计算方法、分析方法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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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为目的，设置本专业必需的案例分析与强化训练课程。 

2、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按类别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见附表）。 

课程 17 学时计 1 学分；实验课 34 学时计 1 学分；补修课不计学分。 

总学分控制在 34-35 学分以内，其中课程学分为 27-28 学分（学位课

课程不少于 20 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 4 学分，创新能力 3 学分。实践环

节学分为 7 学分。 

跨学科、专业和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需补修本学科大学本

科 3-4 门主干课程（不计学分）。 

3、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为必修环节，共 7 学分。 

（1）教学实践或专业实习 2 学分 

教学实践与专业实习是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每位硕士研

究生都必须参加，其评价材料是申请学位的必备材料之一。 

教学实践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如辅导本科生有关课程，指导实验、

协助指导毕业设计（或论文）等，累计时间不少于 4 周。教学实践应在本

学科、专业指定的教师指导下进行，完成后填写《宁夏大学研究生教学\专

业实习考核表》，经指导教师及院、系审核后归入本人档案。 

专业实习的目的是增强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

专业实习包括进企业、进社区、下乡等方式，专业实习累计时间不少于 4

周。各学科专业根据本学科特点确定适当的方式。专业实习结束后，由研

究生本人填写《宁夏大学研究生教学\专业实习考核表》，并由接受实习单位

作出相应的书面鉴定。 

各培养单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便于有效考核的教学实践或专业实习

方案。 

（2）科研实践 5 学分 

文献综述、开题报告 1 学分：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要结合课题研究方



31 

向和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参考文献不得少于 40 篇，其中外文参考文献不

少于 10 篇，文献综述报告不少于 4000 汉字。 

学术报告 1 学分，在学期间，必须参加十次以上学术报告活动，每次

学术报告活动结束后，硕士研究生本人应手工填写学术报告登记表。 

创新能力 3 学分，达到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获得 3 学分。 

①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一篇（本人署名前二位）； 

②获得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排名前三位的发明人； 

③主持学校或院级研究生创新实验项目已结题，并获得院级以上奖励； 

④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类学术科技竞赛奖； 

以上各项署名单位必须为宁夏大学，否则不予认可。 

4、 课程考核方式与标准 

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考核可采取多种方式。除实验、实习课可以进行

考查外其它课程一律进行考试。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考核采取考试方式，

政治理论课亦可以采取课程论文方式。选修课程的考核可以由任课教师根

据培养方案对课程的要求决定。 

所有课程考核成绩实行百分制，学位课程及格标准为 75 分以上（含

75 分）,非学位课程及格标准为 60 分以上（含 60 分）。 

七、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时间为一年半，结束后进行中期考核,实行分流

制。具体办法见《宁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八、发表学术论文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按《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关于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执行。硕士研究生答辩前，

发表学术论文若未达到《宁夏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关于硕士生在学期

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的要求（硕士研究生必须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

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1 篇论文），不允许进入答辩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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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硕士生进行科学研

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硕士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位论文中可以集中体现。硕士

生应积极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注意选择有重要应用价值的课题，学

位论文要有新工作和新见解。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

通过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并在规定时间完成开

题报告。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要求达到概念清

楚、立论正确、分析严谨、计算正确、数据可靠、文句简练、图表清晰、

层次分明，能体现硕士生具有宽广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

良的学风。与他人合作或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进行的课题，必须在论文中应

明确指出本人所做的工作。学位论文必须采用计算机编辑和输出，具体格

式参照《宁夏大学学位论文格式、书写规范》。用于学位论文的实际工作时

间不得少于一年。各学科专业根据本学科专业实际和培养目标等要求安排

具体的学位论文工作。 

十、毕业与学位授予 

硕士生在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环节各项内容并取得规定学分，通过中

期考核和论文答辨，符合毕业资格者，准予毕业。符合毕业条件且通过宁

夏大学学位英语考试者可授予工学硕士学位（学位英语考试由研究生院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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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土木工程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一览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教学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位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X000B00A00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4 2 1 讲授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X000B00A002 第一外国语 102 6 1,2 讲授 考试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0000000000001 数值分析 51 3 1 讲授 考试 数计学院 

0000000000002 矩阵论 51 3 1 讲授 考试 数计学院 

0000000000003 弹塑性力学 34 2 1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0000000000004 
有限元理论及程序设

计 
34 2 2 讲授 编程 土水学院 

研

究

方

向

课 

X0814B02C001 数学物理方法 34 2 2 讲授 考试 数计学院 

至少选 1 门 

X0814B02C002 应用数理统计 34 2 1 讲授 考试 数计学院 

X0814B02C003 复合地基与地基处理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任选 1 门 

X0814B02C004 边坡加固理论和技术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X0814B02C005 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34 2 3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X0814B02C006 高等钢结构 34 2 3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X0814B02C007 高等建筑材料 34 2 3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X0814B02C008 
城市综合防灾减灾理

论 
34 2 3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X0814B02C009 材料动力学行为 34 2 3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非学

位课 

必

选 
F0000B00D0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2 讲授 考试 

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F0814B02D001 建筑桩基 34 2 2 讲授 设计 土水学院 

任选 3 门 

F0814B02D002 岩土工程测试技术 34 2 1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3 土动力学 34 2 3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4 结构试验与测试技术 34 2 1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5 结构抗震分析与控制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6 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7 地震工程学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8 城市安全工程学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F0814B02D009 建筑防火 34 2 2 讲授 考查 土水学院 



34 

补 

修 

课 

F0814B02E001 土力学地基基础 34     土水学院  

F0814B02E002 钢筋混凝土结构 34     土水学院  

F0814B02E003 钢结构 34     土水学院  

F0814B02E004 结构力学 34     土水学院  

F0814B02E005 结构抗震设计 34     土水学院  

实践活动 

 教学实践或专业实习  2      

 文献综述、开题报告  1      

 学术报告  1      

创新活动  创新能力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