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5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三学年初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
作进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1个月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
预答辩其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培养方向：

土壤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10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4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4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末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
式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
中进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20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10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

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
国内外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

精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
”，对中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

验设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
学研究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

相关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
有价值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
备通过自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
提炼的能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
路径和研究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
术交流的能力。

2021级090301土壤学直博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30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7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生物地球化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自然辩证法概论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
施办法（2016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
（[2015]1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
总学分30学分，并获读书报告4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7学分，本专业学位课10学分，选修课13学分，其中本专
业选修课至少10学分。（1）公共学位课7学分。自然辩证法1学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2学分，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和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共2学分。（2）博士研究生应修本专业学位课10学分。包
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具体要求根据一级学科培养方案。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5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81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0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1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29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9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1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58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4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43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1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59 2 32 春  

土壤物理

土壤过程模拟

生物信息学

土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土水环境生态

土壤微生物学

土地/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

土壤污染与控制修复原理

土壤地理与调查技术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土壤化学

地理信息与空间数据分析专
题

方向课程

土壤学

研究内容：

土壤中养分和污染物环境归趋过程；土壤地力保育与调控；土壤污染修复与农产品安全。

课程名称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5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三学年初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
作进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1个月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
答辩其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培养方向：

植物营养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10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4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4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末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
式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
中进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20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10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

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
内外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

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
对中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

设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
研究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

关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
价值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
通过自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
炼的能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
径和研究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2021级090302植物营养学直博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30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7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
施办法（2016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2015]1
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
学分30学分，并获读书报告4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7学分，本专业学位课10学分，选修课13学分，其中本专业
选修课至少10学分。（1）公共学位课7学分。自然辩证法1学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2学分，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和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共2学分。（2）博士研究生应修本专业学位课10学分。包括硕
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具体要求根据一级学科培养方案。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4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5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22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1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20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2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8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6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7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3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0 2 32 春  

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植物营养生物学专题

环境修复与资源再生专题

高级生物试验设计与统计

新型肥料研制与应用

环境生物修复学

植物-土壤互作及调控

微量元素营养生物强化原理
与技术

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英文）

植物营养环境生态学

微量元素与健康专题

废弃物资源化与生态工程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方向课程

植物营养学

研究内容：

植物养分高效利用的生理与分子机制;植物营养与生态健康以及农产品安全;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课程名称

生物地球化学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5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三学年初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作进
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1个月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
辩其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培养方向：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10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4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4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末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式的
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中进行，
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20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10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资

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内外研
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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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对中国
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设

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及
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关

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价值判
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通过自主学
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炼的能力；具有
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径和研究技术而获得
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2021级0903Z1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直博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30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7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生物地球化学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体
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划制

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办
法（2016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2015]1号）、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
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学
分30学分，并获读书报告4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7学分，本专业学位课10学分，选修课13学分，其中本专业选修课
至少10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具体要求根据一级学科培养方案。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详见农生环
学部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6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6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1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8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7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43008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1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0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9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8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9 2 32 秋  

环境资源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

土水环境生态

土壤地理与调查技术

地理信息与空间数据分析专题

资源环境遥感专题

全球定位系统原理与应用

遥感数字图像解译

地理信息系统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高级生物试验设计与统计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

微波遥感技术与应用

方向课程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研究内容：

数字农业、农业资源与环境遥感监测、评估和信息化管理、农田土壤与作物遥感模型、土地资源规划与空间决策

课程名称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5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三学年初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作
进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1个月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
答辩其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培养方向：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10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4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4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末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式
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中进
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20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10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

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内
外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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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

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对
中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

设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
究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

关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价
值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通过
自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炼的能
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径和研究
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

2021级0903Z2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直博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30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7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地球化学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自然辩证法概论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
办法（2016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2015]1
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
学分30学分，并获读书报告4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7学分，本专业学位课10学分，选修课13学分，其中本专业选
修课至少10学分。包括硕士学位课程和博士学位课程两部分，具体要求根据一级学科培养方案。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详见农
生环学部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42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4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1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8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58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40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6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2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1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0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41 2 32 夏  

水质模拟与污染物溯源

地理信息系统

废弃物资源化与生态工程

土水环境生态

环境生物修复学

高等水文学

地下水与污染物运移理论

水土保持学

土壤物理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

土壤过程模拟

高级生物试验设计与统计

方向课程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研究内容：

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管理；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控制；水土保持和农业水土工程

课程名称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3.5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作进
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其
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培养方向：

土壤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6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1-2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初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式
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中进
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6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4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资

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内外
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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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对中
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设

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
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关

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价值
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通过自
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炼的能
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径和研究
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

2021级090301土壤学博士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12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4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1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4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43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5 2 32 冬  

土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土地/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

土壤学

研究内容：

土壤中养分和污染物环境归趋过程；土壤地力保育与调控；土壤污染修复与农产品安全。

课程名称

土水环境生态

生物信息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方向课程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
施办法（2016 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2015]1
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学分12学分，并
获读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专业课学位课和选修课8学分。（1）公共学位课4学分。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2学分，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和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共2学分。（2）博士研究生应修本专业学位课4学分，同时应
修本专业博士生选修课至少2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详见农
生环学部发[2015]1号文件）。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3.5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作进
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其
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培养方向：

植物营养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6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1-2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初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式
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中进
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6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4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

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内
外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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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

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对
中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

设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
究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

关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价
值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通过
自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炼的能
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径和研究
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

2021级090302植物营养学博士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12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4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6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22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20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7 2 32 夏  

微量元素与健康专题

环境修复与资源再生专题

植物营养学

研究内容：

植物养分高效利用的生理与分子机制;植物营养与生态健康以及农产品安全;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课程名称

植物营养生物学专题

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英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方向课程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
施办法（2016 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2015]1
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学分12学分，
并获读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专业课学位课和选修课8学分。（1）公共学位课4学分。中国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2学分，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和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共2学分。（2）博士研究生应修本专业学位课4学分，同
时应修本专业博士生选修课至少2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详见
农生环学部发[2015]1号文件）。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3.5

2021级0903Z1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博士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12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4

专业课最低学分 6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4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

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
内外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

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
对中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

设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
 研究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

关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
价值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
通过自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
炼的能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
径和研究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培养方向：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6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1-2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初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定格
式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公开、集
中进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定。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工作
进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
其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1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8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11007 2 32 冬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9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8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1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5 2 32 冬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学分12学分，
并获读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专业课学位课和选修课8学分。（1）公共学位课4学分。中国马克
思主义与当代2学分，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和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共2学分。（2）博士研究生应修本专业学位课4学分，

 同时应修本专业博士生选修课至少2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详
见农生环学部发[2015]1号文件）。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
施办法（2016 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
（[2015]1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术前沿

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新技术

方向课程

土水环境生态

土地/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研究内容：

数字农业、农业资源与环境遥感监测、评估和信息化管理、农田土壤与作物遥感模型、土地资源规划与空间决策

课程名称

  地理信息与空间数据分析专题

  资源环境遥感专题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方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
施办法（2016 年修订）》、《农生环学部关于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2015]1
号）、《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备注：

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学术学位博士生（港澳台及外国留学生除外）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完成4-6周的社会实践环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备扎实和广博的有关农业资

源与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系统的农业生产理论，系统和熟练掌握、并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面的国内外
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能成为掌握本学科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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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并有国际视野和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学风扎实严谨，身心健康。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发展需要，服务“三农”，对中
国农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积极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核心理论和专业知识体系，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同时具备试验设

计和布置、野外现场分析、社会调研、室内化学实验分析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
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3. 基本能力：
掌握本科学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了解和掌握国家农业资源与环境领域发展对研究的新需求和新方向，能通过相关

学科技术发展演绎和推导新的研究方法或途径；具备良好的学术鉴别能力，对本学科领域理论和技术发展已有成果有价值
判断能力，并指导研究过程的实施和总结、提炼，达到由研究而积累新的知识或开发新的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具备通过自
主学习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特别是独立设计和执行试验研究计划，试验实施、数据获取和处理并进行综合分析提炼的能
力；具有独立的科学思想，在农业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进行独立的科学思维，及通过设计新颖的研究方案、研究路径和研究
技术而获得创新性新成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

校企导师组指导：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课程总学分12学分，并
获读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4学分，专业课学位课和选修课8学分。（1）公共学位课4学分。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2学分，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和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共2学分。（2）博士研究生应修本专业学位课4学分，同时应
修本专业博士生选修课至少2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公开发表论文，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要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浙江大学农业环境生命环境学部相关规定执行（详见农
生环学部发[2015]1号文件）。

专业课最低学分 6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4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专业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学制 3.5

最低总学分 12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4

2021级0903Z2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博士培养方案
培养类型 全日制博士 院系

环境与资源学
院



学分

0

0

0

0

课程编号 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季 课程学时 课程学分 分组 组号 备注

0500008
研究生英语基础

技能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0 1  

0500009
研究生英语能力

提升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32 1  

1411007
农业资源环境研

究新技术
专业学位课 必修 冬 32 2  

1411008
农业资源与环境

学术前沿
专业学位课 必修 秋 32 2  

33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32 2  

课程编号 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季 课程学时 课程学分 分组 组号 备注

1413015 土水环境生态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春 32 2  

1413040
水质模拟与污染

物溯源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无 32 2  

1413041 高等水文学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无 32 2  

1413042
地下水与污染物

运移理论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无 32 2  

预答辩

中期考核

读书报告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
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
答辩其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的课程修
读情况、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工作进展、科研成果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
重申请参加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要求每位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
seminar 6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
读书（学术）报告1-2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
学分。

平台课程

方向课程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研究内容：

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管理；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控制；水土保持和农业水土工程

环节 环节要求 其他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可根据博士研究生本人研究进展确定，
但最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初进行。博士研究生应填写规
定格式的开题报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研
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并在研究所（或本专业）
公开、集中进行，由导师（组）和本专业其他教师共同审
定。

培养环节：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3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详细提纲和工作进展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重
申请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其它
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24学分，并获读
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5学分，本专业学位课6学分，选修课13学分。按培养方案规定执行。体育选修不计
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学科、学部要求执行）：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前发表论文的要求参见各学科具体规定。

培养方向：

土壤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4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1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应填写开题报告，就论文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经导师（组）审定通过后，开始撰写
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在入学后第一学年末完成。

专业课最低学分 14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6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

扎实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与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相关学术研究、教学
工作或技术研发与应用工作能力的高端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积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本学科的一般性专业知识，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具备本学科领域相关实验技能和数据

分析能力，具有实地调研、现场监测、问题分析、提供解决方案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的进展
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 基本能力：
具有前人研究成果初步评价判断的能力，并能从分析方法、试验和实验设计以及所需条件，解决研究的实际问题；能借

鉴和参考前人工作的进展，自主提出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途径；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外语专业文献的基本阅读能力，
能查阅和利用各种数据信息资源，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学术专长的学术交流能力。

2021级090301土壤学硕士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24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5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生物地球化学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自然辩证法概论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办法（2016年修订）》、《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关于硕士
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2010]4号）

备注：

专业选修课至少选4门。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0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58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59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13039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1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1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81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29 2 32 冬  

地理信息与空间数据分析专
题

土壤物理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土壤污染与控制修复原理

土壤化学

研究内容：

土壤中养分和污染物环境归趋过程；土壤地力保育与调控；土壤污染修复与农产品安全。

课程名称

土壤地理与调查技术

土壤过程模拟

土壤微生物学

方向课程

土壤学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3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详细提纲和工作进展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
重申请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其
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24学分，并获
读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5学分，本专业学位课6学分，选修课13学分。按培养方案规定执行。体育选修
不计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学科、学部要求执行）：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前发表论文的要求参见各学科具体规定。

培养方向：

植物营养学，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4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
术）报告1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应填写开题报告，就论文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经导师（组）审定通过后，开始撰
写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在入学后第一学年末完成。

专业课最低学分 14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6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

较扎实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与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相关学术研究、
教学工作或技术研发与应用工作能力的高端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积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本学科的一般性专业知识，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具备本学科领域相关实验技能和数

据分析能力，具有实地调研、现场监测、问题分析、提供解决方案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的
进展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 基本能力：
具有前人研究成果初步评价判断的能力，并能从分析方法、试验和实验设计以及所需条件，解决研究的实际问题；能

借鉴和参考前人工作的进展，自主提出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途径；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外语专业文献的基本阅读能
力，能查阅和利用各种数据信息资源，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学术专长的学术交流能力。

2021级090302植物营养学硕士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24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5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38 2 32 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4 2 32 春  

研究内容：

植物养分高效利用的生理与分子机制;植物营养与生态健康以及农产品安全;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课程名称

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理

植物-土壤互作及调控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生物地球化学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方向课程

植物营养学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办法（2016年修订）》、《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关于硕
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2010]4号）

备注：

专业选修课至少选4门。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1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2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5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0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3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5 2 32 夏  

废弃物资源化与生态工程

高级生物试验设计与统计

环境生物修复学

新型肥料研制与应用

微量元素营养生物强化原理
与技术

植物营养环境生态学



所属院系 学位类别 学制 3

中期考核(检查)：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详细提纲和工作进展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需
重申请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其
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24学分，并获读
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5学分，本专业学位课6学分，选修课13学分。按培养方案规定执行。体育选修不计
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前发表论文的要求参见各学科具体规定。

培养方向：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4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1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应填写开题报告，就论文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经导师（组）审定通过后，开始撰
写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在入学后第一学年末完成。

专业课最低学分 14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6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

扎实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与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相关学术研究、教
学工作或技术研发与应用工作能力的高端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积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本学科的一般性专业知识，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具备本学科领域相关实验技能和数据

分析能力，具有实地调研、现场监测、问题分析、提供解决方案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的进
展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 基本能力：
具有前人研究成果初步评价判断的能力，并能从分析方法、试验和实验设计以及所需条件，解决研究的实际问题；能借

鉴和参考前人工作的进展，自主提出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途径；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外语专业文献的基本阅读能
力，能查阅和利用各种数据信息资源，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学术专长的学术交流能力。

2021级0903Z1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硕士培养方案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术学位

最低总学分 24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5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1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1 16
春、夏、秋

、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2 2 32 秋  

必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1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0 2 32 春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12 2 32 秋  

选修 专业学位课 1421003 2 32 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9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6 2 32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8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43010 2 32 春  资源环境遥感模型

研究内容：

数字农业、农业资源与环境遥感监测、评估和信息化管理、农田土壤图作物遥感模型、土地资源规划与空间决策

课程名称

全球定位系统原理与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

科学计算与程序设计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法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植物营养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环境与资源信息技术

方向课程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生物地球化学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办法（2016年修订）》、《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关于硕
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2010]4号）

备注：

专业选课至少选4门。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平台课程

课程名称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7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66 2 32 春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43008 2 32 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423045 2 32 春  

微波遥感技术与应用

遥感数字图像解译

环境资源信息系统设计与开
发

高级生物试验设计与统计



学分

0

0预答辩
预答辩需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完成，论文初稿应在预答辩前1周
送达预答辩专家，并在预答辩前2天进行信息张贴。预答辩其
它要求按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相关规定执行。

环节 环节要求 其他

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应填写开题报告，就论文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
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经导师（组）审定通过后，开始
撰写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在入学
后第一学年末完成。

质量保证体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审实施办法（2016年修订）》、《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关于硕士
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2010]4号）

备注：

专业选修课至少选4门。本方案自2017年秋季入学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培养环节：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

扎实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一定的独立从事与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相关学术研究、教学
工作或技术研发与应用工作能力的高端人才。
（二） 基本要求

1. 品德素质：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积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知识结构：
具备本学科的一般性专业知识，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具备本学科领域相关实验技能和数据

分析能力，具有实地调研、现场监测、问题分析、提供解决方案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的进展
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 基本能力：
具有前人研究成果初步评价判断的能力，并能从分析方法、试验和实验设计以及所需条件，解决研究的实际问题；能借

鉴和参考前人工作的进展，自主提出所应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途径；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外语专业文献的基本阅读能力，
能查阅和利用各种数据信息资源，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学术专长的学术交流能力。

校企导师组指导：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1.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24学分，并获读
书报告2学分。课程总学分中公共学位课5学分，本专业学位课6学分，选修课13学分。按培养方案规定执行。体育选修不计
学分。
2.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3.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4. 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按各学科、学部要求执行）：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前发表论文的要求参见各学科具体规定。

专业课最低学分 14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8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专业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学制 3

最低总学分 24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5

2021级0903Z2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硕士培养方案
培养类型 全日制硕士 院系 环境与资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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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季 课程学时 课程学分 分组 组号 备注

0000999
公共素质类
课程至少1

门
公共选修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16 1  

0420002
自然辩证法

概论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24 1  

0500008
研究生英语
基础技能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0 1  

0500009
研究生英语
能力提升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32 1  

1421002
生物地球化

学
专业学位课 选修 秋 32 2  

1421003
环境与资源
信息技术

专业学位课 选修 秋 32 2  

1421010
水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

用
专业学位课 选修 春 32 2  

1421011
农业资源与
环境研究法

专业学位课 必修 秋 32 2  

1421012
植物营养生
理与分子生

物学
专业学位课 选修 秋 32 2  

1443019
科技论文写

作
专业学位课 必修 夏 32 2  

3320001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公共学位课 必修
春、夏、
秋、冬

32 2  

中期考核

读书报告

要求在第二学年完成中期考核，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
文的详细提纲和工作进展等进行汇报，若中期考核不合格，
需重申请中期考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要求每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做读书（学术）报告或seminar
4次，其中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读书（学术）
报告1次。读书（学术）报告考核通过计2学分。

平台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季 课程学时 课程学分 分组 组号 备注

1423031 土壤物理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春 32 2  

1423034 水土保持学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无 32 2  

1423040
环境生物修

复学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春 32 2  

1423045
高级生物试
验设计与统

计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春 32 2  

1423046
地理信息系

统
专业选修课 选修 秋 32 2  

1423048
科学计算与
程序设计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春 32 2  

1423058
土壤过程模

拟
专业选修课 选修 冬 32 2  

1423062
废弃物资源
化与生态工

程
专业选修课 选修 无 32 2  

方向课程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研究内容：

农业水资源高校利用关于管理、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控制、水土保持和农业水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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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文件 
 

 

中浙大环资〔2018〕7 号 

 

 

关于印发《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研究成果基本要求

（试行）》的通知 

 

各系（所）、实验中心，各科室： 

现将《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研究成果基本要求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二Ｏ一八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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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研究成果基本要求（试行） 

根据农生环学部发〔2015〕1 号文件《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关于

博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修订）》和

农生环学部发〔2010〕4 号文件《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的

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意见（试行）》的精神，结合学院学科实际情

况，特制定本要求。 

（一）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博士研究生应在科学研究或专门

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方可申请博士论文

答辩。 

1. 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不计排名）或获得署名在前 4 位

的省部级一、二等科技成果奖。 

2. 发表符合如下条件的论文：直接攻博或硕博连读研究生应

有 2 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SCI 或 SSCI 收录的刊物上发

表（含录用）；其中至少 1篇发表（含录用）在影响因子（本要求

中“影响因子”以 5年影响因子为准）5.0 以上的 SCI 或 SSCI 期

刊上，或者 2篇论文的累计影响因子大于 8.0；农业资源与环境学

科的直接攻博或硕博连读研究生可发表（含录用）2 篇影响因子 3

以上的 SCI 或 SSCI 论文。经统考入学的博士生应有 2 篇与学位论

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 SCI 或 SSCI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 

上述研究成果都必须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均须以浙江大学为

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或第二完成人（列第二的，第一完成

人应是该研究生之导师）。有导师组或合作培养的，参照浙大发研

〔2009〕48 号第九条执行。 

3. 对博士研究生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按如下方法计算：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每项按1篇SCI收录学术论文计；编写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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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一章按1篇SCI论文计（第一执笔人或者导师第一、研究生为第

二执笔人）；限抵1篇。 

（二）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符合下述条

件之一的，方可申请硕士论文答辩。 

1.在学校规定一级期刊或核心期刊，SCI、SSCI、EI 收录期刊

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研究生第二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

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 

2.获得研究生署名第一或导师第一、研究生第二的与学位论文

相关的授权专利、软件登记 1项（含 1项）； 

3.以浙江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不计排名）。 

以上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三）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符合下述条

件之一的，方可申请硕士论文答辩。 

1.在学校规定一级或核心期刊，SCI、SSCI、EI 收录期刊上以

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研究生第二发表（含录用）1篇学术论文； 

2.获得研究生署名第一或导师第一、研究生第二的授权专利、

软件登记 1项（含 1项）； 

3.以浙江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不计排名）。 

以上研究成果均须以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本要求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开始执行。 

 

主题词：研究生  论文答辩 要求 

抄 报： 

打 印：沈晔娜    校对：岑益郎       2018 年 8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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