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0 年度） 

一、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宁夏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二级学科硕士点于2000年获批，

2002 年招收硕士生进行培养。硕士点所在的植物保护学科 2013 年获

批校级重点学科，所依托的植物保护本科专业 2014 年被列为教育部

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在 2019 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抽评工作中评估结果为合

格，总体评价 83.4 分。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下设 3 个研究方向：昆虫生态学与害虫

综合防治、昆虫系统学与多样性、生物防治与菌物资源利用。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熟悉现代化农业生产特点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为总体目标。

具体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够系统地掌握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的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技能，了解本专业科技发展动向及前沿，熟练掌握

一门外语，具有熟练阅读专业文献及一定的写作能力，能熟练运用本

专业常用研究方法与技术，相对独立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解决相

关科学问题，具备严谨、求实、创新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科学道德，

身心健康，人格精神良好，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熟悉现

代化农业生产特点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1.2 学位标准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限内须修满 34-35

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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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答辩前，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本学科领域 CSCD 收录的核心

期刊论文 1 篇及以上；或核心期刊 2 篇以上，期刊以北京大学出版发

行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为准；或宁夏大学奖励期刊论文 1 篇

以上（奖励期刊以学校最新文件为准）。在研究生申请答辩前，要求

论文见刊或收到文章录用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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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学校及学院要求的毕业资格者，准予毕

业。符合宁夏大学授予学位条件的，可授予农学学位。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昆虫生态学与害虫综合防治：主要开展西北及宁夏地区农业重大

害虫灾变机制和预警，主要害虫发生规律、发生与环境关系，预测预

报及综合防治等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天然草原与人工草地害虫

防治和生态恢复与建设中的昆虫多样性变化规律等科学问题。 

昆虫系统学与多样性：主要开展昆虫系统分类研究、生物地理学

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等科学问题。在进行系统分

类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类群各级阶元间的系统发育与进化渊源。 

生物防治与菌物资源利用：主要开展菌物与作物互作的分子机制、

荒漠草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中菌物多样性保护、荒漠草原沙生

药用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抑菌杀虫活性物质研究与开发等科学问题研

究。 

2.2 师资队伍 

2020 年度引进博士 1 人，学位点专业教师团队共有 11 人，其中

正高级 5 人（教授 3 人，研究员 2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 人。团

队中现有博士 7 人，硕士 3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5 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三层次 1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 1 人，1 人获宝钢优秀教师奖，3 人担任过全国性学术组织理事。 

从年龄结构来看，教师团队中 50 岁及以上 3 人，45-49 岁 3 人，

40-45 岁 2 人，35-49 岁 2 人，35 岁以下 1 人。从学缘结构看，所有

教师最高学位都非本学校。 

表 1 2020 年度师资队伍一览表 

培养 

方向 
姓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毕业院校 

昆虫生

态学与

害虫综

合防治 

贾彦霞 1977.07 教授 硕士 宁夏大学 

吕昭智 1968.08 研究员 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 

洪波 1968.01 副教授 硕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贾龙 1979.05 副教授 博士 河北大学 

昆 虫 系

统 学 与

多样性 

王新谱 1973.04 教授 博士 南开大学 

辛明 1978.01 副教授 博士 宁夏大学 

苗颖 1991.06 讲师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防

治与菌

物资源

利用 

顾沛雯 1969.10 教授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沈瑞清 1966.08 研究员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任斌 1970.10 副教授 硕士 南京农业大学 

李文强 1967.09 副教授 学士 西南农业大学 

3 个培养方向带头人如下： 

昆虫生态学与害虫综合防治：昆虫生态学与害虫综合防治：贾彦

霞，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昆虫生态学和害虫综合防控研究。

先后主持、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 余项，

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国家核心期刊或相当核心期刊发表占多数以

上，获省部级优秀论文奖三等奖 2 项。出版学术专著 4 部。主讲昆虫

生态学、植物保护研究进展等研究生课程。 

昆虫系统学与多样性：王新谱，教授，博士，硕导，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三层次人选、宁夏新世纪学术技术

带头人，宝钢优秀教师。系中国植物植物保护学会第 11 届理事、中

国昆虫学会甲虫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工作委



员会委员，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协审专家，“农业科学研究”编委，

宁夏生物学会理事兼昆虫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近 5 年来，发表学术

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副主编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1 部。主持

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结题 2 项，在研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课题 1 项。曾获宁夏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梁希林业科技奖三等奖各 1

项。主讲“昆虫生态与分类学”和“植物保护研究进展”的研究生课程。 

生物防治与菌物资源利用：顾沛雯，教授，博士，硕导，中国植

物病理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防治及微生物资源利用。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 1 项，

“十三五”宁夏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2 项，宁夏自然科学

基金 2 项，宁夏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1 项，日本岛根大学奖学

金 1 项。获宁夏科技进步奖 2 项，宁夏科技成果登记 2 项，中国植保

学会科技进步奖 1 项，区优秀科技论文奖 4 项，宁夏大学教学奖 5 项，

参与制定地方标准 7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参编国家级规划教

材 1 部。主要承担“生物防治与微生物资源利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

作。 

2.3 科学研究 

学位点团队成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方面解决了感兴趣的

科学问题，另一方面为学术型硕士生的科研能力训练与培养提供了良

好的科研保障。所有研究生均能参加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学位论文

内容均由科研项目资助完成。目前，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昆虫生态学、

昆虫分类学和内生真菌等方面，应用研究集中在葡萄、蔬菜和林业有

害生物绿色综合防控等方面。 

2020 年度，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子课题 1 项，宁夏区重

点研发计划一般项目子课题 1 项。本年度，本学位点教师主持在研各

类各级科研项目 14 项，项目总经费 789 万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 项，省部委级项目 12 项，横向委托项目 1 项。科研项目信息



具体见表 2。 

表 2 2020 年度在研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号） 
来源 起讫时间 承担人 

经费 

（万元） 

1 

宁夏天然草原甲虫群落

多样性及其对环境因子

的响应（3166063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7.01-

2020.12 

王新谱

（1/6） 
39.0 

2 

稻瘟病监测预警与绿色

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2018BBF02018） 

宁夏回族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专题 

2018.8-

2020.12 

王新谱

（1/6） 
60.0 

3 

宁夏苜蓿牛角花齿蓟马

基础生物学及其绿色综

合防治研究

（2019BEH03009） 

宁夏回族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

划一般项目 

2019.1-

2021.07 

王新谱

（1/6） 
55.0 

4 

草地贪夜蛾基础生物学

与生态学研究

（2020BBF03004） 

宁夏回族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

划一般项目子

课题 

2020.3-

2021.3 

王新谱

（1/6） 
8.0 

5 

中国西部甲虫标本实物

库的构建

（3196114300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国

际(地区)合作

与交流项目子

课题 

2019.07-

2022.06 

王新谱

（1/4） 
26.5 

6 

鞘翅目鳞翅目草原有害

昆虫多样性调查

（2019FY100401） 

科技部科技基

础资源调查专

项子课题 

2020.1-

2024.12 

王新谱

（1/6） 
35.0 

7 

澳大利亚抗蚜虫苜蓿品

种资源引进及其蚜虫综

合治理

（2018BFH03016） 

宁夏回族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

划一般项目 

2018.4-

2021.04 

吕昭智

（1/4） 
95.0 

8 

宁夏优势特色作物农药

减施限量标准及高效施

药技术研究与示范

（2018BBF02021-021） 

自治区重点研

发计划 

2018.6-

2020.12 

贾彦霞 

（1/4） 
125.0 

9 

蜡蚧轮枝菌对烟粉虱主

要酶活影响及其与高效

低毒化学农药复配防治

技术研究

（2018AAC03038） 

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 

2018.06-

2020.12 

贾彦霞 

（1/5） 
3.0 

10 

中国西北土甲族昆虫幼

期系统学研究

（NGY2017014） 

宁夏高等学校

自然科学基金 

2017.12-

2019.12 

贾龙 

（1/3） 
7.5 

11 宁夏引黄灌区稻水象甲 宁夏自然科学 2019.08- 贾龙 5 



发生规律及危害评估研

究（2019AAC03062） 

基金 2021.08 （1/3） 

12 

酿酒葡萄病虫害早期

多元预警与防控计数

研究与示范 

（2019YFD1002502）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项子课

题 

2020.01-

2022.12 

顾沛雯 

（1/3） 
100 

13 

宁夏酿酒葡萄病虫害绿

色防控关键技术创新与

示范 

（2019BBF02013） 

自治区科技重

大专项 

2019.01-

2021.12 

顾沛雯 

（1/3） 

700 

（其中

200 万元

专项经

费） 

14 

轮作倒茬病害发生规律

及减药技术

（2018BBF02018） 

宁夏回族自治

区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专题 

2018.8-

2020.12 

任斌

（1/3） 
30.0 

2020 年度，共计发表研究论文 29 篇，其中 SCI 3 篇，CSCD 期

刊收录 16 篇。本年度高质量论文见表 3。 

表 3 2020 年度发表的高质量论文一览表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1 

The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Odontothrips loti 

(Haliday, 1852) (Thysanoptera: 

Thripidae) 

王新谱（通讯） 2020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 2020, 5(1): 7-8 

2 

Influence of climate and local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on carabid 

beetl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in 

northern Chinese steppes 

王新谱（通讯） 2020 
Insects, 2020, 11(1): 

19 

3 

Competing Vegetation Structure 

Indices for Estimating Spatial 

Constrains in Carabid Abundance 

Patterns in Chinese Grasslands 

Reveal Complex Scale and Habitat 

Patterns.  

王新谱（通讯） 2020 
Insects, 2020, 11(4): 

249 

4 

First record of the genus Stenidius 

LaFerté-Sénectère (Coleoptera: 

Anthicidae) with three newly 

recorded species form China.  

王新谱（通讯） 2020 
Entomotaxonomia, 

2020, 42(1): 42-49. 

5 

Taxonomy of the genus Omonadus 

Mulsant & Rey (Coleoptera: 

Anthicidae: Anthicinae) from 

China, with description of a newly 

recorded species[J].  

王新谱（通讯） 2020 

Zoological 

Systematics, 2020, 

45(1): 40-49. 

6 
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眼蝶群落多样性 

王新谱（通讯） 2020 
生物多样性, 2020, 

28(8): 973-982 

7 
绿盲蝽越冬卵在灵武长枣枝条
的分布特征研究. 

王新谱（通讯） 2020 
园艺学报, 2020, 47 

(10): 1991-1998 



8 

黄色和蓝色诱虫板对苜蓿蓟马
群落发生动态的监测及诱集效
果 

王新谱（通讯） 2020 
草业科学, 2020, 

37(10): 2115-2124 

9 
供氮水平对番茄苗期 Q 型烟粉
虱成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王新谱（通讯） 2020 
生态学杂志, 2020, 

39(4):1222-1230. 

8 
枸杞内生真菌 NQ8GⅡ4 菌株
GFP 标签蛋白表达载体的筛选 

顾沛雯（通讯） 202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9(04): 123-132 

10 
宁夏葡萄苗圃根结线虫病发病
症状、为害程度及种类 

顾沛雯（通讯） 2020 
植物保护学报, 

2020,47(03): 666-678 

11 

PEG 介 导 枸 杞 内 生 真 菌
NQ8GⅡ4 遗传转化及转化子评
价 

顾沛雯（通讯） 2020 
园艺学报, 2020, 

47(12): 2385-2396 

12 

不同培养基继代培养蜡蚧轮枝
菌对产孢量和烟粉虱毒力的影
响 

贾彦霞（通讯） 2020 
植物保护, 2020, 

46(05): 70-76 

13 

八种常用农药与蜡蚧轮枝菌
JMC-01 的相容性及对烟粉虱若
虫的毒力测定 

贾彦霞（通讯） 2020 
应用昆虫学报, 2020, 

57(03): 682-689 

14 
外源茉莉酸甲酯诱导番茄对烟
粉虱的抗虫性 

贾彦霞（通讯） 2020 
生态学杂志, 2020, 

39(11): 3651-3657 

2.4 教学科研支撑 

学校、学院和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平台建设，通

过多渠道多途径积极争取各种资源投入研究生培养中，主要体现如下

方面。 

2.4.1 图书资料及数据库 

学校图书馆现有中国知网（CNKI）、万方知识平台、超星读秀、

超星百链云、超星中文发现系统、Elsevier SD、Springer-Link、SCI、

EI、Dialog 等 87 个数据库；电子图书 160 余万册；学术视频 1.7 万余

集。本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专业文献资料来源于宁夏大学图书馆和农

学院资料室图书和期刊。其中，中文图书 22.3 万册，外文图书 2.0 万

册；中文期刊 1220 种，外文期刊 339 种。图书资料来源除宁夏大学

图书馆和农学院资料室外，还有宁夏农林科学院图书馆、宁夏科技情

报所资料室及区外各大院校图书馆等。 

2.4.2 实验室及实习基地 



本学位点现有实验室面积 505 m2，除了供本科生的实验室和研究

生学习室外，另有样品观察和称量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人工智能

气候室、昆虫标本室等，最大实验室面积 90 m2。拥有莱卡电动成像

系统、昆虫刺吸电位仪（EPG）、昆虫飞行磨、荧光定量 PCR 仪、凝

胶成像系统等精密仪器设备，仪器设备总值 760.78 万元。上述实验室

和仪器设备可满足研究使用。 

建有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云雾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习

基地、贺兰园艺产业园、盐池四墩子教学科研基地等 10 余个，能够

满足研究生试验和实践需求。 

2.4.3 科研平台 

本学科是宁夏大学较早一批拥有独立编制研究所的学科，“植物

病虫害综合治理研究所”成立于 1987 年，2013 年本学科被学校遴选

为校级重点学科。在学校发展过程中，随着学科的交叉融合，本学科

与其他相关学科如草学、园艺学和生态学等联合申报获批了一些科研

平台，这些科研平台在仪器使用、学术交流、经费资助等方面支持了

本学位点的建设，并对研究生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表 4 学位点科研平台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研究所 植物病虫害综合治理研究所 宁夏区编办 198708 

2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 

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 
科技部 201002 

3 教育部工程中心 葡萄与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 200709 

4 
宁夏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宁夏现代设施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宁夏科技厅 201607 

5 重点学科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宁夏大学 201307 

6 
宁夏自治区科技创

新团队 
宁夏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创新团队 宁夏科技厅 201004 

7 
宁夏自治区科技创

新团队 
草业科学与生态工程技术创新团队 宁夏科技厅 201104 



2.5 奖助体系 

学校出台了《宁夏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宁夏大学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宁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

办法》、《宁夏大学研究生助管助教申请与管理办法》等奖助文件，并

成立了校级和院级评审领导小组。农学院出台了《农学院研究生助研

和助教津贴发放办法》、《农学院研究生生活困难补助办法》等规定。 

在所设立的奖助体系中，国家助学金（学校发放）和科研劳务（导

师发放）覆盖面最广，研究生每月都可获得相应资助。其次为学业奖

学金受众面较广。除以上资助外，所有符合申报条件的研究生均可申

报其他奖助。 

表 5 学校、学院及学位点的研究生奖助类型 

奖助类型 等级 
发放标准

（元） 
奖助范围及占参评人数比例 发放层面 

国家助学金 无 600/月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100% 校级 

国家奖学金 无 20000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校级 

学业奖学金 

一等 10000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5% 

校级 二等 6000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10% 

三等 3000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40% 

推免生 一等 10000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100% 校级 

燕宝奖学金 无 8000/次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校级 

助管助教 无 600/月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校级 

就业补助 无 1000/次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毕业

生） 
校级 

研究生生活困难

补助 
无 2000/次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农学院 

田舍助学金 无 10000/年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农学院 

助研补助 无 >200/月 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 导师 

2020 年，李楠、景亮亮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三等

资助，柴军发获学业奖学金一等资助。另外，助学金（学校发放）和

助研补助（导师发放）覆盖在校的 2017 级-2020 级所有学生。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2020 年度共计招生 5 名，其中一志愿考入 1 人，其余 4 人均为

调剂入学。招生信息具体见下表： 

表 6 2020 年度招生信息 

3.2 思政教育 

坚持以课程思政改革厚植“三农”情怀：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开设

的各门课程中都融入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坚

持以社会实践打造农业育人新平台：创新生产实践、试验设计和论文

写作工作模式，研究生全方位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次全面诠释“三全”育人新理念。坚持以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诠释教育合

力：学院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形成以

学院领导、职能部门、学科点负责人、导师和全体专业教师 “五位一

体”管理模式，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建立研究生论坛、自媒体、微信

群等阵地化管理。严格把关课堂教学和涉外交流访学管理审查；监督

各类学生社团和学生网络媒体动向。建立研究生工作例会，审查学术

讨论、科技论坛、论文发表等，贯穿思政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坚持

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树先典范：成立农学系研究生党支部，严格按

照“三会一课”制度，开展第二课堂，定期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实施“青马工程”和“党建金种子项目”。实施

学院党委委员联系学生党支部制度，紧密联系党支部和上层党组织。

以“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等树先典范，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坚持以思政队伍建设彰显农科特色：实施新进博士辅导员制，

加强学科思政治培养。专职思政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不低于师生总数

姓名 学号 入学年份 本科毕业学校 

马银香 12020131118 2020 年 甘肃农业大学 

赵雪怡 12020131119 2020 年 沈阳农业大学 

马燕 12020131120 2020 年 新疆农业大学 

王若彤 12020131121 2020 年 中国计量大学 

王涛 12020131122 2020 年 河北农业大学 



1%。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实施招录、培训、调研和考核激励等举措。完

善导师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规范导师遴选，导师职称评聘、绩效

分配、招生指标、评优评奖实施“一票否决”制。 

3.3 课程教学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按类别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研究

生在课程学习期限内须修满 34-35 学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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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的要求，即校内教学实践累计 4 周，害虫调查和防控

专业实习累计 2-3 周。具体课程设置见人才培养方案。 

本学位点开设的各门专业课程均打破了已有的一门课程由一人

讲授的模式。课程组教师在教学大纲规定范围内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开

设专题讲授，同时做好相互授课内容的衔接，以保证课程内容的规范

和科学。本学位点承担的自治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2017-2019，

YXW201609）于 2020 年通过结题验收。该项目通过构建新的专业课

程体系，协同建设集优秀师资、优势学科、优质研究特色为一体的集

优式教学团队，切实加强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为进一步探索研究生教

育创新，建立完善的培养体系，优化培养机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思路。 

为了规范教师授课，学院实施学生与任课教师课堂互签名制度，

以保证师生相互监督上课情况。学校派出教学督导不定期进行上课情

况检查，并要求学位点做好每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同时要求学

位点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一次，并与学生开展座谈活动，以便及时发现

并解决课程教学问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 

3.4 导师指导 

宁夏大学每年选聘硕士生导师一次。目前学校出台了“宁夏大学

硕士生导师选聘及招生规定（试行）”，学院在学校规定基础上结合

学院工作要求出台了“农学院硕士生导师选聘及招生规定暂行办法”，



两个文件详细规定了导师选聘和招生的基本条件、选聘办法与程序。 

研究生院每年组织一次新聘导师培训会，主要培训内容包括学术

道德、教书育人、沟通交流等。导师的考核体现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招

生规定中，如导师达不到招生规定，则停止招生。 

从目前的师生比看，导师每年指导 1 名硕士生。因此，学生在基

础知识和实践技能等学术训练方面都能得到导师及时指导。在第一学

年导师主要指导学生课程学习，同时结合科研项目和学生兴趣确定研

究内容，并开展预试验，第二学年进入正式试验后，指导学生处理数

据和文章写作。2020 年上半年，导师组组织了 2019 级的中期考核，

下半年组织了 2018 级的开题报告。 

3.5 学术训练 

学校每年举办宁夏大学研究生创新学术论坛，并设立了研究生创

新项目供研究生申报。2020 年度，本学位点先后获 2 项研究生创新

项目资助。 

除以上训练外，本学位点研究生学术训练主要来自导师的各类科

研项目。除了要求学生做好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试验外，也强

调学研究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增加其他内容的学术研究，从多角

度多内容提高学术训练水平。如 2018-2019 级研究生普遍参与了指导

教师的科研项目，熟悉了农业昆虫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此外，人才培养方案中对研究生的实践环节做出了要求，即校内

教学实践累计 4 周，害虫调查和防控专业实习累计 2-3 周。此类实践

活动常结合本科生课程实习或生产实习进行。研究生院出台“宁夏大

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经费管理办法”以此保证实习经费的落

实和管理。 

3.6 学术交流 

学校、学院及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强调

学术交流的质量。研究生院出台了“宁夏大学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



会议项目细则（试行）”，参加国内会议资助 2000 元，国内举办的国

际会议 5000 元，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 10000 元。除了学校层面的经

费支持外，本学位点要求导师保证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一次国

内学术会议交流，上不封顶。2020 年度，因受疫情影响，3 名研究生

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参加了植物保护学会学术年会、昆虫学会学术年。 

3.7 论文质量 

学位点高度重视学位论文质量，要求导师为第一责任人，切实做

好毕业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把关。按学院要求，每篇学位论文答辩前均

由校外 2 名专家进行评审。2020 年度，4 位毕业生提交的学位论文均

通过各级各类评审与抽检，其中谢婷的学位被自治区抽检获良好评议，

赵宇晨的学位论文“中国蚁形甲亚科部分类群分类研究（鞘翅目：蚁

形甲科）”被宁夏大学推荐为区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等待评审结果。 

3.8 质量保证 

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生教育中课程设置合理，能够满足培养目标的实现。教学

中，强调以科研促进人才培养的方式；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强调“理论

与实践并重，强化实际技能培养”。“四位一体”质量监控基本形成，促

进并保证了课堂教学有序进行。 

3.9 学风建设 

学位点在入学教育、中期考核和日常指导中对研究生积极开展学

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2020 年以来开展了 2 次相关讲座。同时，要

求导师在学生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写作中严格把关，坚决杜绝学术抄

袭与剽窃，要求学生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必须加以引证标注。所有

毕业学位论文的查重率均符合学校规定，未出现不良的学术道德问题。

2020 年度，谢婷同学被评为宁夏大学优秀研究生毕业生，赵宇晨同学

获宁夏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大赛视频类作品优秀奖。 

3.10 管理服务 



研究生入学后的各项权益会得到充分保障，学校、学院、学位点

和导师四级层面均为研究生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在学期间，如奖助学

金评定、入党、出国访学等合法权益受损时，研究生可通过上述渠道

进行申诉维权。学位点每学期召开一次师生座谈会，通过与学生面对

面沟通认真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教学和其他培养环节。近

年来，在校研究生就选修课课程设置和任课教师授课情况提出过异议，

以上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目前，本学位点未收到研究生其他权益

受损的报告，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较高。 

3.11 就业发展 

2020 年毕业硕士生 4 人，其中 1 人考入浙江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 人考入银川海关，从事检疫工作，另外 2 人被

聘为导师科研助理，准备继续深造考博。2020 年度应届毕业生的年终

就业率 100%。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学位点教师团队和研究生紧密围绕立项课题和地方产业需求开

展基础和应用研究。特别是在昆虫系统分类学、昆虫多样性和农业昆

虫综合防控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蚁形甲新种和中国新纪录种的

发现，中国西部甲虫标本实物库的构建，草原甲虫多样性特征，重要

外来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的监测与基础生物学，引黄灌区稻水象甲发

生规律，苜蓿蚜虫与蓟马防控技术，酿酒葡萄病虫害早期多元预警与

防控技术等，上述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科发

展和科技进步。 

此外，还研发一些病虫害发生监测与检测的仪器设备，如针对番

茄病毒病的 2 种检测诊断试剂盒和 Q 型烟粉虱分子鉴定试剂盒，具

备快速、准确和灵敏的特性；研发了植物病原智能孢子捕捉仪、病虫

害严重度测定仪、粉虱自动计数器和温室巡检车，以上产品可应用到



病虫害监测预警，具备智能化特征本研究技术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

性、成熟性和较强的实用性，与国内外同类技术相比较，总体上达到

同领域同类研究的国内先进水平。 

4.2 经济发展 

作为地方高校，学位点高度重视科研与地方产业的密切结合。近

年来，在昆虫生态学、宁夏优势作物病虫害防控等方面的成果得到相

关自然保护区、酒庄或专业合作社的应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产业发

展提供了科技支撑。如开展的设施蔬菜病虫害研究、枸杞和葡萄病虫

害研究、优质粮食病虫害研究和苜蓿害虫研究等，相关成果得到应用。

通过制定地方标准和培训等形式将成果进行转化应用，如 2020 年度

制定了《设施蔬菜烟粉虱测报技术规程》和《设施蔬菜烟粉虱防控技

术规程》，成为地方标准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实施。 

如 2020 年度结题验收的“设施蔬菜主要病虫害早期监测预警与

诊断试剂盒开发”研发了病虫害早期检测和监测预警平台及相关产品，

研究制定出设施蔬菜健身栽培、病虫害抗性诱导、生态调控和化学防

控技术，建立了设施蔬菜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累计推广 8000 亩，防

治效果达 75%以上，损失率减少 20%左右，实现了化学农药使用量零

增长，对宁夏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符合宁夏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需求，可有效提升宁夏瓜菜优势特色产业有害生物绿色防

控技术水平。2020 年 8 月，中国新闻网、宁夏新闻网、宁夏日报客户

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电视台移动新闻网分别以“宁夏设施蔬菜产业发展

注入科技发展新动能”、“宁夏在设施蔬菜生产技术上取得重要成果”、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宁夏瓜菜产业发展搭上科技快车”为题以

文字或视频报道了本项目的成果。2020 年 7 月 10 日，宁夏日报以“科

技领航 设施农业插上腾飞翅膀”为题，报道了项目取得的成果。项目

成果参展第 27 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2020 年），公

开向社会推介项目成果，受到关注。 



4.3 文化建设 

宁夏大学在学校和学院层面注重文化建设，成立了宁夏大学文化

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全校文化建设，每年举办新生文化节、塞

上研华等活动。学位点师生积极配合学校和学院的各方面工作，2020

年 5 月，2020 级 3 位同学参加宁夏大学第九届塞上研华研究生篮球

联赛，并获女子组金奖。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学位点教师数量偏少，需进一步扩大导师队伍。 

（2）高质量科研成果较少，缺乏标志性成果的产出，承担的国

家级项目较少。 

（3）承担的研究生教改项目较少，需要加强课程建设与改革。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积极争取进人指标，扩大教师和导师队伍，强化导师队伍建设；

加强课程内涵建设，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科研质量，增强服务

地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