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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宁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和国家“双一流”建

设高校。辽宁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源于 1958年创办的生物学专

业，开拓者秦耀庭先生因解决国家重大生态安全问题获得国家金质奖

章，1977年在全国首批设立环境生物学专业，2006年获批环境科学

与工程一级硕士点，2018年获批一级博士点。

学科带头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冲击地压矿井自适

应防冲巷道液压支架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同时，我院承担的水体

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太子河流域山区段河流生态修复

与功能提升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课题已顺利通过结题验收，相关技

术成果被《辽宁日报》等新闻媒体积极报道，提升了学科社会影响。

努力推进“领军人才+团队+平台”的工作模式，1人入选辽宁省“兴

辽英才计划”杰出人才，1人入选“兴辽英才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1人入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学科通过与司

法鉴定中心整合资源，完成 7个鉴定事项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资质的

申报工作。新增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项，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5项，辽

宁省科技厅项目 3项，横向项目 10余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40余篇，

申报科研课题 11项，申报专利 45项，专利授权 19项，出版专著 2

部。在创新创业比赛方面，获第五届辽宁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省级金奖 1项、铜奖 1项，获辽宁省“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与语言产业校企联盟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获第十四

届“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级三等奖。

一、新闻头条

1.1申请环境损害鉴定机构资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学院完成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工作。通过整合学院及

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相关的优势科研资源，组建年龄结构、知识结构、

学缘结构合理，老中青结合稳定的鉴定人队伍，并申请污染物性质鉴

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环境损害鉴定、空气污染环境损害鉴定、土壤与

地下水环境损害鉴定、近岸海洋和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生态系统环

境损害鉴定、其他环境损害鉴定等 7个鉴定事项的资质。

1.2全力以赴抓实干，顺利通过国家重大水专项结题验收

我院教师承担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太子河

流域山区段河流生态修复与功能提升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课题已顺

利通过结题验收。今年水专项项目（课题）验收采用合并技术、财务、

档案验收程序，实施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加大了验收通过的难度，

也对技术、财务、档案材料的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题组夜

以继日，认真筹备，不断完善任务材料、自评价报告、技术报告、标

志性成果报告、指南、研究方案、成果汇编报告、档案材料、财务材

料，并顺利通过验收答辩。

二、人才培养

2.1培养目标

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保

护新问题，以及东北振兴发展的重大需求，秉承辽宁大学“明德精学，

笃行致强”校训，立足东北、面向全国，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

识，坚定“四个自信”，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善于合作，

注重学科交叉，具有坚实专业理论基础和科学研究能力，具备独立从

事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工作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工作能力，

能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具有较高综合人文素质以及

国际视野，符合环保行业需求、满足国家及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需求，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环

境类复合型创新人才。

2.2招生选拔

2019年，完成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力学与工程三个方向

24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力学与工程、

环境生物学、环境药学工程五个方向 7名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

29名研究生获学业奖学金、3名研究生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名研

究生获省优秀毕业生，24名毕业生被授予硕士学位。

2.3思政教育

学院党总支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遵循，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格局。将“知识学习-科研创新-家国情怀培育”融入课程教学与人才

培养全过程。深入开展“立德树人”课程思政工程立项，构建三全育

人格局。学院党总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推进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根据《辽宁大学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程实施方案》和《辽宁

大学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恪守学术

规范、追寻科学真理”讲座、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传月活动、“规

范做科研、诚信做人”论坛等。同时，教师在课程中深入挖掘思政元

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实现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实现思

政的教育目的。深入开展“校园先锋工程”“三师助学育人工程”“朋

辈导师工程”“读书工程”，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组织学生集体观看云端思政课，通过党史知识竞赛，纪念抗美援朝主

题团日活动，引领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广大师生党员充分利用“学



习强国”“辽宁省在线学习平台”等融媒体学习平台，深入开展网络

思政，营造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良好氛围。

2.4专业建设

根据省教育厅及学校要求做好专业调整及优化工作，暂停环境科

学及生态学专业的本科生招生；继续推进本科专业的应用型转型工作，

完成了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两个向应用转型试点专业总结验收；

环境工程专业获批辽宁省一流本科专业。

2.5教学研究与成果

鼓励学院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申报省级教改项目 3项，获批

1项。积极支持《工程力学》教学团队申报国家一流本科课程。鼓励

教师积极做好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共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3项。以本科生为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 1项、以本科生为第一作者

撰写学术论文 1篇。

学院选派 5名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创业教育师资特训课程培训，并

获得相关培训证书。大力扶持毕业生创新创业，目前 2016级学生的

创业项目《零食盒子》已开始运营。2017 级学生的创业项目《怀远

咖啡》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在创新创业比赛方面，环境学院 2016级同学获第五届辽宁省“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金奖 1项、铜奖 1项，获辽宁省“一

带一路”人文交流与语言产业校企联盟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

三等奖。2017级同学获第十四届“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省级三等奖。

2.6教学基地建设

学院认真做好现有实践基地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建立学院基地名

录，完善基地相关规章制度及课程建设。同时进一步与已签约的校外



实践基地接触沟通，做实实践环节，为学生实习实践、创新创业提供

良好的条件。积极推进与辽宁省环保集团等单位的产学研合作交流。

启动省级研究生培养基地和实习基地筹建工作。

三、师资队伍

3.1数量与结构

学院积极改善人才队伍结构和水平，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强化

高层次人才培育，优化教师队伍学历结构和梯队结构。学院年内引进

高层次人才 2名，新增教授 1人，新增副教授 1人。新增博士研究生

导师 5人，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6人。

3.2师德师风建设

推进“领军人才+团队+平台”的工作模式，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强化培养质量意识、强调学术规范与学术道

德等，导师参加了“研究生导师业务培训”“师德师风专题教育学习”

等多项培训。

3.3层次与水平

1人入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杰出人才，1人入选“兴辽英

才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入选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

四、科学研究

4.1科研平台

获批建设沈阳市“光催化重点实验室”。该重点实验室以材料科

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为基础，进行新型光催化功能材料的设计、开发及

应用研究。实现污染物资源化，以解决水污染、大气污染和能源短缺

等问题，并培养生态和环境建设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进一步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及

本科生工作，辽宁大学环境学院与辽宁省环保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共

同组建“辽宁大学-辽宁省环保集团人才培养基地”为科研及实习实

践基地。

4.2科研项目与学术成果

新增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项，其中面上项目 2项，青年基金 1项。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5项，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3项，新增横向项目 8项。

发表高水平论文 40余篇，申报专利 45项，专利授权 19项，出版专

著 2部。

五、对外交流

作为辽宁省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和秘书长单位，与企事业单位合

作承办了多场学术论坛和技术成果展览等会议，提升本学科国内外影

响力。同时，学院将继续选拔留学生来院深造，做好留学生培养管理

工作。

六、社会服务

6.1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是工科专业

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学院加大与辽宁大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紧跟企业发展需要，重视并鼓励教师将

专利等科研成果向生产应用转化，为企业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加强企

业科技创新能力。

6.2社会事业服务

目前，环境损害诉讼案件日趋增多，诉讼活动对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的需求愈加迫切。学院进一步推进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工作，力

争为地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七、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2 加强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

3 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八、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综合本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学位点将在

下一年度着重从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改进，突出学科特色。

1 鼓励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标准制定、教学改革等，建立与行业

企业相结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

2 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强化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

3 筹建院士工作站，促进学科建设发展；

4 科研成果转化，增强科技成果与企业需要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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