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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科始于1958年成立的气象学教研组，

1971年正式创办气象学专业，1987成立大气科学系，大气科学

学科开始了全面系统的发展。2004年兰州大学根据国家气象

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推动大气科学学科更快更好发

展，成立了我国985高校中的第一个大气科学学院，掀开了兰

州大学大气科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学院成立以来，秉承“学笃 时宜 风正 人和”的院训，坚

持“因地制宜、合理定位，将地域劣势转化为科研和人才培养

优势，办出区域特色”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不断完善学科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大气科学），博士

后流动研究站1个（大气科学），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气象学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气候学）、硕士点4个（气象学、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应用气象学、气候学），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1个（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甘肃高校省级重点一

级学科1个（大气科学），国家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

大气科学），省部级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1个（大气科学，

与中国气象局共建），甘肃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1个

（大气科学）。 

学科点地处西北，受限于地域和经济发展，引进和留住人

才极为困难，师资队伍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在此情况下，

学科点狠抓“内培”和团队建设，兼顾外引外聘，逐步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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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具有国际视野、锐意进取、素质一流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学

科点的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特色鲜明。现有在职教职工82

人，其中教师52人；具有正高级职称24人，副高级职称18人，

中级职称8人；青年研究员8人。 

高层次人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国家“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1人、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1人、国家优秀青年

基金获得者4人、“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人、国家“万人计划”青

年拔尖人才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7人、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人、全国气象教学名师2人及

兰州大学“萃英学者”12人。 

全年引进青年研究员3人，新增兼职教授1人，新入站“萃

英博士后”1人，联合培养博士后2人；有2名教师在职攻读博士

学位。新增博士生导师5名，硕士生导师5名。 

本年度晋升三级教授1人，晋升四级教授1人，晋升五级副

教授2人，晋升七级副教授2人，晋升九级讲师1人，晋升副高

六级高级工程师1人，晋升副高七级高级工程师1人。 

2021年度科研立项总数40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0项、

教育部项目3项、甘肃省项目8项、横向项目20余项，经费达

到4000余万元。研究生积极参与各类项目研究，师生发表高

水平论文（著作）210余篇（部），学院教师科研成果转化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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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团队在气候动力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

在《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发表并被美国科学

促进会主办的全球科技新闻服务网站重点报道，平流层研究

团队及国外合作者在平流层极涡影响北半球极寒天气的特

征和新途径方面的科研成果在《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发表并被科学网重点报道。  

2021年度学科点招收硕士研究生75名、博士研究生36名；

在读硕士生206人、博士生147人。2021年硕士研究生就业率

达91.9%，博士研究生就业率达100%。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合格率100%，获得甘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3篇、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4篇。1人获宝钢优秀学生特等奖，多名硕士、博士研究

生的项目进入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名单（硕士两

项，博士两项），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单位

的好评。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学科秉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坚守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积极执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的规定，持续深化“三全育人”全面改革，全方位强

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继承者。 

1.提高党建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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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以专业为单位纵向设立硕士党支部 3 个、博士党支部

1 个；对党员发展工作流程严格把关，2021 年全年共审批发

展硕士生党员 29 人、博士生党员 6 人，转正硕士生党员 5 人、

博士生党员 4 人。共有 32 名研究生提交入党申请书，3 名博

士提交入党申请书。深入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系列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党委书记讲授

专题党课、专家辅导、实地研学、“声声入耳话四史”“学党史，

悟初心，践使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讲述会等活动，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党员服务队”为主体，以“学风建设、

志愿服务、实践创新”为特色，开展党员迎新服务、“我为师生

办实事”等活动，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政治可靠、业绩突

出的学生党员队伍。通过本研支部、师生支部共建，支部创新

方案申报、微党课大赛、参与“百名书记讲党史”、集体观影、

兰州烈士陵园祭扫、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界石铺纪念园实地研

学、重走红色路线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探索党支部组织生活

严肃性和针对性有机统一的有效方式。研究生第一、三党支部

分别获批校级党支部创新活动方案重点和一般项目各 1 项；博

士党支部荣获“一支部一品牌”项目 1 项。 

2.党务品牌与模范示范“双培育” 

聚焦学生党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优化研究生党支

部设置，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加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党员

培训，强化党性实践锻炼。积极申报党建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 5 — 

育研究课题、研究生党支部创新活动立项方案等，用优秀成果

指导并推动研究生党建与思政工作。开展党员主题系列教育活

动，开展“党员宿舍”挂牌，探索开展研究生“党团班”一体化建

设。同时，各研究生党支部以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为导向，围

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联合各党支部开展学术研讨、经验

交流等活动，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在锤炼党性做表率、立足科

研做贡献的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党员成为高尚科学精

神的传承者、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创造者。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课程建设拓内涵重质量 

课程建设是学院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人才

培养的质量和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学院为研究生实际开课24

门（936课时），“萃英学者”为研究生授课率100%，持续邀请

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博士生讲授《大气科学前沿课程》。实施研

究生课程体系提升计划，拟立项建设新课程，学院教师开设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碳中和前言科学》。课程建设是落实教育目

标的重要载体。通过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将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和价值观塑造有机结合，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2.师德师风严要求重考核 

在当前教育体系中，师德师风的建设是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

基石。为确保教师队伍的纯洁性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学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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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和考核要求。首先，明确提出了师德师风

的高标准要求。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恪守教育工作者

的基本准则，包括诚实守信、公正无私、关爱学生、严谨治学等。

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以身作则，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其次，建立完善的师德师风考核体系。考核内容涵盖教师的教学

行为、学术诚信、师生关系、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通过学生评

价、同行评议、家长反馈以及学校管理层的综合评估，形成全面、

客观的评价体系。此外，还定期组织师德师风教育培训，强化教

师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研讨交流等形式，

引导教师深入理解师德师风的重要性，提升自我修养和职业素养。

对于违反师德师风规定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有教

师存在不当行为，将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相应的纪律处分，情节

严重者解除教师职务。通过严格的奖惩机制，确保师德师风建设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落实《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察工作

细则》，通过“三谈三审”严把研究生导师“入口关”。加强师德考

核，强化考评结果应用，在年终考核、岗位聘任、职称评审、

项目申报等环节中，将师德师风情况作为首要参考。通过一

系列严要求、重考核的措施，打造出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

教师队伍，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提供了坚实保障。 

3.学术研讨创环境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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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来访人员50人次，举办国内研讨会1场次，

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主要活动有： 

（1）2021年5月18日，召开“兰州市大气污染成因及防治对

策研究项目”工作大纲与监测方案评审会。 

（2）2021年4月18-20日，召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与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共同主办的“平流层对流层相互作用青

年学者论坛”。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关键需求与前沿研究提升科研能力 

学科发展坚持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着力以大项目大平台为基础，促进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积极

推进“一带一路”激光雷达观测网和国家子午工程兰州站建设，

深入研究黄河流域上游水资源分布及变化趋势。  

2.科教研融合服务国家发展  

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特色，除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

济发展建设，深度参与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为地方经济发

展提供了大量的咨询和规划报告，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承担《乌

海市环境空气中臭氧来源解析研究课题》，针对乌海市需求

和实际，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努力为乌海市打赢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出贡献，项目已通过中期验收。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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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秉承“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指

导思想，为我国气象、环保和民航等科研、教学和业务单位

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是中西部地区大气科学专业

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和我国气象人才培养战略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学科点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培养特

色。以局校合作为支撑点，提高科研人才培养质量。近年来

，学科点积极与中国气象局及其所属全国气象部门开展合作

，先后与中国气象局和地方省局共建了“兰州大学大气科学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甘肃省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

点实验室”、“兰州天气气候联合预报与实训中心”、“兰大大

气科学研究中心”等，签署了“共建兰州大学大气科学一级学

科博士点”协议，通过共同开展科普宣传、教学实习、社会

实践、专业竞赛等活动，有力提升了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 

学院在质量评估过程中发现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针对

研究生课程改革项目较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数量偏少，

学缘结构有待完善；科研规模需进一步扩大，科研成果实际

转化能力需进一步提升；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有待

深化，合作办学和国际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 

六、改进措施 

根据本学科点自我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几年计

划如下改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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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紧跟国家需求深入推进科研工作持续发展  

关注国家核心战略，围绕典型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变迁及

其对区域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紧贴“一带一路”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等国家关键需求，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激光雷达网建设，

深入参与国家子午工程建设，积极申请国家野外台站，打造

从对流层、平流层到空间天气的全面观测平台。进一步强化

防灾减灾预测预报能力，积极拓展研究成果在新能源等领域

的开发、应用及转化，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2.持续提升研究生课程建设能力优化学缘结构  

积极申请学校及省级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积极探索研

究生核心课程和教材的建设，致力于出版高质量的研究生教

学用书，持续探索双语、全英文课程、“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示范课程，出版优秀教材；启动试点单位院级课程认证工

作；制定教材建设方案和编写计划；依托局校合作及全国气

象科普教育基地，搭建协同育人实践平台。  

3.大力推进平台及项目建设打造学科优势  

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激光雷达观测网建设；牵头承担二

次青藏科考重大任务；加快国家子午工程二期建设；力争各

项基金申报数量达到 40 余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3～5 项，

年度到账科研经费稳步增加；争取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1～2 个；牵头申报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2～3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