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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生态学一级学科（0713）学位授权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是 1999 年海南省 8 个首批省级重点（扶持）学科之一。2021-2025

年为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A 类）。2003 年获批生态学二级学科硕

士点，2011 年获批生态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3 年获批生态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2019 年获批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支撑平台为热带岛屿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海南省热带动

植物生态学重点实验室。目前建有“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海南

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吊罗山脊椎动物多样性海南省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3 个海南

省首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2023 年度，学科成员 45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5 人，具

有博士学位 44 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1 人，教育部人才计划入

选者 2 人，海南省“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3 人，海南省领军人才 5 人，

拔尖人才 10 人；博士生导师 13 人，学术型硕士生导师 26 人。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简介 

1. 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热带岛屿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

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为

宗旨。学科研究与海南当地的生态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服

务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培养具备扎实的生态科学基础知识、实

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能胜任科研院所、政府职能部门等

与生态学相关的教学、科研、管理或规划设计、技术研发等工作： 

（1）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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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坚韧的治学意志； 

（2）熟练掌握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深入系统掌握

所研究领域方向的专门知识，充分了解该领域方向的最新学术发展动

态； 

（3）具有批判性的学术思维，具备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 

（4）独立开展解决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应用问题的研究工作，并

取得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2. 培养方向 

（一）动物生态学 

本学科方向的工作主要包括珍稀濒危两栖爬行动物的种群动态、

生活史特征、栖息地选择、受胁因素及种群恢复的保护生物学等研究；

两栖爬行动物在自然、胁迫生境和受控条件适应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与分布格局研究；外来有害两栖爬行动物入侵机

理及有效防治与管理研究。 

（二）植物生态学 

本学科方向立足海南岛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综合运用分子系统

学、亲缘地理学和生物信息学等理论与方法，主要研究热带生物对岛

屿环境的适应性进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响应、海南沿海防护林及

其海岸植被生态等。 

（三）修复生态学 

研究对象突出“热带”和“近海岸”地域特色（珊瑚礁、红树林

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以环境污染的生物效应及其对海岸带生态系统

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环境污染的

生物学效应、环境监测及其综合治理等，为海岸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

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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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为及生理生态学 

本学科方向运用行为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揭

示鸟类行为的功能、生理机制及其进化适应性，回答与鸟类生存和繁

殖相关的行为及生理生态学问题。开展鸟类巢寄生行为的协同进化、

鸟类热应激抗性的生理适应以及鸟类通讯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三）研究生规模及结构 

1.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博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2023 年度，生态学一级学科学位点招生博士研究生 14 人，授予

博士学位 8 人（表 1）。 

 

表 1 学位点 2023 年度博士招生和学位授予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3年 

生态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14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14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 

招录学生中硕博连读人数 /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14 

分流淘汰人数 / 

授予学位人数 8 

 

2.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2023 年度，生态学一级学科学位点招生硕士研究生 29 人，授予

硕士学位 22 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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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位点 2023 年度硕士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2023年 

生态学 

研究生招生人数 29 

其中：全日制招生人数 29 

非全日制招生人数 / 

招录学生中本科直博人数 / 

招录学生中硕博连读人数 / 

招录学生中普通招考人数 29 

授予学位人数 22 

 

3. 本学位点 2023 年在校生情况 

本学位点 2023 年在校生 13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50 人，硕士研

究生 85 人（表 3）。 

 

表 3 学位点 2023 年在校生情况 

年级 在读研究生人数 

2019级博士生 4 

2020级博士生 5 

2021级博士生 13 

2022级博士生 14 

2023级博士生 14 

2021级硕士生 26 

2022级硕士生 30 

2023级硕士生 29 

合计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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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 

海南师范大学是海南省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生

态学科学位点围绕立德树人，着力构建“大思政”格局，坚持课程育

人和思想育人。本学位点的研究生导师获课程思政 3 门（表 4）。 

课程育人：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强化思政功能。一是充分挖掘生

态学专业课程所蕴含的育人资源，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二是生态学课堂教学注重从人文关怀去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三是从教师教学规范和学生的价值内

化方面检验课程思政效果，建立“生态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双向评价

原则和标准。 

思想育人：以阵地管理为根基，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是严

格按照《海南师范大学课堂教学平台监控管理办法》，监控课堂，确

保教师严守课堂纪律。教师信息员监督教师言行。二是规范学术活动。

严格执行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审批制度，重点审查会议范围、讲座内

容和主讲人背景。三是规范社团管理。制定了学生社团管理办法，严

格实行社团活动审批。四是规范网络行为。通过《生命科学学院学生

关于文明上网的规定》规范学生网络行为，倡导网络自律。同时将育

人工作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成效显著，课程思政有新进展。 

表 4 学位点研究生导师获课程思政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项目主持人 依托学院 

1 生态学 肖繁荣 生命科学学院 

2 污染生态学 张纪亮 生命科学学院 

3 生态伦理与社会生物学 王旭初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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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生态学学位点在对研究生的教育中坚持思想育人，大力推进思想

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牢固管理思想阵地。 

队伍建设有力度。一是按标准配备辅导员。现有研究生 135 人，

专职辅导员 1 人、兼职辅导员 1 人。二是提升业务素质。近年来，辅

导员共主持《教人以礼·育人以德—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省级项目 4 项，校级项目 5 项，发表思政论文

18 篇。学院领导干部共有 5 名，党支部书记 1 名，党支部副书记 1

名，纪检委员 1 名，组织委员 1 名，宣传委员 1 名。整体比较年轻，

结构比较合理，团结合作，向心力强。党支部书记王洋洋以身作则，

班子成员都能严格遵守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廉洁自律、政令畅通、密

切配合。 

阵地管理牢固。一是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自觉履行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和“一月一报”制度；二是五年以

来承办 6 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和 30 余场学术讲座，均严格进行审批，

没有出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三是建立了网络自媒体管理台账和相

应制度，网络行为不断规范，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网络舆情。 

 

 

 

2023 年度，学院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认真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党章党规，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三）研究生党建与校园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院研究生党总支高

度重视、大力关注研究生党建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围绕“两学一做”这个主题，制定党员的学

习计划，抓好学习教育。

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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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党支部坚持利用每月“两学一做”、“三会一课”、主题

党日活动等形式，不断丰富内容，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和实效

性，坚持做到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

勇于并善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切实提高生活会质量。落实谈心

谈话制度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切实解决组织生活中存在的不规范、

不经常、不严格的问题，有效促进党员队伍建设。 

 

三、研究生培养与教学工作 

（一）师资队伍 

1. 专任教师队伍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2023年度有专任教师45人，具体见表5。 

 

表5 学位点2023年度专任教师情况 

专业职

务 
合计 

35 岁

及以

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至

60岁 

61 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人数 

具有境

外经历

人数 

博

导

人

数 

硕

导

人

数 

正高级 13 0 6 5 2 0 12 5 9 10 

副高级 15 2 12 1 0 0 15 6 2 11 

其他 17 12 5 0 0 0 17 5 2 5 

合计 45 14 23 6 2 0 44 18 13 26 

学缘结

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五

所） 

中国科学

院大学 

北京师

范大学 
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兰州大学 

人数及比例 10（22.2%） 5(11.1%) 3（6.7%） 2（4.4%） 2（4.4%） 

生师比 

在校博士生数 50 在校硕士生数 85 

专任教师生师比 3:1 
研究生导师生师

比 
5.19:1 

 

2. 其他教师，包括兼职教师、柔性引进人员等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聘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知彬研究员、挪威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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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Nils Christian Stenseth 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休伯特多学

科研究所 Yvon Le Maho 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 Rodolfo Dirzo 教授、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 Jonas Frisén 教授为客座教授，并成立 5 个海南

省外籍院士工作站。引进朱玉贤院士团队创新中心，柔性引进华南农

业大学王俊教授和美国 Dalton State College 的 Daniel Gaillard 博士 2 

人。同时聘请挪威科技大学的 Eivin Røskaft 教授、法国巴黎第十一

大学的 Anders Pape Møller 教授、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 Fugo Takasu 

教授等为学校客座教授。 

 

3. 学科方向及学术骨干基本情况 

2023 年度，本学位授权点设置有 4 个学科方向，每个方向的主

要学术骨干情况见表 6。 

 

表 6 学位点的学科方向学术骨干情况 

 

学科方向 1 动物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13 正高级职称数 6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
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史海涛 58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动物生态学，

龟类保护 

中国动物学会常务
理事，海南省动物学

会理事长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
委员会委员、期刊
Asian Her Res 和
四川动物编委、获
第 14 届贝勒龟类

保护奖 

2 汪继超 48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两栖爬行动物
生态与保护 

中国动物学会两栖
爬行动物学分会理
事、海南省生态学会

副理事长 

全国野生动物保护
管理与经营利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海南省领军人

才 

3 洪美玲 45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两栖爬行动物
生理生态和毒

理生态 

海南省教育厅高等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海南省拔尖人才 

4 丁利 39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两栖爬行动物
生态与保护 

中国动物学会动物
生理生态学分会理

事 

2019 年度“全国优
秀青年生态学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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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学位点的学科方向学术骨干情况（续 1） 

 

表 6 学位点的学科方向学术骨干情况（续 2） 

 

学科方向 2 植物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15 正高级职称数 4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
织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李蕾 57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植物生理生态

学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化感委员会委员、海
南省植物学会副理

事长 

海南省领军人才 

2 刘强 56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热带海岸生态
修复及红树林

生态学 

海南省生态学会副
理事长、海南省林学
会副理事长、海南省
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海南省领军人才 

3 王旭初 44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植物分子生态

学 

国际植物蛋白质组
研究协会中国区理

事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
选者 

4 靳翔 42 副高级 硕导 博士 
植物分子生态

学 
 海南省拔尖人才 

学科方向 3 修复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11 正高级职称数 4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
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刁晓平 58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红树林、珊瑚
礁生态修复 

全国农业硕士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
员、全国高等教育质量
保障和评估机构协会

常务理事 

海南省环境科学
学会理事长、海
南省领军人才 

2 王锐萍 58 正高级 硕导 学士 
微生物生态及
环境微生物 

教育部高等学校生物
科学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海南省生物工

程协会理事长 

海南省拔尖人才 

3 张纪亮 41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动物毒理及污

染生态 
 海南省拔尖人才 

4 张文飞 42 正高级 硕导 博士 
微生物资源、
农业害虫生物
防治 

海南省农学会副理事
长、海南省生物工程协

会副理事长 
海南省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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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学位点的学科方向学术骨干情况（续 3） 

 

4. 2023 年度新引进学术骨干和青年教师基本情况 

2023年度，本学科点新引进学术骨干和青年教师 6人（表 7）。 

表 7 学科点 2023年度新引进的学术骨干和青年教师 

 

学科方向 4 行为及生理生态学 专任教师数 6 正高级职称数 3 

序
号 

姓名 
年
龄 

专业技
术职务 

导师
类别 

最高
学位 

主要研究方
向 

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
任职 

其他情况简介 

1 梁伟 53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鸟类行为生态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动物学会动物行为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海南省
人才计划入选

者；Biol J Linn 
Soc，Zool Res，
Avian Res的编委 

2 杨灿朝 40 正高级 博导 博士 
动物行为与协

同进化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

分会委员 
教育部、海南省
人才计划入选者 

3 陈忠 58 正高级 硕导 学士 
动物热应激生

理 
 海南省拔尖人才 

序
号 

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职

务 
导师类别 最高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1 
曾念
开 

45 教授 博导 博士 修复生态学 

2 刘鹏 37 副教授  博士 行为及生理生态学 

3 
陈文
明 

35 讲师  博士 修复生态学 

4 
周广
振 

32 讲师  博士 植物生态学 

5 
刘金
梅 

31 讲师  博士 行为及生理生态学 

6 
胡文
俐 

30 讲师  博士 植物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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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 

1. 本学位点 2023年度正在开设的专业课程及主讲教师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正在开设的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课程 6 门，课

程名称及主讲教师见表 8。正在开设的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课程 11 门，

课程名称及主讲教师见表 9。 

 

表 8 学位点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及主讲教师 

 

序号 博士生主要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语言 

1 生态伦理与社会生物学 
学位公共

选修课 
梁伟 生命科学学院 1 中文 

2 当代生态学透视 
学位基础

必修课 

张纪亮、林柳、张

雪妍、杨灿朝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3 动物生态学前沿专题 
学位专业

必修课 
丁利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4 修复生态学前沿专题 
学位专业

必修课 
刘强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5 
行为及生理生态学前沿

专题 

学位专业

必修课 
梁伟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6 
生态学研究选题与学术

论文评述 

学位专业

选修课 

刘强、李蕾、汪继

超、洪美玲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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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学位点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及主讲教师 

 

序号 硕士生主要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院系 学分 授课语言 

1 行为生态学 
专业选修

课 
任宝平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2 生理生态学 
专业选修

课 
李蕾、丁利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3 分子生态学 
专业选修

课 
张纪亮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4 污染生态学 
专业选修

课 
关亚丽、张文飞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5 生态学研究方法 
学位基础

必修课 
汪继超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英双语 

6 
生态学数据处理与统计

分析 

学位基础

必修课 
洪美玲、杨灿朝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7 
生物多样性科学与保护

生物学 

学位基础

必修课 
林柳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8 
动物生态学学科前沿与

进展 

学位专业

必修课 
王力军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9 
植物生态学学科前沿与

进展 

学位专业

必修课 
刘强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10 
修复生态学学科前沿与

进展 

学位专业

必修课 
韩雪梅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11 
行为及生理生态学学科

前沿与进展 

学位专业

必修课 
赵龙辉 生命科学学院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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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 年度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与质量督导、持续改进机制的新

做法 

2023 年度，我们继续坚持目标导向，改进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以培养适应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科研、教育及保护工作需求的创新型人

才为目标，按一级学科设置专业基础课程，重视设置与生态学相关的

交叉学科课程，注重动态更新，构建“专业基础课程 + 前沿讲座”

的课程体系。理清国内和海外留学生不同类型研究生的目标定位，推

进研究生分类培养。 

积极探索科研导向型的教学模式。将学科方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融入到教学中。从导师的科研实例如红耳龟外来入侵生态、鸟类巢寄

生协同进化、海南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等研究项目引入科学问题，培

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努力拓展资源，构建研究生实践教学支撑体系。加大对吊罗山基

地[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生物学野外实践基地（与中山大学联合）、

教育部地方所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的建

设，完善三沙、东寨港等 3 个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聘

请 Nils Christian Stenseth、张知彬等 5 名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并成立 5

个海南省外籍院士工作站，1 个院士团队创新中心（朱玉贤院士团队）；

与挪威科技大学等国外高校建立互访交流，推动学科国际化发展，完

善研究生教学实践支撑体系。 

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加强质量督导。落实以科学研究

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在新生入学时

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导师作为专业培养责

任人，强化对学生科研行为规范的训练。成立由学科带头人组成的教

学督导委员会，实行督导听课和学生评教制度，建立教学督导为主、

学生评教为辅的教学信息反馈和教学质量评价机制，构建多元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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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研究生教学评价结果与人事聘任、研究生招生资格和名额分

配挂钩，完善评价结果应用。 

 

（三）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研究生导师指导工

作方面，依据学校及学院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其中导师选聘依据

《关于印发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选聘办法的通知》（海师办

〔2022〕13 号）文件，以及学校研究生学院文件（海师研函〔2022〕

5 号、海师研函〔2022〕80 号）。在日常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中，

立足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师[2018]16 号）

为基本，并依据《海南师范大学教师师德考核办法（试行）》（[2019]25

号）对所有研究生导师进行师风师德考核，确保其教学和科研指导工

作的质量。 

我校海南师范大学与西苏格兰大学联合开展研究生导师指导能

力培训课程，所有在编在岗和新增的研究生导师均参与了本次培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提升导师素质，规范指导教师的行为给予了

很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采取学校研究生院颁布的

《导师与硕士研究生之间实行师生互选暂行办法》，对于因学习困难，

课题进行有障碍等原因而需要更换导师的研究生给予二次选择更换

导师的机会，不设置障碍，以规范流程完成导师更换过程。 

 

（四）学术训练 

1.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的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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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点 2023 年度获海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 11 项，其中博士研

究生 6 项，硕士研究生 5 项。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研究论文 25 篇，

其中博士 16 篇，硕士 9 篇。获国家奖学金 2 人次。 

2023 年，硕士生付海江、孙警阳获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赛金奖，硕士生赵旭获印象海师·醉美校园

摄影大赛一等奖。 

由学院师生协助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地理·中国》

栏目在海南拍摄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系列节目《雨林的故事》在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地理·中国》栏目 11 月 14 日—11

月 19 日 6 天连续播出。我院师生参与了其中三期节目拍摄工作，对

海南热带雨林中的龟鳖类、睑虎和蛙类等的两栖爬行动物的最新科研

成果和雨林植物的典型生态特征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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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培养的制度保证与经费支持 

本学位点依托海南师范大学，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依据《海南

师范大学研究生“三助”工作实施办法》，设立研究生教学助理（简

称“助教”）、研究助理（简称“助研”）和管理助理（简称“助管”）

三类不同的岗位，规定具体的岗位职责、经费来源、申请与聘用及考

核管理具体事项。同时依据《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津贴核算及发

放工作暂行办法》，保障指导教师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的相关教育补

贴。 

2023 年度，本学位点依托海南省教育厅下拨的指标与经费，开

展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申报工作，博士生创新科研课题每项资助 4000

元，硕士生创新科研课题每项资助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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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积极鼓励在培研究生参与国内各大学术会议及学术交

流。在学科资助下，2023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 22 人

次（表 10）。 

表 10 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情况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学生 

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023 钟国 博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动物行为学分会第五届

（2023）学术年会暨全国动物行为学

第九次学术研讨会 

宿主灰林鵖的反寄生弃巢策略

与模式 
10 月 13-16 日 江苏南京 

2 2023 钟国 博士生 第十七届中国鸟类学大会 
宿主灰林鵖的反寄生弃巢策略

与模式 
10 月 19-22 日 江苏南京 

3 2023 钟国 博士生 第十九届“翠鸟论坛” 
大杜鹃寄生选择 vs.宿主卵拒绝

进化 
10 月 17-19 日 江苏南京 

4 2023 晏翰林 博士生 
第十九届中国鸟类学研究生研讨会

（翠鸟论坛） 

宿主不遗弃育雏期被延长的寄

生者雏鸟：一个新案例 
10 月 17-19 日 江苏南京 

5 2023 晏翰林 博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动物行为学分会第五届

（2023）学术年会 

东方大苇莺不遗弃育雏期被延

长的大杜鹃雏鸟 
10 月 13-16 日 江苏南京 

6 2023 张彦坤 博士生 第八届全国生态毒理学大会 
紫外线吸收剂 BP-3 对眼斑双锯

鱼生态毒理学影响 
10 月 12-14 日 浙江绍兴 

7 2023 张瑜晗 博士生 第十七届中国鸟类学大会 
三种鹀类杜鹃宿主的巢寄生和

卵识别能力（壁报） 
10 月 19-23 日 江苏南京 

8 2023 姜辉 博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学分会 
钻纹龟染色体水平基因组揭示

其进化与盐度适应 
8 月 21 日 辽宁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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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3 卢宁宁 博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两栖爬行学分会 
红耳龟低频听觉分子机制的研

究 
8 月 20 日 辽宁大连 

10 2023 侯小晨 博士生 第十届东亚生态学会议 东北鳖的家域研究 7 月 17 日—20 日 韩国济州岛 

11 2023 姚小刚 博士生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第24届大

会 

人类活动对鸟类营巢和巢捕食

的影响 
11 月 29 日 安徽黄山 

12 2023 左林芝 博士生 中国第十届植物化感作用学术研讨会 

木麻黄林地微生物群落组装驱

动及其化感潜力（2023 年 10 月

12 日） 

10 月 11-14 日 甘肃兰州 

13 2023 丁达尔 博士生 第一届中国保护生物学大会 地龟的生态学与保护研究 11 月 24-27 日 广东广州 

14 2023 张芳芳 博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动物行为学分会第五届

学术研讨会 

八哥的卵识别和雏鸟识别：大小

的重要性 
10 月 14-16 日 江苏南京 

15 2023 秦永强 博士生 第八届全国生态毒理学大会 

海南文昌近岸养殖区抗生素抗

性基因的分布特征及微生物多

样性研究 

10 月 12-14 日 浙江绍兴 

16 2023 覃远玉 硕士生 

中国动物学会动物行为学分会第五届

学术年会暨全国动物行为学第九次研

讨会 

机场噪音对斑腿泛树蛙鸣叫节

律的影响 
10 月 13-16 日 江苏南京 

17 2023 肖云娟 硕士生 
第十一届全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学术研

讨会 

氨氮胁迫对中华条颈龟行为的

影响及脑损伤机制初探 
8 月 11-14 日 广西桂林 

18 2023 艾小琪 硕士生 
第十一届全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学术研

讨会 

中华鳖冬眠期间肝脏脂质代谢

及细胞凋亡 
8 月 11-14 日 广西桂林 

19 2023 陈春莲 硕士生 海南省生态学会 2023 年学术研讨会 
拉关木浸提液对红海榄胚轴萌

发和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 
9 月 10 日 海南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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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3 王清楠 硕士生 
第二届热带药用资源化学研究生学术

论坛 

青枯菌 phc 群体感应系统调控

T6SS 表达和致病过程的分子机

制 

12 月 2 日 海南海口 

21 2023 陈婆养 硕士生 
第十八届全国芽孢杆菌青年工作者学

术研讨会 

杀鳞翅目昆虫 Cry9 蛋白嵌合体

的构建及其杀虫活性分析 
5 月 12－15 日 河北保定 

22 2023 刘语然 硕士生 第十七届中国鸟类学大会 

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的卵识别和雏鸟识别：大小的重

要性 

10 月 20 日 江苏南京 

 

 

（六）论文质量 

为健全本学位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监督机制，强化研究生培

养单位人才培养质量意识和导师岗位责任意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

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

（学位〔2014〕5 号）、《海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

处理办法》对本学位点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展开内容与格式规范化教

育、导师及外审专家评阅及核查。 

2023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毕业论文在盲审初评中的结果：硕士

毕业生 22 人，毕业论文良好率为 90.9%、优秀率为 9.1%；博士毕业

11 人，毕业论文良好率为 100%。 

 

（七）质量保证 

为有效预防和严肃查处高等学校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维护学术

诚信，促进学术创新和发展，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

为办法》，对本学位点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进行全过程、

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 

对学位论文存在问题的情况，依据《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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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以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等处理。加强指导教师责

任制，对于学业完成困难的研究生，实施中期考核制度及分流淘汰机

制。 

2023 年度，本学位点继续优化本学院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实施方案，强调导师和辅导员责任，把心理健康和爱惜生命教育工

作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组织开展了多次心理健康教育专

题讲座；对全体研究生（含新生、老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学

生心理健康档案，对出现问题或风险较高的学生保持重点关注，建立

帮扶疏导机制及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 

 

（八）学风建设 

为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维护学术道德，严明学术纪律，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海南师范大学规范研究生学术道德规定》，对

本学位点所有在读研究生提出学术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求真务实、

诚实守信、严谨自律、团结合作；真实记录原始实验数据, 毕业离校

时全部移交给导师；严禁弄虚作假、抄袭剽窃行为，反对急功近利、

粗制滥造；遵守学术刊物引文规范, 在课程论文、学位论文和公开发

表的论文中,引用他人成果与观点等内容应明确标注；任何以海南师

范大学作为署名单位的研究成果, 在申报或发表时必须征得导师同

意；监督、检举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 维护优良的学术氛围。 

明确规定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不得有诸如侵占、抄袭、剽窃

他人的学术成果；请他人代写文章或代他人写文章；隐瞒不利数据或

篡改、伪造研究数据（包括试验数据、调查数据和软件计算结果等）；

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或论文中署名；发表学术论文一稿多投；在

各类考试考核中以任何形式作弊等其它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对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事件经校、院两级学位评定委员会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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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聘请相关学科的校内外专家组成学术道德规范小组负责鉴定，对

违反上述规定的学生，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将其相应课程的成

绩以零分计、取消相关奖项、延缓答辩等处理。对严重违反学术道德、

影响恶劣者，除给予上述相应的处理之外，还将给予记过、留校察看

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对已授予学位的研究生，经查实取证后提交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研究，可撤销已授予的学位。对触犯法律者，将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023 年度，本学位点未发生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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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就业发展 

1.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毕业研究生人数及就业去向分析 

2023 年度，本学位点毕业硕士生 22 人，博士生 11 人，就业去

向见表 11。 

表 11 学位点 2023 年度毕业研究生人数及就业情况 

各毕业去向分布 硕士就业人数 各分部占比 博士就业人数 各分部占比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4 18.18% 3 27.27%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 13.64% 3 27.27%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6 27.27% 3 27.27% 

求职中 1 4.55% 2 18.18% 

自主创业 1 4.55% / / 

研究生 7 31.82% / / 

合计 22 100% 11 100% 

 

2. 本学位点 2023 年度毕业研究生用人单位意见反馈情况 

在过去五年，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就业率为 100%，主要就业去

向包括高等教育单位、中初等教育单位、科研设计单位和其他事业单

位。其中就业人数最多的五家单位分别为：海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

大学、河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学科注重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德，鼓励毕业生

到基层就业。在国家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利好政策引导下，形成

“到基层去、到艰苦地区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良好氛围。学

科每年都有硕士毕业生到保护区（站）及环保局等基层单位工作，条

件相对艰苦。如硕士生罗樊强在海南吊罗山自然保护区、高春在海南

三亚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龙再忠在贵州黔西南州环境保护局。他们

在基层锻炼成才，助力扶贫攻坚、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毕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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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中有 45.5%去往西部艰苦落后地区就业，为祖国建设西部付出了

坚实的努力。 

 

四、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 

（一）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近 5 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26 项，其中面上

项目 4 项、地区项目 17 项、青年项目 5 项，累计资助金额 970 万元，

其他国家级项目 2 项，经费 710 万；承担省部级项目 62 项，累计获

资助金额 1992.6 万元；承担横向项目 47 项，累计资助金额 2156.4 万

元。 

1. 2023 年度科研项目：获批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 22 项，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级科技项目 10 项。其中的代表性项目

见表 12。 

 

表 12 学位点 2023 年度的代表性项目 

序
号 

项目批准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 
项目类型 

批准经
费 

（万元） 

1 32360323 

热带森林土壤氮添

加下微节肢动物对

氮转化过程的调控 

韩雪梅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项目 
32 

2 32360022 

海洋微拟球藻调控

碳浓缩 lncRNA 的

CRISPRa/i 功能筛

选及作用机制 

魏力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项目 
32 

3 42363010 

红树林沉积物中糖

类的硫化及其保存

机制研究 

段丹丹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地区项目 
32 

4 32300415 

野生乌龟

（Mauremys 

reevesii）的栖息地

选择和活动模式研

究 

卜荣平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

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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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23RC483 
中国醉魂藤属的分

类学研究 
张凯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高层次

人才项目 

8 

6 423RC477 

叶功能性状调控养

分重吸收的机制：以

东寨港红树林为例 

江大龙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高层次

人才项目 

6 

7 423QN23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天然林片段化

成因、影响与对策研

究 

张佳琦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基

金 

6 

8 323QN232 
小湍蛙体色多样性

的生态学功能研究 
赵龙辉 

海南省自然科

学基金 
8 

9 323MS037 
海南新毛猬的保护

遗传学研究 
涂飞云 

省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 
7 

 

2. 2023 年度，本学科有 4 项教改项目开展研究（表 13）。 

 

表 13 学位点 2023 年度的教改项目 

序

号 

项目批

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

人 

项目类型 

批准经

费 

（万元） 

1 

Hnjg20

22ZD-2

5 

“产教结合、校企合作”

背景下高校园林专业创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园林专业陵水红

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科普

实践教育基地建设为例 

张世

杰 

海南省省级教改

项目 
3 

2 
Hnjg20

22-48 

基于“学生为主体、提升

科研能力与综合素质”的

植物生理学实验课教学

改革研究 

王勇 

海南省省级教改

项目 
1.5 

3 
HnjgY2

022-12 

生态学专业课研究生《英

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课程通用模板的研究与

构建 

杨灿

朝 

海南省省级教改

项目 
1.5 

4  

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植

物学实验的教改探索与

研究 

李燕

华 
校级教改项目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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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年度本学位点学院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71 篇（SCI 收录论文 60 篇，中文核心期刊 11 篇），其中 B 级以上

论文 22 篇（表 14）。 

表 14 学位点 2023 年度 B 级以上论文 

序

号 

成果

类型 
具体名称 

完成

人 
发表刊物 分区 

1 论文 

Plant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stresses based 

on phys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ecology 

邢开

雄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二区

TOP 

2 论文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Diplodiscus 

trichospermus and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Brownlowioideae within 

Malvaceae 

张凯 BMC Genomics 
SCI 二区

TOP 

3 论文 

High-efficiency uranium 

extraction from seawater by 

low-cost natural 

protein hydrogel 

彭沁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SCI 一区

TOP 

4 论文 

Phosphate functionalized 

silicide for efficient removal of 

uranium 

contamination from 

hypersaline effluents at 

ultralow dosage 

彭沁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SCI 一区

TOP 

5 论文 

Mechanistic toxicity and 

growth abnormalities mediated 

by subacute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levels of 

benzophenone-3 in clown 

anemonefish (Amphiprion 

ocellaris)  

刁晓

平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SCI 一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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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文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s 

of benzophenone-3 disturbed 

lipid 

刁晓

平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CI 二区

TOP 

7 论文 

Co-expression of multi-gene in 

cotton promotes the 

aggregation of  

multi-resistance and yield traits 

张雪

妍 

Industrial Crops & 

Products 

SCI 一区

TOP 

8 论文 

Occurrence, time trends, and 

human exposure of siloxanes 

and synthetic  

musk compounds in indoor 

dust from Korean homes 

陈文

明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SCI 二区

TOP 

9 论文 

Novel Insight of Nitrogen 

Deprivation Affected Lipid 

Accumulation by 

Genome-Wide Lactylation in 

Nannochloropsis oceanica. 

魏力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CI 一区

TOP 

10 论文 

Remodeling of the 3D 

chromatin architecture in the 

marine microalga 

Nannochloropsis oceanica 

during lipid accumulation.  

魏力 

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 and 

Bioproducts 

SCI 一区

TOP 

11 论文 

The subfamily Xerocomoideae 

(Boletaceae, Boletales) in 

China 

曾念

开 

Studies in 

Mycology 

SCI 一区

TOP 

12 论文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in vitro hypoglycemic activity 

of a  

polysaccharide from the 

mushroom Cantharellus 

yunnanensis 

曾念

开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SCI 一区

TOP 

13 论文 
China should re-evaluate its 

stance on wildlife release 

史海

涛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SCI 一区

TOP 

14 论文 

Analysis of seed production 

and seed 

shattering in a new artificial 

grassland 

forage: pigeon pea. 

张静

文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二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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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文 

Revealing the roles of egg 

darkness and nest similarity for 

a cryptic parasite egg versus 

host's cognition: an alternate 

coevolutionary trajectory 

杨灿

朝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SCI 一区

TOP 

16 论文 

Butylparaben disordered 

intestinal homeostasis in 

Chinese striped-necked 

turtles (Mauremys sinensis) 

洪美

玲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SCI 二区

top 

17 论文 

An integrative investigation of 

developmental toxicities 

induced by triphenyltin in a 

larval coral reef fish, 

Amphiprion ocellaris 

张纪

亮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SCI 一区

TOP 

18 论文 

Random egg laying in host 

nests, rather than 

egg-matching, explains 

patterns of cuckoo parasitism: 

a comment on Zhang et al. 

(2023) 

梁伟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SCI 一区

TOP 

19 论文 

 Responses of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tents and stoichiometry in 

soil and fine roots to natural 

vegetation restoration in a 

tropical mountainous area, 

Southern China.  

李蕾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二区

TOP 

20 论文 

Cadmium-tolerant Bacillus 

cereus 2–7 alleviates the 

phytotoxicity of 

cadmium exposure in banana 

plantlets 

张璐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SCI 一区

TOP 

21 论文 

Genome sequence resource of 

Serratia ureilytica HNU47: A 

strain with biocontrol potential 

against bacterial wilt pathogen 

Ralstonia solanacearum 

李鹏 Plant Disease 
SCI 二区

TOP 

22 论文 

PhcX is a LqsR-family 

response regulator that 

contributes to Ralstonia 

solanacearum virulence and 

regulates multiple virulence 

factors 

李鹏 mBio 
SCI 一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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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 年度本学位点获得专利 12 项、出版专著 1 部（表 15）。 

 

表 15 学位点 2023 年度的专利和专著 

序

号 

成果

类型 
具体名称 完成人 申请号/出版社 日期 

1 专利 
濒危半红树植物莲叶桐

核酸提取的方法 

王勇,倪靓

(学),谭佐莉

(学) 

ZL 

202110645487.9 
2023.03 

2 专利 

一种濒危半红树植物莲

叶桐愈伤组织的诱导培

养基、培养方法及应用 

王勇,倪靓

(学),于靖 

ZL 

202210433657.1 
2023.04 

3 专利 
濒危半红树植物莲叶桐

SSR 引物及其应用 

王勇,倪靓

(学),谭佐莉

(学) 

ZL 

202111505589.7 
2023.07 

4 专利 
一种人工改造 2,4-二氯

苯酚羟化酶基因及应用 

金映虹,徐

波(学),余东

(学),李莉

(学),王洋

洋,徐志霞,

吴红萍,张

文飞,王锐

萍 

ZL 

202211009302.6 
2023.10 

5 专利 
一种用于植保的无人机

携带安装药物喷洒器 
张世杰 

ZL 

202320211682.5 
2023.05 

6 专利 一种种子雨收集装置 

刘强，卢爱

平（学），

白鹤 

CN 218897568 

U 
2023.04 

7 专利 

一种细菌磷脂酰肌醇特

异性磷脂酶 C 基因及其

应用 

张文飞, 周

家怡（学）, 

曹楠（学）, 

肖时嫱

（学）, 赵

新元（学）, 

赵子君

（学）, 何

佳利（学） 

 ZL 

202010722004.6 
2023.04 

8 专利 

海马齿八氢番茄红素脱

氢酶基因及 VIGS 沉默

体系的构建 

张雪妍 马

伟（学） 

ZL 

202210570130.3 
2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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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专利 

一种海洋微拟球藻转录

激活 CRISPRa 系统的构

建及其应用 

魏力 
ZL 

202011253679.7 
2023.06 

10 专利 

一种海洋微拟球藻靶向

表观基因组遗传调控方

法 

魏力 
ZL 

202110244582.8 
2023.08 

11 专利 

一种增强生防贝莱斯芽

孢杆菌根际定殖和防效

的多功能复合菌剂的开 

发和应用 

李鹏、曹秀

兰、郑丽 

ZL  

202211218878.3 
2023.07 

12 专利 
一种耐盐（NaCl）异柠

檬酸酶基因及应用 

张文飞,徐

波,余东,李

莉,徐志霞,

金映虹,吴

红萍, 

容贤姿,王

锐萍 

ZL 

202210964741.6 
2023.09 

13 专著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irborne microplastics 

张纪亮 Elsevi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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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撑平台 

1.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依托热带岛屿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1 年获批

省部共建，2018 年通过教育部验收正式运行，2021 年评估结果为良

好），为学位点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

有力保证（表 16）。 

 

表 16 本学位点的支撑平台情况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参与学科情况 

1 
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热带岛屿生态

学 
教育部 2018 100% 

2 
海南省重点

实验室 

海南省热带动

植物生态学重

点实验室 

海南省科

学技术厅 
2005 100% 

3 

国家基础科

学人才培养

生物学野外

实践基地（与

中山大学联

合） 

海南吊罗山基

地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员会 

2012 50% 

4 

全国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

地 

海南师范大学

生物多样性博

物馆 

科技部、中

宣部、教育

部、中国科

协 

2002 100% 

5 

地方所属高

校本科教学

工程大学生

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吊罗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理科实践教

育基地 

教育部 20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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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学位点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2023 年度，本学位依托的科研平台建设进展良好。热带岛屿生

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 2018 年通过验收正式运行以来，2021 年完

成了第一次周期性合格评估与验收工作，评估结果为良好。 

建有“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吊罗山脊椎动物多样性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沙海龟生

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3 个海南省首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 

 

（三）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对在读研究生给予全面完善的奖助金支持，依据《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和《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规定，并逐步健全各类奖学金评审机制，保证其覆盖面和公平公正

性。 

2023 年度，本学位点国家奖学金覆盖率 1.48%，学业奖学金覆盖

率 74.53%，优秀新生奖学金覆盖率 13.8%（表 17）。 

 

表 17 本学位点的奖助体系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5 2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3 53 79 

优秀新生奖

学金 
奖学金 2023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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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服务 

2023 年度，本学位点暂无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研究生权益保障

制度以《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管理规范》等文件为基础，并制定了本

学院学位点相关的管理细则。 

 

五、学位点服务贡献 

（一）长期投身龟鳖类生态研究与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保

护宣传和执法培训 

龟鳖动物是全球最濒危的高等动物类群。学科史海涛教授及其团

队已开展 30 余年的濒危龟类研究和保护工作，致力于通过系统研究

和科普宣传，推动各层次的保护意识和行动。编著《中国贸易龟类检

索图鉴》中、英文版，使非专业人士也能借助此书快速准确地鉴定龟

类物种。免费赠送海关、林业、渔业等执法人员 1 万余册，在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网站免费下载过百万册，国外已有 120 多个国

家使用该书进行龟类执法鉴定、保护管理、业务培训和科学普及，得

到全国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下属的保护管理和执法部门及

世界龟类专家组、龟类保护国际联盟和国外 100 余个国家的 CITES 

办公室的高度称赞。史海涛教授为全国各地进行免费物种鉴定 400 多

次，开展相关培训、讲座 170 多场，对打击非法贸易、提高执法能

力和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史海涛教授 2018 年获“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海昌突出贡献

奖”，2019 年获第十四届贝勒龟类保护奖（被广泛认为是世界龟类

保护界的“诺贝尔奖”，史海涛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奖的华人）和国际

组织“野生救援”授予的“海龟勇士”称号。 

2023 年，史海涛劳模创新工作室被评选为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

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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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学研融合，服务热带高效农业，为航天生命生态健康保

驾护航 

热带高效农业和航空航天技术是海南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

重要突破口。张文飞博士及其团队在海南的热带雨林开展大规模土壤

样品采集和苏云金芽孢杆菌（Bt）筛选分离，建立国内外最大的热带

雨林特征化的 Bt 菌株库。鉴定克隆了 1,000 多个新型毒素基因，其

中一些基因产物对重要农业害虫、疾病媒介昆虫和癌细胞表现出很高

的生物活性，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与国

内外多家企业开展合作，经费 300 多万元。目前已有 11 个基因授权

给跨国生物公司研发（2016 年），合作研发合同涉及知识产权交易

金额 2,600 多万元。成果应用于农作物病虫害和媒介昆虫的生物防治，

将有利于降低有毒农药的使用，提升热带农作物的品质和改善生态环

境。 

王锐萍教授及其团队与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合作，首次引入大麦

虫参与太空生命健康保障系统物质循环，处理太空舱小麦秸秆、蔬菜

根系等植物不可食部分，形成了人-植物-动物-二氧化碳等物质的绿色

循环。大麦虫幼虫含蛋白质 51%，脂肪 29%，并含有多种糖类、氨基

酸、维生素、激素、酶及矿物质等，为乘员提供优质蛋白，丰富乘员

饮食结构，保障生命健康。为解决载人航天太空生命健康保障、生态

系统物质循环及能量转化等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2023 年，王俊（柔性引进人才）和王锐萍教授团队获海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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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本学位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包括：由于相关政策红利未

完全落地，引进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困境尚需破题，特别

是植物生态学、行为及生理生态学等方向急需补充学科成员；2023

年，由于学科方向带头人即将退休，而后续学科成员未能接上，导致

植物生态学方向的博士生招生停招 1 次。整体学科方向和人才团队还

较为分散，无法集中核心力量完成科研攻艰，使得国家级奖项和重大

（点）项目尚待突破；学科在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方面，尤其是与国外

高水平大学的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尚需加强。 

 

（二）改进措施 

紧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契机，加大对植物生态

学、微生物生态学、修复生态学、行为及生理生态学等学科方向的领

军人才、中青年骨干的引进，以及各研究方向的青年学术骨干的培育；

陆海统筹，开展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研究，借助获批“东寨港红树林

湿地生态系统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吊罗山脊椎动物多样性

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3 个海南省首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契机，争取建成有国

际影响的生态学研究平台和国家级野外观测站，推进热带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研究的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