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东大学水利工程学科起源于 1992 年成立的海岸研究所，2012 年开设“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水利类本科专业，2014

年获批“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省重点学科和“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点，2018 年获批“水利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2020 年

入选省“双高工程”优势特色建设学科，为全省同学科中唯一的高水平学科。“十三五”以来，学科坚持“四个面向”，锚定

新时代国家水利工程行业需求，围绕海洋水利工程应用重点发展领域，汇聚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了一批高能级科研

平台，开展了创新研究和人才培养，取得了一系列有较大影响的教学科研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初步形成了学

科交叉融合、高端人才引领、紧密对接海洋水利工程行业重大需求的优势和特色。

　　一、形成了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研究体系
　　根据新时代海岸海洋工程和沿海地区高效农业实际与发展趋势，聚焦海洋水利、生态水利、农业水利，大力推进水利、环境、

海洋和农业等相关学科的交叉，形成了港口海岸防护与人工岛礁建设、海岸海洋工程环境安全与保障、滨海湿地水利工程与

环境修复、农业水文过程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等 4 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设立了山东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山东省

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海洋牧场监测工作站、烟台海洋工程安全保障技术创新中心等4个校地、

校企、校所共建共享、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省市级重点研究平台。建成了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东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产

教融合基地等 2 个产教融合研究基地。学科还重点关注新时代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伦理关系，注重绿色水

利工程、安全水利工程研究。

　　二、凝聚了一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学术团队
　　学科全职聘用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2 名，柔性引进发达国家院士 2 名，引进国家杰青、特聘专家、中科院百人计划专

家等学者 5名，培育万人计划学者、省杰青、省突贡专家等省部级人才 15名。现有成员中教授 27人、副教授 13人，具有博

士学位者占比 91.7%，具有海外学术经历者占比 45%。拥有省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和省优秀研究生导学团队各 1 个、省高校创

新团队 9 个。与俄罗斯科学院、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以色列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伯明翰大学、多伦多大学等 30

余个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获批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省“外专双百计划”项目、山东省海外优青等，在《PNAS》等国际一流期刊发表SCI论文 40余篇。

　　三、解决了一批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
　　围绕渤海跨海工程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开展持续攻关，完成论文、专著、决策咨询报告 90 余篇部，占国内该领域相关

研究成果的 48.5%。提出的重大工程方案建议，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此外，针对黄河三角洲土壤盐碱化的建议，先后被

全国政协、山东省委统战部采用。持续为我国海上卫星发射基地提供发射平台技术保障，助力了我国首个海上商业卫星的成

功发射。编研的我国第一部滨海核电温排水监测预测技术手册，科学规范了滨海核电温排水用海问题。攻克了水肥气一体化

精准灌溉关键技术，新增产值超过16亿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四、学科方向介绍
　　1. 港口海岸防护与人工岛礁建设：主要开展侵蚀海岸防护和人工岛礁结构、施工及材料应用研究，带头人尤再进教授为

国家杰青、泰山学者特聘教授。设有山东省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十三五”以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等重大重点项目，经费总额 6000 余万元。研发的沙岸防护水下潜堤、

岸线软防护和潟湖沙坝修复技术，成功应用于山东半岛侵蚀沙岸防护；研发的海上航天发射平台减震抗浪技术，为我国首次

海上航天发射提供了技术支撑。曾获2021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

　　2. 海岸海洋工程环境安全与保障：主要开展大型海岸海洋工程环境安全和效应研究与评价，带头人王庆教授为中国海洋

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国家级海域使用论证评审专家。设有烟台海洋工程安全保障技术创新中心、烟台海洋能源利用工程安

全保障技术创新平台。“十三五”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重点项目，累计经费

3800 余万元。50 年尺度海洋工程地貌演变效应与机理研究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提供了环境可行性依据，相关成果得到

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曾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一等奖。

　　3. 滨海湿地水利工程与环境修复：主要开展湿地水文过程与水资源利用、湿地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带头人于君宝

教授为中科院百人（领军人才）计划、国务院特贴专家。设有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站、山东省滨海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高校

协同创新中心。“十三五”以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山东省良种工程重大专项等重点项目，累计经费

3600 余万元。研发的“水文连通”和“逆境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技术，应用于黄河三角洲退化湿地修复。曾获中国自然资

源学会优秀科技奖和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4. 农业水文过程与水资源高效利用：主要开展农业水文过程、水资源评价和精准灌溉等研究，带头人司炳成教授为国家

特聘专家、美国和加拿大土壤学会“双会士”。“十三五”以来，先后承担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省“外专双百计划”团队项目、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等重点项目，累计经费 2900 余万元。研发的水肥气一体化灌溉和

纳米生物炭深施技术在黄淮海平原得到大面积应用，新增产值16亿元。曾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南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供稿：鲁东大学水利工程学院

山东省优势特色学科简介
——鲁东大学水利工程学科

　　学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鲁东大学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针对当前地方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健全常态化质量管理、狠抓学位论文选题源头

治理、做实全过程全方位培育、优化学术生态和严格质量评价五个方面，系统构建了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

为新时代地方高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提供了本土范式和实践范例。

　　一、突出“内外兼修”，强化“常规”建设，健全常态化质量管理体系

　　强化内控机制，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机构，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

学督导委员会、研究生院、各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和各学院协同发力，定期制定（修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

量标准，加强学位论文质量常态化管理；拓展外评机制，建立用人单位、行业等利益相关方以及第三方机

构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外评机制，将学位论文促进毕业生发展和服务需求情况作为重要质量指标。

　　二、突出“因材施教”，强化“分类”培养，狠抓学位论文选题源头治理

　　建立不同类型学位论文的专业标准体系，让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强化专业学位

论文的专业性，组织开展教育硕士等专业学位论文专业标准和基本要求的精准培训。把握不同类型学位论

文的选题开题标准，强化开题报告会的考核、评价、筛查作用。

　　三、突出“三全育人”，强化“研究”素养，做实学位论文全过程全方位培育

　　坚持系统思维和整体推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机结合，坚持显性课程和

隐性课程有效融通，通过修订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导师日常指导和组会、加强导师组协同育人、

开展研究生创新创业及各类学术社团活动，全过程全方位助力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为学位论

文提供充足学术资源和丰富文化滋养。

　　四、突出“协同育人”，强化“融合”创新，优化学位论文学术生态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地融合，引导研究生进项目、进团队、进平台，为

学位论文提供真实专业情境；强化学位论文指导校内外双导师制，通过协同培养和服务需求提高研究生教

育质量和学位论文质量。

　　五、突出“评价改革”，强化“多元”评价，严格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

　　强化论文检测查重、全盲审、预答辩等环节，将论文质量管理关口前移，以多元化手段确保客观评价，

预防“问题论文”；健全“问题论文”追责机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学位点评估和动态调整、学院年

度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在上述保障体系的顺利实施下，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2018—2021 年，获评山东省优

秀博士学位论文 2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9 篇，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优秀论文 2 篇。2022 年 5 月 6 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关于表扬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成效显著单位的通知》，

我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双双受到表扬，其中，博士学位论文连续 4 年无“存在问题论文”，硕士

学位论文连续3年无“存在问题论文”。

　　有关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做法，我校在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论坛上

做了典型发言，引起了各类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人民号、新华网—新华号、学习强国—强

国号、大众日报客户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山东省教育厅—战线联播等媒体进行了专门报道。学位论

文质量保障体系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下一步，鲁东大学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全省研究

生教育会议部署要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按照“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

的工作主线，持续优化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供稿：鲁东大学研究生院

多措并举　严格管理
构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