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2 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 

0705 地理学硕士点介绍 

1、 本学科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

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的学科。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

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与灾害地理学、地理环境遥感、城市与区

域地理学等。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具有时空特征的

地理信息已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作为

整合其它各类社会经济和人文统计信息的基础平台，地理信息系统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公众生活的各个

方面，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5 年我校获“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获

批以来，紧密结合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优势，在原有工学专业领域内，

探索理工融合的研究生办学模式，取得了较大成功；2018 年获地理

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8 年依托矿业工程在矿山遥感与智

慧矿山方向开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地理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流域环

境与地表过程、客家文化与区域发展、矿山资源环境遥感、空间大数

据与智慧矿山等。紧密结合我校学科优势和社会各行业部门的需要，

以创新为主线，围绕地理信息科学理论、地理信息工程、资源环境遥

感、客家人文地理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

势，取得了一批在理论与实际应用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已

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有关单位、部门的业务骨干，

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2、 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 

本学科培养具有扎实地理科学理论基础与实验技能、能独立从事

地理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与实践工作的高素质人才。要求毕业生深

刻理解地理学探讨陆地表层自然与人文各要素演化、空间分异及相互

作用的学科内涵，了解国内外地理科学的前沿与动态，掌握地理学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研究方法，并能够熟练地运用。具有良好的科学

素养和科学研究能力，有较好的创新意识，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并具有一定的口头表达与写作能力。毕业

后能胜任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管理等工作，或继续攻读学

位。 

基础理论课包括：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现代 GIS 理论与方法、

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 

专业课主要包括：高级 GIS 应用开发、地学建模方法与应用、现

代空间数据库理论、现代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原理、国土空间规

划理论与实践、空间大数据处理与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算法基础、高

等经济地理学、现代地图学理论与方法、流域环境变化、地理信息科

学进展、地域文化与传统村落保护、网络 GIS 应用开发、智慧城市的

理论与方法等。 

3、 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地理学现有硕导 28 人，其中校内 20 人，校外兼职导师 8 人（包

括南京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虚拟地理环境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闾国年教授，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刘仁义博导

教授等）。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



的师资队伍，包括 10名教授和 12名副教授。拥有江西省百千万第一、

二人选 3 名，江西省教学名师 2 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3 名。 

 

导师介绍： 

闾国年：男，1961 年 1 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导。南京大学

地理系学士、硕士，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博士。1990 年至 1996 年在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任教，

1992-1994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地理信息系统的博士后研究工

作。1996 年至今先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任教。任南京师

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虚拟地理环境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获得者，江苏省“跨

世纪学术带头人”，人事部百千万人才计划第一、第二层次人选，江

苏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理事，教

育与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江西理工大学兼职教

授、硕士生导师。 

闾国年教授已出版专著、教材、地图集 10 多部，发表研究论文

100 多篇，申请及获得批准的专利 15 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奖项 10 余项。主持编写的 21 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地理信息系统教

学丛书（30 余本），是我国目前全面介绍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

技术和应用方面，适合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书籍。近年来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 项目、863 项目多项，研究经费超过 1000

万元。 

兰小机：理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百千万人才

工程人选、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

师，兼任江西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现任



江西理工大学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院长。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科学与测

绘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大数据存储管理及分析应

用、物联网与 GIS、空间数据库理论与空间数据挖掘、GIS 应用开发。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获江西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赣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近年来在《遥感学

报》等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GML 空间数据库

理论及 GMLGIS》）、教材 2 部（《空间数据库理论及应用》、《基

于 ArcObjects 与 C# .NET 的 GIS 应用开发》）。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二

等奖 2 项。先后独立指导硕士研究生 100 余人。所指导的研究生中有

2 名研究生获江西省优秀硕士论文，多名研究生获得江西省研究生创

新资金项目，多名研究生获校优秀硕士论文。 

刘小生：工学博士、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首批人选，

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江西省高校又红又专学科带头人，

首届江西省青年科学家，江西省教学名师，江西省优秀硕士生导师，

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才，江西省高校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国际矿山测量协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GPS 协会教育专业委员，中国测绘

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中国测绘学会矿山测量专业委员。主要从事测绘

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主持研究了包括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

内的各类科研项目 70 多项，出版专著与教材 5 部，获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10 个，公开发表论文 180 多篇，其中三大检索收录 60 多篇；获

省部级教学和科技奖励 6 项。 

4、 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近 5 年来，围绕空间数据库理论与空间数据挖掘、地理信息工程、

资源环境及遥感应用、客家人文地理等方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 项，国

防科工局高分专项 1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30 余项，承担 GIS 应用工

程项目 40 余项，科研经费充足；发表高水平论文 100 余篇，其中被

SCI、EI、ISTP 检索 40 余篇；出版著作 10 余部。 

在空间数据库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原

GML 空间数据库理论及 GMLGIS 与传统 GIS 集成研究”，对 GML 空间

数据库理论及 GMLGIS 进行了深入研究，在 GML 空间数据本原存储、

查询、索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创新性研究成果，在该研究领域处于国

际领先地位，并出版了专著《GML 空间数据库理论及 GMLGIS》。在

空间数据挖掘方面，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 GML 的时空关

联规则及序列模式挖掘研究”，从半结构化数据挖掘的角度，对 GML

时空关联规则及序列模式挖掘的算法、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已取得

一定的研究成果。 

在资源环境及遥感应用研究方面，以遥感和 GIS 为技术依托，对

水体遥感信息机理、流域环境与生态、矿山环境与生态、土壤环境与

生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在地理信息工程研究方面，我们紧密结合地方行业GIS应用需求，

先后承担了“鄱阳湖地区防汛抗洪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基于 GIS 的鄱

阳湖区洪水预报研究”、“赣州市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城市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城市三维公众地理信息服务系统研究”等

20 余项 GIS 应用工程，对 GIS 应用工程项目的开发方法、开发过程控

制、技术集成、系统集成与数据共享等进行了探索研究，形成了一套

GIS 应用工程项目高效开发模式。其中“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研究”



获 2009 年度江西省高校科技成果一等奖，“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共

享平台与三维公众地理信息服务系统研究”获 2009 年度赣州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 

在客家人文地理研究方面，具体包括客家人文地理、城市与区域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 

5、 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拥有一支学术特长明显、知识丰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

导师队伍，现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 12 人。拥有江西省高校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有空间数据采集实验室、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和摄影测量

与遥感实验室等实验室，实验设备先进，数字图书馆资料齐全，为研

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

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研究条件。 

 

 

 

地物光谱仪                  植被冠层数字图像分析系统 

 



    

太阳光度计                     GIS 实验室 

 

0816 测绘科学与技术硕士点介绍 

1.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我校测绘科学与技术学科创立于 1977 年，是我校创办较早的学

科专业之一。现有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包括大地测量学

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3个二级

学科硕士学位点。测绘科学与技术学科是江西省“九五、十五、十一

五、十二五”省级重点学科；同时测绘工程专业也是江西省首批本科

品牌专业、特色专业；2013年测绘工程获批国家“卓越工程师”计

划专业，2016年首次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017年测绘学

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C类学科，2018年测绘学科依托

矿业工程专业招收矿山遥感方向博士研究生，2019年测绘工程专业

通过了教育部工程教育第 2轮专业认证，并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测绘科学与技术下设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三个研究方向，涉及空间数据采集理论与技术、地理



信息技术及应用、精密工程测量与自动化、智慧城市与物联网工程、

数字摄影测量及应用、遥感图像处理与分析、地理国情监测等领域。 

2. 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测绘学科现有研究生专职导师 12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2人，

导师中有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江西省首届

青年科学家 1 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1 人，入选江西省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2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1 人，

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1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 3 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导师简介如下： 

刘小生，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二级教授，全国

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工程”首批

领军人才，江西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主持研究了包括 3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 50多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等 10多项奖励，发表了 18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 2部。 

兰小机，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江西理工大学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院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4项；获赣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发表学术论

文 80余篇，编写教材、讲义 4部，出版专著 1部、教材 1部，获江

西省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社会兼职：江西省测绘学会地理信

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遥感信息技术应用协会专家委

员会专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期刊特约编委，《大地测量与地球



动力学》期刊特约审稿专家。 

李沛鸿，男，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测绘工程系主任，江西省测绘地理信息

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房产测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多项省部级和重大横向研究课题，科研经

费 500多万元，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在各级各类国内外学

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近 40余篇。2008年被评为江西理工大

学首届“优秀教师”。先后主编过《建筑工程测量》教材，2009年获

江西省优秀教材二等奖。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研究领域包括地形数据三维快速获取方法、GNSS技术与

应用、三维地形建模、矿山开采沉陷研究；三维 GIS理论与方法、三

维地学建模与模拟：海量遥感影像数据存储于并行分发技术、遥感技

术在洪灾损失评估和水环境监测中应用：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的方法

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等。目前公开出版论著、编著、教材等 6 部，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余项，省部及项目 20项及 30余项企

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一千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其中

SCI、EI检索论文 50余篇，专利与软件著作权 10余项。 

4.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现有教学科研人员近 30 人，其中正、副教授 20 多人，

研究生专职导师 12人。教师专业学历高，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队

伍稳定，教学与指导水平较高，每位导师都有导师工作室。 



另外，测绘工程专业现拥有普通测量、精密工程测量、空间定位、

数据采集、摄影测量与遥感等实验室。测绘专业现有实验及附属用房

面积 800多平方米，建有校内外实习基地 6个，有 GNSS接收机及校

园 CORS站、测量机器人、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地

物光谱仪、全站仪等各种精良仪器设备 1000余万元，具有良好的教

学与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测绘领域高层次人才，能

够胜任测绘领域科学研究或大型工程技术研发与管理等方面工作。具

有数学、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坚实而深厚的基础理

论。具体而言，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知

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和

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积极为

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建设服务。 

深入了解近代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的进展与动态，熟练掌握大

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具有独立应用开发地理信息系统基础研究、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

数字工程建设、空间分析与应用、辅助决策管理与空间数据处理等软

件的能力。 

掌握摄影测量与遥感信息获取、空间数据处理、影像解译与分析



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大地测量与测量工程方向： 

基础理论课：现代 GIS理论与方法、近代平差理论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空间大地测量学、测量数据统计分析、精密

工程测量、现代摄影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算法基础、高级 GIS应用

开发、遥感对地观测技术、遥感图像处理与分析。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方向： 

基础理论课：数值分析、C#程序设计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高级 GIS 应用开发、遥感地学分析与应用、

现代空间数据库理论 

摄影测量与遥感方向： 

基础理论课：数值分析、C#程序设计、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遥感物理、现代摄影测量学 

085704 测绘工程硕士点介绍 

测绘工程是研究地球和其他实体与空间分布有关的信息的采集、

量测、处理、表达、管理、分析、更新和应用的工程领域。本领域覆

盖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以及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等学科领域，涉及地球物理学、海洋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

程、交通工程、地质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地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等相关学科领

域。本领域主要为地球科学研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



灾、区域环境保护与生态重建、土地资源调查与利用、道路建设、交

通导航、城市建设等提供工程技术和管理服务，其行业覆盖面主要有：

测绘、勘察、地矿、规划、建筑、海洋、交通、农林、水利、电力、

房地产、国防等。 

我校测绘学科创立于 1977 年，是我校创办较早的专业之一。现

有一级学科硕士点 1 个：测绘科学与技术；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 4 

个：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

息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有工程硕 士领域 1 个：测绘工程；

包括 2 个本科专业：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系统。测绘科学 与技术学

科是江西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省级重点

学科；同时测绘 工程专业也是江西省首批本科品牌专业、特色专业，

2013 年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2016 年测绘工程专业通过国

家专业认证。 测绘工程按工程技术人员工作性质，领域范围可分为：

动态大地测量与环境变化及灾害监测，对地测量理论与技术，精密工

程测量，交通导航工程，土木、水利、矿山、海洋工程测量，地籍测

量与土地信息系统，数字摄影测量，遥感图像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工

程，国土规划与管理。测绘工程学科现有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8 人， 

副教授 7 人，讲师及工程师 10 人。教师中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

全国优秀教师 1 人，江西省首届青年科学家 1 人，“赣鄱英才 555 

工程”人选 1 人，入选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2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1 人，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 和技术带头人 1 人，

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3 人。 



0859 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点介绍 

1. 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江西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创办于 1992 年，1994 开始招收本科

生,2009年开始拥有硕士研究生推免权；2011年获得土木工程一级学

科硕士授予学位权，2012 年开始对其下所设 6 个二级学科招收硕士

研究生。2013 年分别与德国莱比锡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泰国宋

卡王子大学建立合作办学项目。土木工程专业现为江西省特色专业，

土木工程教学团队为省级教学团队，岩土工程、地理学学科为我校重

点学科。 

江西理工大学于 2008 年获得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予

权。本领域涉及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道路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

市政工程、人工环境工程、地理信息工程、城市地下空间、人居环境

营造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 

2. 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拥有一支梯队结构合理、学术水平较高、治学严谨的师资队

伍。现有专任教师 81 人，行业教师 28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8

人。博士生导师 6人，硕士生导师 45人（校内导师 30 人、校外导师

15 人）。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3 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

骨干教师 2 人，江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2人，江西省“赣

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 3 人。 

罗嗣海：男，1966年生，江西兴国人。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 年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博士后。现任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

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

次人才，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领军人才，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http://baike.so.com/doc/3558869.html
http://baike.so.com/doc/3637138.html
http://baike.so.com/doc/5807198.html
http://baike.so.com/doc/3077221.html


获科技成果奖励 8项。主研方向为：岩土力学与地基处理、环境岩土、

离子型稀土高效开发和绿色提取；出版专著 2部，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20 余篇。完成的项目有：基于地面变形的强夯加固计算方法研究、

耦合作用对核素迁移的影响研究等 20 余项，主要在研项目有：密集

导流孔和收液巷道耦合下离子型稀土原地浸矿渗流规律研究、稀土原

地浸矿中渗流-力学-化学耦合作用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离子型稀土开

采环境损伤及修复关键技术等。 

刘祖文：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

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先后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位论文和江西省科技项目、江西省环境保护项目

等方面的评审专家，《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编委等。江西理工大学

市政工程学科领域负责人，主讲了 10 余门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指

导硕士研究生近 30 余人。获江西省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3 项。主要

研究领域为水处理、水流域安全和技术、环境污染控制技术及应用等，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级及企业委托项目 20 多项，各类研究经费达 500

余万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 SCI、EI、ISTP 等检索

收录 10 余篇。出版《离子型稀土矿区土壤氮化物污染机理》、《煤磨

机噪声控制技术》专著 2 部和《水景与水景工程》教材 1 部，获实用

新型专利 1 项，申报并受理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兰小机：男，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人选、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

科带头人，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地理信息科学学科带头

人、负责人；江西省测绘学会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期刊理事会理事，《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期刊特约审稿人。主要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数据库理论与空间数据挖掘、分布式并行计

算环境下空间数据的存储管理等。近 5 年，兰小机教授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项，横向科研项目多项。近年来对 GML空间数据库理

论及 GMLGIS、GML 时空关联规则及序列模式挖掘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研究，在 GML 空间数据本原存储、查询、索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创新

性研究成果；在《遥感学报》等专业学术期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

学术论文 50余篇，出版著作 2 部。“数字城市基础地理信息共享平台

与三维公众地理信息服务系统研究”项目获 2009年度赣州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先后独立指导硕士研究生 90 余人。近三年，所指导的研

究生中有 2 名研究生获得江西省研究生创新资金项目，1名研究生获

江西省优秀硕士论文，多名研究生获校优秀硕士论文。 

刘小生：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二级教授，全国

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西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首批

领军人才，江西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主持研究了包括 3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 50 多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等 10 多项奖励，发表了 180 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 2 部。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近 5 年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EI、ISTP、中文

核心等论文 260余篇，出版著作 15 部，授权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 35

项，授权软件著作权 30项；完成和在研纵向研究项目达 50 余项，包

括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3项，省部级和地（厅）

级纵向科研项目 50项；完成横向课题 80 余项。 

4.培养条件 

同对应的学术型学科（岩土工程、市政工程、结构工程、桥梁

与隧道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



程、地理信息工程）。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培养目标：掌握土木水利学科领域内的基础理论，知识面广，能

胜任工程设计、管理、科学研究、专业教育、技术开发等专门技术工

作；具有系统思维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熟悉本学科的发展现

状和研究动态，具备阅读和查找文献资料的能力，具有撰写研究论文、

工程报告的能力；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较强的工程经济意识和工程

表达能力；培养身心健康、爱国、爱岗、服务社会的专业人才。 

开设的主要课程： 

1、结构工程 

数理统计、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方法、弹塑性力学、结构动力学、

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有限元数值分析、结构抗震分析与设计理论、

现代测试技术、高等基础工程学、组合结构、高等钢结构、岩土体稳

定与支护、地下结构工程、工程结构检测与加固等。 

2、岩土工程 

高等土力学、高等岩石力学、高等工程地质学、岩土工程数值分

析、地下结构工程、现代岩土测试技术、高等基础工程学、地基处理

新技术等课程。 

3、市政工程 

高等流体力学、高等水处理理论、饮用水深度处理技术、给水排

水系统优化理论、膜法水处理技术、特种废水处理技术、污染控制化

学、污染控制生物学、现代仪器分析与测试、污泥处理处置与资源化、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研究生素质培养及工程伦理等课程。 



4、桥梁与隧道工程 

弹塑性力学、高等岩石力学、隧道力学、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结构动力学、有限元与数值模拟、桥梁结构分析理论、现代测试技术、

高等基础工程学、地基处理新技术、边坡与支挡结构、地下结构工程、

工程结构健康监测与诊断。 

5、地理信息工程 

计算方法、现代 GIS 理论与方法、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现代摄

影测量学、地理信息算法基础、遥感地学分析与应用、高级 GIS应用

开发、遥感图像解译原理与方法、现代地图学理论与方法、智慧城市

的理论与方法、数字矿山技术与应用。 

6、人工环境工程 

计算方法、数理统计、知识产权基础、高等工程热力学、高等热

质交换技术原理、高等工程流体力学、暖通空调系统分析与评价、热

工及环境监测技术、绿色建筑概论、空气净化理论与技术、节能理论

与技术、暖通空调 CFD 模拟仿真、新能源利用技术等课程。 

7、工程建造与管理 

知识产权基础、数理统计、计算方法、数学物理方程、运筹学、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城市特色与城市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学、国际工

程招投标、建设项目风险管理、项目决策分析与评价、现代测试技术

等课程。 

 

081401 岩土工程硕士点介绍 

1、 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 



我校土木工程学科创办于 1992 年，已培养了本专科学生 4000

多人，岩土工程学科是土木工程的二级学科，是江西理工大学重点扶

持学科，2000 年获批岩土工程硕士点，2013 年起依托矿业工程培养

环境岩土工程方向博士生。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研究经费充足，具有完备的试验条件以及

良好的研究生教学与科研环境。在岩土体稳定性分析、岩石动力学、

离子型稀土资源绿色提取、地基处理、边坡工程、深基坑工程、隧道

与地下工程等方面研究特色显著，科研水平处于国内前列，较好地服

务于江西及周边省市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受到各界的好评。 

目前，本学科已形成以下几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1）岩土体多场耦合动力学； 

2）岩土动力学及稳定性分析； 

3）岩土工程检测与控制； 

4）岩土力学与地基处理等。 

2、 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

队伍。学科现有 35 名教师，包括 10 名教授和 13 名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 17 人，博士生导师 4 人，其中校外兼职导师 6 人（4 人为博士

生导师）。拥有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人选 3 名，江西省井冈学者特

聘教授 1 人，江西省教学名师 2 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3 名，全国优

秀力学教师 2 人。 

王观石：男，1977 年 7 月生，江西于都人，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江西省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力学教师，江西省优秀

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江西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离子型稀土高效开发与



应用江西省高等学校高水平实验室主任，现任土木与测绘工程学院副

院长。长期主要从事离子型稀土资源绿色提取、岩石动力学方面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 4 项，省部级和企业委托项目

10 余项，获省部级奖励 3 项，其中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排

名第一），参与编写“离子型稀土原地浸出开采技术规范”国家技术规

范 1 项。先后指导博士研究生 7 名、硕士研究生 45 名。研发的离子

型稀土原地浸矿滑坡控制技术、离子型稀土原地浸矿分区精准注收液

技术及装备等技术成果，专家评价为“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

应用于龙岩市稀土开发有限公司等，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金解放：男，1977 年 03 月生，河南杞县人，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全国优秀力学教师，江西理工大学清江拔尖人才。主要从事

岩土动力学及岩土工程稳定性分析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现任土木

与测绘工程学院院长助理。2012 年 6 月在中南大学获岩土工程专业

博士学位；2016.9-2017.9 在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访问交流

一年。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省部级和 863 子课题

多项。在《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煤炭学报》、《J. Cent. South Univ.》、

《Front. Earth Sci.》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SCI/EI 检索 30 余篇。

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 项, 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

专利 1 项。在教学方面，主讲课程有《冲击动力学》、《损伤力学》、

《工程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 

潘建平：男，1978 年生，江西婺源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

岩土工程风险评估与灾害防治、地下结构可靠性与安全控制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讯评审专家、江西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

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江西省综合评标专家。主要从事岩土工程、隧道

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来，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江西省科技厅项目 2 项、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3 项、

校级自选课题 2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被 EI 检索 6 篇。 

温树杰：男，1979 年生，内蒙古卓资人，博士，教授，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通讯评审专家、江西省科技奖励评审专家、中国土木工

程协会隧道与地下工程分会建设管理与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近 5 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 项、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2 项、江西省高等学校教育改革项

目 1 项、企业重点攻关项目 10 多项；主讲江西省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1 门；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7 篇；授权专利 2

项、出版专著 1 部。 

罗嗣海：男，1966 年生，江西兴国人。199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8 年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

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才，省“赣鄱英才 555 工程”

领军人才，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获科技成果奖励 8 项。主研方向为：

岩土力学与地基处理、环境岩土、离子型稀土高效开发和绿色提取；

出版专著 2 部，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20 余篇。完成的项目有：基于地

面变形的强夯加固计算方法研究、耦合作用对核素迁移的影响研究等

20 余项，主要在研项目有：密集导流孔和收液巷道耦合下离子型稀

土原地浸矿渗流规律研究、稀土原地浸矿中渗流-力学-化学耦合作用

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离子型稀土开采环境损伤及修复关键技术等。 

3、 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近年来，在岩土工程学科研究领域内形成了明显的教学特色和科

研优势，并正在向相近学科渗透和综合，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和推广

http://baike.so.com/doc/2844939.html
http://baike.so.com/doc/3558869.html
http://baike.so.com/doc/5807198.html
http://baike.so.com/doc/3077221.html
http://baike.so.com/doc/3077221.html


应用能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江西及周边省市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

响。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四年获江西省政府科

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余项，省部级研究课

题 20 余项，横向科研项目 30 余项，科研项目经费 1000 多万元；发

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00 多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 60 余篇，获批发明

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出版著作教材 5 部。 

4、 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拥有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条件，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现

有硕士生导师 17 人, 博士生导师 4 人。近年来结合国家重大工程承

担、完成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有 60 多项。每年承担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和横向工程科研课题。依托土木力学实验中心、江西省环

境岩土与工程灾害控制重点实验室，拥有大型多功能岩土工程模型试

验系统、动静三轴综合测试系统、SHPB 冲击加载系统、GDS 非饱和

土三轴试验系统等大型试验设备，具有良好的师资、课题和实验研究

条件。 

5、 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培养目标：掌握岩土工程学科领域内的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

门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研究动态，能胜任科学研究、高等

教育工作或进行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能

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

流的语言能力；具有较强地工程实践技术与管理的能力。 

主要课程：弹塑性力学、损伤力学、高等土力学、高等岩石力学、

高等工程地质学、岩土工程数值分析、地下结构工程、现代岩土测试

技术、高等基础工程学、地基处理新技术等课程。 

 



081402 结构工程硕士点介绍 

1.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我校土木工程学科创办于 1992 年，已培养了本专科学生 4000

多人，结构工程学科是土木工程的二级学科，是江西理工大学重点

扶持学科，于 2010年正式开始招生。 

结构工程学科是研究土木工程中具有共性的结构选型、力学分

析、设计理论和建造技术的学科。本学科依托土木工程专业和土木

与力学实验中心，围绕土木工程领域中的各类结构问题和自身条件，

结合学科特色，跟踪学科前沿，开展混凝土结构、钢结构与组合结

构、装配式建筑结构、工程结构抗震、结构监测、检测与加固技术

等研究和工程实践，形成了大跨空间结构、地下结构工程、结构抗

震设计与理论、结构健康监测与损伤识别、装配式结构、新型建筑

材料与结构耐久性等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本学科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学科现有 20 多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67%，包括 2 名教授

和 5 名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0 人，其中校外兼职导师 1 人。 

朱南海：博士、副教授。江西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主要从事

大跨度空间结构抗震、结构优化等研究。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 30 余篇。近三年来，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江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

究项目 1 项、校级科研、教改课题 6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 



汪小平：硕士，副教授。江西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赣州市建

设工程安全质量专家库专家；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国家注册造

价工程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曾获江西理工大学“青年教学标兵”，

江西理工大学第二届“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等光荣称号。主要

研究方向为建筑结构设计与优化、工程结构抗震、结构耐久性、工程

项目管理等。近年来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

持、参与省科技厅、教育厅科研课题 5 项，主持及参与省教育厅的教

学改革课题 5 项；负责及参与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3 项。 

邓通发：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桥梁结构抗震、工程结构健康

监测与损伤识别研究、复合材料和组合结构力学行为。江西省综合评

标专家，赣州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专家，赣州市公路学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了江西省科技厅、教育厅、交通厅以及企业委

托的横向课题 10 余项，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其他科技项目，

主持在研科研项目 100 余万；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EI 期刊论

文 6 篇；出版专著 2 部；取得专利 6 个；曾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 1 项，南昌市科技进步奖 1 项，江西省公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各 1 项，中国有色金属科技论文奖二等奖 2 项。 

曹茂森：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河海大学动力灾变研究所所长、

江西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2011）重大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协同

创新中心副主任兼执行主任、江苏省“沿海工程结构安全保障”科技

创新团队负责人、“一带一路”外国院士专家工作站负责人，是欧盟

玛丽•居里学者、江西省千人计划学者（短期）、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获得者，海外留学 6 年。主持包括 4 项国家自然基金、“一带一

路”国家引智计划等在内的 12 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在 APL、MSSP、



SMS、SHM 等领域知名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5 篇，SCI 他引 876 次，获

欧盟-中国科技创新龙星奖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2 项，均排名 1。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硕士点依托土木工程本科专业，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在大跨

空间结构、地下结构工程、结构抗震设计与理论、结构健康监测

与损伤识别、装配式结构、新型建筑材料与结构耐久性等等领域

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初步形成了较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取得了

一定的科研业绩。近三年来，完成或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

省部级科技项目 6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同时，本硕士点积极

开展地方和行业科技服务，主持及参与了区域和行业工程建设项目的

设计、咨询和科技研发工作 30 余项。 

4.培养条件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

队伍，能够开设培养研究生所需的系列课程。本学科拥有省级实验平

台“江西省环境岩土与工程灾害控制重点试验室”，拥有土木与力学

实验中心，下设力学实验室、结构实验室、岩土实验室、道桥实验室、

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室、BIM 实验室和数值分析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

实验室拥有 90m*21m 结构试验大厅、大型反力墙及反力地坪、MTS

多通道拟动力加载系统、地震模拟振动台、疲劳试验机、混凝土失效

分析试验机等大型仪器设备，以及 ABAQUS、ANSYS、OpenSees、PKPM、

Midas 等专业结构分析软件，能够满足研究生课题研究与工程实践的

需要。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培养目标：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掌

握坚实的数学和力学知识；系统掌握结构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和

知识；具有解决结构工程领域中的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掌

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计

算机应用能力。 

基础理论课包括：数理统计、计算方法、弹塑性力学；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结构动力学、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

有限单元法、结构抗震分析与设计理论、现代测试技术、高等基

础工程学、组合结构、高等钢结构等。 

081403 市政工程硕士点简介 

1、 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本专业培养掌握城市水系统健康社会循环全过程的技术专业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围绕水质安全保障技术等有关水质科学和工程开

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工艺，开发新材料和新

设备。通过对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的研究，研制开发出高效低耗、

效果稳定的污水处理与资源化的技术方法和设备。利用系统工程的原

理和方法解决本学科有关系统优化问题。本学科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

向，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生态环保为理念，开展特色化人才培养。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污废水处理（污泥处置）理论与技术：

稀土矿区氮化物与重金属的复合污染机制、重金属迁移转化规律研究、

地下水原位脱硝、超声波协同短程硝化脱氮、好氧颗粒污泥脱氮及重

金属去除、矿山废水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技术、水处理膜分离技术等；

2）城镇及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城镇及农村自来水工程优化研

究，饮用水絮凝强化沉淀技术，微污染水源水处理理论与技术，蓝藻



去除及微囊藻毒素生物降解，高级氧化技术控制消毒副产物，节水型

城市改造优化研究等；3）给排水工程系统优化：城镇给排水规划，

城镇给水管网优化，城镇排水管网优化，工业给排水系统优化设计等；

4）流域水环境与水生态治理：主要包括流域水环境调查、水资源保

护、水环境综合治理、水生态修复等。 

2、 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本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

资队伍。学科现有 30名教师，其中 8名教授、9名副教授及 3名高

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 24人，6人为博士生导师，其中校外兼职导

师 8人。拥有中科院百人入选者及杰青获得者 1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江西省百千万第一、二人选 2名，江西

省教学名师 1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1名。 

刘祖文：男，1969年生，博士，教授，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

中共党员，博、硕士生指导教师，江西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先

后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位论文和江西

省科技项目、江西省环境保护项目等方面的评审专家，《环境科学与

技术》杂志编委等。江西理工大学市政工程学科领域负责人，主讲了

10余门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指导硕士研究生近 30余人。获江西省

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3项。主要研究领域为水处理、水流域安全和技

术、环境污染控制技术及应用等，主持完成国家级、省级及企业委托

项目 20多项，各类研究经费达 500余万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0余

篇，其中被 SCI、EI、ISTP等检索收录 10余篇。出版《离子型稀土

矿区土壤氮化物污染机理》、《煤磨机噪声控制技术》专著 2部和《水

景与水景工程》教材 1部，获实用新型专利 1项，申报并受理国家发

明专利 2项。 



强志民：男，1970 年生，博士，教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中

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

院饮用水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兼职教授。江西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水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科院“一三五”

项目、国际合作、企业横向等 30余个科研项目，发表 SCI论文 138

篇（H指数 24），中文论文 56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项。2012年

获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推选为“新崛起研究者”，2013

年获住建部“科技创新先进个人”，2014年获国际水协“项目创新

奖（东亚区奖）”。 

3、 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近 3年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中被 SCI、EI检索 20余

篇；出版著作 4部；申请专利 10余项；完成国家级课题 5个，在研

3 个；完成省部级课题 8 项，在研近 20 项；完成横向课题 30 余项，

在研 20余项；横向课题 400余万元。导师年均科研经费 8余万。与

洪城水业、赣州水务集团、宁都县生态环境局、赣州市水文局、龙南

县生态环境局、定南县生态环境局等多个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科

研合作关系，一批成果得到应用。 

4、 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为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可培养工学硕

士研究生。本学科生源主要来源于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化

学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市政工程领域具有一支雄厚的师资队伍，

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30人，其中 8名教授，9名副教授，3名高级工

程师，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 90%。现有江西省环境岩土与工程灾害控



制重点实验室、江西省水工艺模型科普教育基地、赣州市流域污染模

拟与控制重点实验室、赣江流域水质安全保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水

质保障实验室、水健康循环实验室、水质分析实验室等。本实验中心

拥有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离子色

谱仪、总有机碳分析仪等一系列实验室研究设备，还可依托环境工程、

土木工程及钨资源高效开发及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钨

与稀土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

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研究条件。近年来结合国家重大工程承担、

完成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有近百项。每年承担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和横向工程科研课题。此外市政工程导师队伍结构合理，理论知

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研究方向稳定、相关学科发展较为协调；各

类图书资料较为丰富、计算机及相关软件齐备；实践基地建设较好，

项目可参与性较强。 

5、 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介绍 

培养目标：掌握扎实的水系统健康社会循环全过程的技术专业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教学工作和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够在市政、环保和

教育部门从事设计、施工、管理、教学或研究工作，有严谨求实的作

风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

献；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

魄，在德、智、体等各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 

开设的主要课程：高等流体力学、高等水处理理论、饮用水深度

处理技术、给水排水系统优化理论、膜法水处理技术、特种废水处理

技术、污染控制化学、污染控制生物学、现代仪器分析与测试、污泥

处理处置与资源化、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研究生素质培养等课程。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硕士点简介 

1、 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是一级学科土木工程下的二级学

科，2011年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本学科以传热传质学、工程热力

学、流体力学、人工环境学为基础理论，通过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

技术、机电技术等学科互相渗透，围绕建筑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开

展科学研究，提出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开发新材料和

新设备，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交通、医疗以及人民生活等国民经

济的各个领域。研究方向主要有人工环境控制、空调系统节能及优化、

空调用冷热源技术、供热工程与太阳能利用、建筑通风、相变储能材

料、新能源应用等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近几年紧密结合学科发展

方向和企业技术进步需要，在节能减排、通风空调、相变储能材料及

室内空气品质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部分成果已得到有效的

应用。 

2、 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

队伍。学科现有 12名教师，包括 1名教授和 7名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 6人，协作导师 5人。拥有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2名。 

董冰岩： 1974年生，男，博士，教授，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学

院院长。广东省科技特派员，第十一届挑战杯竞赛获“园丁奖”，青

年科技标兵，江西理工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气净

化与处理新技术。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主持及参加完成

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十项，企业横向课题 10余项，发表高档

次学术论文 30余篇。讲授过的研究生课程：通风与防尘技术专论、



静电技术及应用、火灾与爆炸灾害的防治、气溶胶化学、工业噪声控

制技术、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设备设计。 

张红婴：1974年生，女，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空调

新技术、室内外空气品质。主持与参与科研项目 20多项，发表科研

论文近 30篇，其中 EI检索论文 3篇，获省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项。主持与参与教学研究项目 5项，编著教材 2部，其中一部获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出版社优秀出版物奖二等奖，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1篇。 

费华：1981年生，男，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有生物

质能的高效清洁利用技术研究、绿色建筑及其节能研究。目前主要研

究成果有：在科研论文方面，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和学术会

议上发表科研论文近 20篇，其中 SCI检索论文 4篇，EI检索论文 11

篇，核心期刊论文 3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项目 1 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

江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 2 项、主持江西省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 项，

参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 

3、 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近 3年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其中被 SCI、EI、ISTP

检索 10余篇；出版著作 1部；授权发明专利 11项；完成国家级课题

1项，在研 3项；完成省部级课题 10余项，在研 7项；完成横向课

题 20余项，在研 5项；导师年均科研经费 10余万。与中南大学、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东华大学、虔东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冶金建筑设计院、江西浩金欧博空调制造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关系，可以在工作中进行富有成效的学术和工程技术交流，

同时完成成果转化。 

4、 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为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可培养工学硕

士研究生。本硕士点导师队伍结构合理，学科现有 12名教师，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达 83%，形成了一支学术造诣深厚、结构合理、富

有活力、有创新精神的教师队伍，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研

究方向稳定、相关学科发展较为协调。经过多年的建设，各类图书资

料较为丰富、计算机及相关软件齐备；实践基地建设较好，项目可参

与性较强；实验室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有 1个省级实验中心，1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具有制冷空调、能

源应用、通风除尘、太阳能辐射、热舒适与健康、相变储能材料及热

值分析等多个实验分室。还可以依托土木工程、环境工程及钨资源高

效开发及应用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钨与稀土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每年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工程

科研课题，具备研究生培养的师资、课题、实验等良好的研究条件。 

5、 培养目标及硕士点开设的主要课程介绍 

培养目标：掌握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学科的理论基础

与技术，掌握人工环境、节能减排及能源应用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具

有从事供热、供燃气、通风和空调工程学科及相关领域的科研与开发

及教学工作能力，有严谨求实的作风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较熟练地掌

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 

开设的主要课程：计算方法、数理统计、高等工程热力学、高等

建筑环境学、高等热质交换技术原理、高等流体力学、热工及环境监

测技术、暖通空调分析与评价、空气净化理论与技术、节能理论与技

术、暖通空调 CFD仿真模拟、建筑能耗模拟、新能源利用技术、暖通

空调新技术、热泵新技术及其应用、微粒控制技术等课程。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1.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我校土木工程学科创办于 1992年，已培养了本专科学生 4000多

人，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是土木工程的二级学科，是江西理工大学重

点扶持学科，于 2010年开始招生硕士研究生。 

本学科以桥梁工程和隧道工程为研究对象，在我国铁路、公路和

城市交通大规模建设时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学科拥有一支学

术水平高、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近年来承担了大量省内外隧道工程、

桥梁工程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

到业界好评。 

目前，本学科已形成以下几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1)桥梁结构抗震; 

(2)桥梁评估与加固理论； 

(3)隧道力学理论和试验研究； 

(4)隧道稳定性理论。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

队伍。学科现有 12 名教师，包括 4 名教授和 8 名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 7人，协作导师 2人，其中校外兼职导师 3人。拥有江西省教学名

师 1人，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1名。 

潘建平：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岩土工程风险评估与灾害防治、

地下结构可靠性与安全控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讯评审专家、

江西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江西省综合评

标专家。主要从事岩土工程、隧道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主持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江西省科技厅项目 2项、江西省教

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3项、校级自选课题 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3项。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其中被 EI

检索 6篇。 

温树杰：博士，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讯评审专家、江西

省科技奖励评审专家、江西省高新企业认定评审专家、中国土木工程

协会隧道与地下工程分会建设管理与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清江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首批入选者。近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

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企业重点攻关项目 10 多项，在研项目合同经费达

100 多万元；主持完成的 1 项成果经认定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项成果获江西省高校科技成果三等奖（排

名第 1）；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9 篇），

出版专著 1部，授权发明专利 2项、软件著作权 14项。 

邓通发：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桥梁结构抗震、工程结构健康

监测与损伤识别研究、复合材料和组合结构力学行为。江西省综合评

标专家，赣州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专家，赣州市公路学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了江西省科技厅、教育厅、交通厅以及企业委

托的横向课题 10余项，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其他科技项目，

主持在研科研项目 100 余万；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EI 期刊

论文 6篇；出版专著 2部；取得专利 6个；曾获得江西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1项，南昌市科技进步奖 1项，江西省公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各 1项，中国有色金属科技论文奖二等奖 2项。 

朱洪威：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道路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近年来主持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2项、校级自选课题 2项；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点近年来承担了多项重大科技攻关研究项目，主要有：在

役混凝土桥梁模拟-诊断-评估智能系统联合开发；陡坡桥梁桩柱式基

础的设计方法研究；高韧性混凝土在桥梁锚固区的应用；混合交通流

理论及其在亚健康桥梁承载力评估中的应用研究；超浅埋小净距大断

面穿江隧道关键技术研究；贡江大桥、赣州大桥等施工控制研究；多

断层网状填充性岩溶隧道灾变预测及处治技术研究；岩溶地区复杂环

境下不良地质体超前探测技术研究；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地质雷达判

识系统研究与开发等。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近 3年发表学

术论文 20余篇，其中 SCI、EI收录论文 10余篇，较好地服务于江西

省和赣南地区经济发展。 

4.培养条件 

本学科点拥有一支学术特长明显、知识丰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

导师队伍，其中教授 4名，副教授 8名。本学科拥有省级实验平台“江

西省环境岩土与工程灾害控制重点试验室”，拥有土木与力学实验中

心，下设力学实验室、结构实验室、岩土实验室、道桥实验室、土木

工程材料实验室、BIM实验室和数值分析实验室等多个实验室；实验

室拥有 90m×21m结构试验大厅、大型反力墙及反力地坪、MTS多通

道拟动力加载系统、地震模拟振动台、疲劳试验机、混凝土失效分析

试验机等大型仪器设备，以及 ABAQUS、ANSYS、OpenSees、PKPM、Midas

等专业有限元分析软件，能够满足研究生课题研究与工程实践的需要。



近年来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课题研究，主持了多

项省部级纵向课题，完成了十几项横向课题研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掌握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领域内的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

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和研究动态，具有解决桥隧领域中的重

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能胜任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工作或进行技术

开发、工程设计、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具有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具有

较强地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能力。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的身心。 

基础理论课包括：数理统计、计算方法、弹塑性力学；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高等土力学、高等岩石力学、有限单元

法、高等隧道工程、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桥梁结构分析理论、现代

测试技术、高等基础工程学、工程结构健康监测与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