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湖南农业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湖南省

专业名称： 土地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090205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农学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学位授予门类： 农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4-07-23

专业负责人： 崔浩杰

联系电话： 13657484301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湖南农业大学 学校代码 10537

学校主管部门 湖南省 学校网址 http://www.hunau.edu.
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湖南长沙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农大路1号

邮政编码 410128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þ农学 þ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湖南农学院

建校时间 1903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1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9年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185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934

现有本科专业数 7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875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6687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8.3%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学校是农业农村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湖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A类）。前身为1903年创办的修业学堂，周震鳞、黄兴、徐特立、
毛泽东等先后在此执教。1951年3月由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与湖南
大学农业学院合并组建湖南农学院，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1994年
3月更名为湖南农业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2019年新增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数据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3个本科专业招生，信息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社会工作、产品设计等专
业4个专业暂停招生；2020年新增思想政治教育、舞蹈表演2个本科专业招
生，产品设计专业恢复招生；2021年新增酿酒工程、智慧农业、机器人工
程3个本科专业招生，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暂停招生；2023年新增水生动物
医学本科专业招生，暂停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招生，撤销表演、植物科学
与技术2个本科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90205T 专业名称 土地科学与技术

学位授予门类 农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专业类代码 0902

门类 农学 门类代码 09

申报专业类型 新建专业 原始专业名称 —

所在院系名称 资源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农业资源与环境 开设年份 1951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土地资源管理（注：可
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学

位）
开设年份 1994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在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政府部门、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从事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
复、土地测绘、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技术服务、科学研究、综合管
理等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4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4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4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5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  5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4
长沙巿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3
湖南中欣土地综合整治有限公司  5
湖南地腾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3
创辉达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4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2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2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

预计升学人数 15

预计就业人数 45

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4

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4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4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5

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 5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4

长沙巿规划勘测设计研
究院 3

湖南中欣土地综合整治
有限公司 5

湖南地腾土地规划咨询
有限公司 3

创辉达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4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2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土地科学与技术（090205T） 

 

一、专业介绍 

土地科学与技术是在新农科建设和农林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为更好地支

撑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战略，满足当前农林类专业中土地系统科学、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工程技术等紧缺人才的培养需求，在我校现有 

“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基础上全面整合，突出学科交叉融

合的优势性，将土地科技发展前沿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培养面向新农业、新乡村、

新生态、新业态发展新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目标 

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围绕耕地资源安全、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乡村振兴、用地保障、国土空间优化配置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

设，以培养自然资源管理迫切需求的土地科学与技术人才为宗旨，以德才兼备、

基础扎实、面向需求、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拥有宽厚的地学基础理论，掌握现

代信息技术及工程技术，具备从国家到区域的土地资源利用、规划、保护、修复

科学理论、土地信息及工程技术创新与应用能力, 能在国土、资源、测绘、农林、

环境生态等领域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从事土地领域的技术开发、 

项目管理与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预期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年左右达到以下目标：  

1. 专业理论扎实：具备扎实的土地科学与技术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2. 专业技能过硬：掌握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利用与规划、土地信息与土

地工程的专业技能，具有利用土地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知识解决土地资源领域的国

土规划、 整治修复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创新能力强：具备较好的科学思维、创新精神及国际化视野，具有研究、

分析和解决土地资源交叉学科问题的能力。 

4. 自学能力强：具有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能主动学习和积极了解国内外

土地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经验，主动适应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

要。  

5. 社会服务能力强：具备良好的社会服务能力，具有从事与土地科学与技

术相关社会服务工作的综合素养。 

 



三、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理想信念】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制意识、诚信意识、

团体意识。 

2.【人文素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文化素养和健康身心素质。 

3.【基本知识】具备扎实的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4.【专业理论】熟悉我国土地资源利用与规划、土地整治与修复等方面的有

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土地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掌握土地资源调查与评

价、国土空间规划、土地整治工程、生态修复工程、土地信息化与智能决策等方

面的基本知识；了解土地科学与技术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5.【专业技能】掌握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利用与规划、土地信息与土地工

程的专业技能，具有利用土地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知识解决土地资源领域的国土规

划、 整治修复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 

6.【审辨思维】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独立发现、分析和评

价土地科学与技术相关领域中的有关现象及问题。 

7.【创新创业】具有创新创业意识，能够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在土地资源利用领域创新创业活动中付诸实践。 

8.【全球视野】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和关注国内外土

地科学与技术领域发展的重大问题，能积极参与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9.【终身学习】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具有个人可持续发展能

力。 

表 1：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矩阵 

培养 

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

求1 

毕业要

求2 

毕业要

求3 

毕业要

求4 

毕业要

求5 

毕业要

求6 

毕业要

求7 

毕业要

求8 

毕业要

求9 

培养 

目标1 
√ √ √ √ √ √     

培养 

目标2 
√  √ √ √ √ √ √ √ 

培养 

目标3 
√  √ √ √ √ √ √ √ 

培养 

目标4 
√ √ √ √ √ √ √ √ √ 

培养 

目标5 
√  √ √ √ √ √  √ 



四、主干学科 

    农业资源与环境 

五、核心课程 

    土地资源学、土地资源监测技术、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遥感原理与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土地整治工程、土地污染修复工程、土地信息技术、国土空间规

划、土地信息建模与智能分析。 

六、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地质地貌综合实习、测量与地图学综合实习、土地污染修复工程实习、土地

整治工程实习、国土空间规划实习、土地调查与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实习、土地科

学与技术创业实践、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七、学制与学位 

1. 学制：基本修业年限4年，弹性修业年限3-6年。 

2. 学位：农学学士 

3. 学分要求：本专业学生最低修满160学分，并各模块修完相应最低学分，方可

毕业。 

 

 

 

 

 

 

 

 

 

 

 

 

 

 

 

 



表 2：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学时学分要求 

课程类型 课程性质 学分 
学分 

比例 

学时 

（周） 
备注 

公共基础教育 

（59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 

（17学分） 

理论 15 9.38% 272  

实验 

（实践） 
2 1.25% 2周  

公共必修课 

（42学分） 

理论 37 23.1% 688  

实验 

（实践） 
3 1.88% 82  

集中实践 2 1.25% 2周  

通识教育 

（11学分） 

通识必修课 

（6学分） 

理论 3 1.88% 56 
“四史”类课程 

必修1学分 

实验 

（实践） 
3 1.88% 72  

通识选修课 

（5学分） 
理论 5 3.13% 80  

专业教育 

（53学分） 

专业基础课 

（23学分） 

理论 18.5 11.6% 296  

实验 

（实践） 
4.5 2.81% 108  

专业核心课 

（16学分） 

理论 14 8.75% 224  

实验 

（实践） 
2 1.25% 48  

专业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 13 8.13% 208  

实验 

（实践） 
1 0.63% 24  

实践教育 

（34学分） 

专业必修 

（34学分） 
集中实践 34 21.2% 34周 

含1学分创新 

创业实践 

素质拓展教育 

（3学分） 

素质拓展课 

（3学分） 
课外拓展 3 1.88% 48  

本专业修读总学分、学时要求 160 
2206+ 

38周 
 

实践（实验）学分所占比例 34.06% 
 

 



八、课程结构与培养计划进程表（表3-4） 

表 3：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类  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实践周数 执行学期 

教学实习 

与实践 

测量与地图学综合实习 2 2 4 

地质地貌综合实习 1 1 3 

土地污染修复工程实习 1 1 4 

土地整治工程实习 1 1 5 

国土空间规划实习 1 1 5 

土地调查与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实习 3 3 5 

土地科学与技术创业实践 1 1 7 

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 

综合实习 
4 4 6 

毕业实习、 

论文（设计） 

毕业实习 10 10 6 

毕业论文（设计） 10 10 8 

公共基础教育 

实践 军事技能训练 
2 2 1 

 

 

 

 

 

 

 

 

 

 

 

 

 

 

 

 

 

 

 



表 4：课程教学进程计划安排表 

课程 

类型 
课程组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课堂 

教学 

学时 

线上 

教学 

学时 

实验 

（践） 

学时 

执行 

学期 

考核 

类型 

公共 

基础 

教育 

思想政

治理论

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0   1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40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0   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5 40 40   4 考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48 48   5 考试 

形势与政策1 0.25 8 8   1 考试 

形势与政策2 0.25 8 8   2 考试 

形势与政策3 0.25 8 8   3 考试 

形势与政策4 0.25 8 8   4 考试 

形势与政策5 0.25 8 8   5 考试 

形势与政策6 0.25 8 8   6 考试 

形势与政策7 0.25 8 8   7 考试 

形势与政策8 0.25 8 8   8 考试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1 0.5 0.5周   0.5周 1 考查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2 0.5 0.5周   0.5周 2 考查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3 0.5 0.5周   0.5周 3 考查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4 0.5 0.5周   0.5周 4 考查 

汇总 17 272+2周 272 0 2周   

公共 

必修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8 4 10 4 1 考查 

就业指导 1 20 4 10 6 6 考查 

体育1 1 30 24 6  1 考试 

体育2 1 38 32 6  2 考试 

体育3 1 38 32 6  3 考试 

体育4 1 38 32 6  4 考试 

大学英语1 3 48 48   1 考试 

大学英语2 3 48 48   2 考试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2 32   3 考试 



学术英语 2 32 32   4 考试 

军事理论* 2 36 12 24  1 考查 

安全教育* 1 32 2 30  1 考查 

高等数学A 5 80 80  0 1 考试 

线性代数B 3 48 48  0 2 考试 

概率统计B 4 64 64  0 3 考试 

大学计算机应用（Python） 3 56 32  24 2 考试 

无机及分析化学B 4 64 64   2 考试 

基础化学实验B 2 48   48 2 考查 

汇总 40.5 770 590 98 82   

通识

教育 

通识 

必修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0 32 16  16 1 考查 

大学生劳动教育 1.0 32 8  24 8 考查 

大学生计算机基础 1.0 32   32 1 考查 

创业基础 1.0 16 10 6  3 考查 

1.应修读《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课程中

至少1门课程，每门课程1学分，16学时，课程以选修课模式开放选课，学生

可自行选择修读。 

2.入学后应参加计算机基础能力测试，通过测试的给予《大学生计算机基础》

课 

程成绩及学分，未通过测试的应修读完成《大学生计算机基础》方能获得相

应学分。 

汇总 6 128 50 6 72   

专业 

基础课 

专业导论 0.5 8 8   1 考查 

程序设计B 2 32 32   2 考试 

地质地貌学 2.5 44 32  12 3 考试 

土壤学 3 56 32  24 3 考试 

农田水利学 2 32 32   3 考试 

测量学 3 56 32  24 4 考试 

土地资源学 2 32 32   3 考试 

地理信息系统 3 56 32  24 4 考试 

现代地图学 2 32 32   4 考试 

遥感原理与应用 3 56 32  24 4 考试 

汇总 23 404 296  108   



专业 

核心课 

土地信息技术 3 56 32  24 5 考试 

土地资源监测技术 2 32 32   4 考试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2 32 32   5 考试 

土地信息建模与智能分析 3 56 32  24 5 考试 

土地污染修复工程 2 32 32   4 考试 

土地整治工程 2 32 32   5 考试 

国土空间规划 2 32 32   5 考试 

汇总 16 272 224  48   

专业 

选修课 

水土保持学 1.5 24 24  0 6 考查 

空间数据采集与管理 2.5 48 24  24 7 考查 

土地利用规划 2 32 32   7 考查 

专业 

教育 

土地经济学 1.5 24 24   6 考查 

土地生态学 1.5 24 24   6 考查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2 32 32   7 考查 

GIS应用开发 2 32 32   7 考查 

土地制图技术 2.5 48 24  24 7 考查 

土壤改良学 2 32 32   7 考查 

土地利用规范专题 1.5 24 24   7 考查 

汇总 19 320 272  48   

素质 

拓展 

教育 

素质拓

展教育

项目 

素质教育 3 48   48 8 考查 

汇总 3 48 0  48   

*标课程线上教学部分为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在学校网络学习平台中进行。 

 

 

 

 

 

 

 

 

 

 

 



表 5：学年指导性教学计划 

 

第一学年（秋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 学工部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8 2 就创中心 

军事理论* 2 36  学工部 

安全教育* 1 32  保卫部 

形势与政策 1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1 0.5 0.5周  马克思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4 马克思学院 

体育 1 1 30 2 体育学院 

大学英语 1 3 48 4 外语学院 

军事技能训练 2 2周  学工部 

高等数学 A 5 80 6 信科学院 

大学生计算机基础 1 32  信科学院 

专业导论 0.5 8 2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21.75 354+2.5周 24  

注：本学期开设四史课，学生应从《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四门课程中任意修读一门方可毕业，课程计 16学时，计 1学分，计入必修学分。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 2 马克思学院 

形势与政策 2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2 0.5 0.5周  马克思学院 

体育 2 1 38 2 体育学院 

大学英语 2 3 48 2 外语学院 

线性代数 B 3 48 4 信科学院 

大学计算机应用（Python） 3 56 4 信科学院 

无机及分析化学 B 4 64 4 化材学院 

基础化学实验 B 2 48 4 化材学院 

程序设计 B 2 32 4 信科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21.25 382+0.5周 28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形势与政策 3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5 40 4 马克思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3 0.5 0.5周  马克思学院 

创业基础 1 16  就创中心 

体育 3 1 38 2 体育学院 

跨文化交际英语 2 32 2 外语学院 

概率统计 B 4 64 4 信科学院 

地质地貌学 2.5 44 4 资源学院 

地质地貌综合实习 1 1周 
 

资源学院 

农田水利学 2 32 2 资源学院 

土壤学 3 56 2 资源学院 

土地资源学 2 32 2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21.75 362+1.5周 24  

  

  

第二学年（春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
时 

开课单位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2.5 72 4 马克思学院 

形势与政策 4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4 0.5 0.5周  马克思学院 

体育 4 1 38 2 体育学院 

学术英语 2 32 2 外语学院 

测量学 3 56 4 资源学院 

现代地图学 2 32 2 资源学院 

测量与地图学综合实习 2 2周 
 

资源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3 56 4 资源学院 

遥感原理与应用 3 56 4 资源学院 

土地资源监测技术 2 32 2 资源学院 

土地污染修复工程 2 32 2 资源学院 

土地污染修复工程实习 1 1周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21.25 414+3.5周 28  

  



   

第三学年（秋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形势与政策 5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48 4 马克思学院 

土地信息技术 3 56 4 资源学院 

土地整治工程 2 32 4 资源学院 

土地整治工程实习 1 1周 
 

资源学院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2 32 4 资源学院 

国土空间规划 2 32 4 资源学院 

国土空间规划实习 1 1周 
 

资源学院 

土地信息建模与智能分析 3 56 4 资源学院 

土地调查与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实习 3 3周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20.25 264+6周 26  

  

  

 

 

 

 

 

 

第三学年（春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形势与政策 6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就业指导 1 20 2 就创中心 

水土保持学 1.5 24 2 资源学院 

土地经济学 1.5 24 2 资源学院 

土地生态学 1.5 24 2 资源学院 

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综合实习 4 4周 
 

资源学院 

毕业实习 10 10周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19.75 100+14周 20  

  

  

 

 

 

 

 



 

第四学年（秋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形势与政策 7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土地利用规划 2 32 2 资源学院 

GIS 应用开发 2 32 2 资源学院 

土壤改良学 2 32 2 资源学院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2 32 4 资源学院 

土地制图技术 2.5 48 4 资源学院 

土地利用规范专题 1.5 24 2 资源学院 

土地科学与技术创业实践 1 1周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13.25 200+1周 18  

  

  

 

 

 

 

 

第四学年（春季学期） 

课程名 学分 总学时 周学时 开课单位 

形势与政策 8 0.25 8 2 马克思学院 

大学生劳动教育 1 32 2 学工部 

素质教育 3 48 4 团委 

毕业论文（设计） 10 10周  资源学院 

学分、周学时汇总 20.25 88+10周 8  

 

 

 

 

 



九、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表 6） 

表 6：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序号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要
求 
1 

要
求 
2 

要
求 
3 

要
求 
4 

要
求 
5 

要
求 
6 

要
求 
7 

要
求 
8 

要
求 
9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M   H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M   M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H   H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H H   H    

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H      H H 

6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H     H H  M 

7 军事理论   M M        L  L 

8 军事技能训练 L M        

9 安全教育  L     M M    M   

10 四史教育 H H M   H    

11 大学生劳动教育 H M L M      

12 素质教育 H H    H M   

13 形势与政策 1 H M      H M 

14 形势与政策 2 H M      H M 

15 形势与政策 3 H M      H M 

16 形势与政策 4 H M     M H  

17 形势与政策 5 H M      H M 

18 形势与政策 6 H M      H M 

19 形势与政策 7 H M      H M 

20 形势与政策 8 H M      H M 

21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1 H H    H   H 

22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2 H H    H   H 

23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3 H H    H   H 

24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4 H H    H   H 

2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H H  H     H 

26 就业指导 H H     H  H 

27 创业基础 H H  H H    H 

28 体育 1  H        

29 体育 2  H        

30 体育 3  H        

31 体育 4  H        



32 大学英语 1  H H     H M 

33 大学英语 2  H H     H M 

34 跨文化交际英语  H H     H M 

35 学术英语  H H     H M 

36 高等数学 A  M H M      

37 概率统计 B  M H M      

38 大学生计算机基础  M H  H    M 

39 大学计算机应用(Python)  M H  H    M 

40 无机及分析化学 B   H H H M    

41 基础化学实验 B   H H H M    

42 线性代数 B  M H 
 

H 
 

  M 

43 专业导论 H  H H H 
 

   

44 程序设计 B  M H 
 

H 
 

  M 

45 测量学   H H H M    

46 地质与地貌学   M M M M    

47 土壤学 
 

 M M M   M  

48 农田水利科学   M M M 
 

 M  

49 土地资源学   H H H M    

50 水土保持学   H H M 
 

M  H 

51 地理信息系统   H H H   M  

52 测量与地图学综合实习   H H H   M  

53 土地信息技术   H H H   M  

54 土地资源监测技术   H H H   M  

55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H H H   M  

56 
土地调查与空间信息技术综合实

习 
  H H H   M  

57 土地信息建模与智能分析   H H H   M  

58 土地污染修复工程   H H H   M  

59 土地整治工程   H H H   M  

60 国土空间规划   H H H   M  

61 空间数据采集与管理   H H H M    

62 土地利用规划   H M M     

63 土地经济学   H H H M    

64 土地生态学   H H H M    

65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H H M 
 

M  H 

66 GIS应用开发   H H M  M  H 

67 土地制图技术   H H H  H  H 

68 土壤改良学   H H H  H  H 

69 土地利用规范专题   H H H  M  
 

70 专业综合技能实习   H H H  
 

 H 



71 土地科学与技术创业实践   H H H H  
 

 

72 毕业实习   H H H  
 

 H 

73 毕业论文   H H H H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地质地貌学 44 4 廖超林,盛浩 3

土壤学 56 4 尹力初,崔浩杰 3

土地资源学 32 4 刘庆、周卫军 3

农田水利学 32 4 段良霞,盛浩 3

测量学 56 4 方武生,罗飞雪 4

地理信息系统 56 4 谢红霞,孟媛媛 4

现代地图学 32 4 罗飞雪,方武生 4

遥感原理与应用 56 4 孟媛媛,王卫林 4

土地资源监测技术 32 4 周卫军,周清 4

土地污染修复工程 32 4 黄颖、闵孝烨 4

土地信息技术 56 4 王卫林,谢红霞 5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32 4 盛浩,周清 5

土地信息建模与智能分析 56 4 王卫林,孟媛媛 5

土地整治工程 32 4 闵孝烨,黄颖 5

国土空间规划 32 4 杨绪红,王卫林 5

土地经济学 24 4 刘庆、杨绪红 6

土地生态学 24 4 廖超林、刘庆 6

空间数据采集与管理 48 4 周清,罗飞雪 7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2 4 王卫林、孟媛媛 7

土地利用规划 32 4 杨绪红,刘庆 7

土壤改良学 32 4 崔浩杰,盛浩 7

土地制图技术 48 4 罗飞雪,方武生 7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崔浩杰 男 1979-10 土壤改良学 教授 华中农业
大学 土壤学 博士

耕地改良
与地力提
升、土壤
污染修复

专职

周卫军 男 1966-01 土地资源监测技术 教授 华中农业
大学 土壤学 博士 资源环境

信息技术 专职

周清 男 1968-02 空间数据采集与管理 教授 浙江大学 土壤学 博士
农业遥感
与信息技

术
专职

盛浩 男 1982-01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 教授 福建师范
大学

自然地理
学 博士

土地资源
调查与评

价
专职

尹力初 男 1973-04 土壤学 教授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

土壤学 博士 土壤诊断
与改良 专职

谢红霞 女 1973-09 地理信息系统、
GIS应用开发 副教授 陕西师范

大学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
系统

博士 农业信息
技术 专职

廖超林 男 1975-10 地质地貌学、土地生
态学 副教授

中国科学
院成都山
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

所

自然地理
学 博士 自然地理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段良霞 女 1985-05 水土保持学、农田水
利学 副教授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土壤学 博士 水土保持 专职

黄颖 女 1991-10 土壤污染修复工程 副教授 浙江大学
环境修复
与资源再

生
博士 农业生态

环境 专职

刘庆 女 1979-12 土地资源学、土地经
济学 副教授 南京农业

大学
土地资源
管理 博士 土地利用

与规划 专职

罗飞雪 女 1986-02 现代地图学、土地制
图技术 讲师 中南大学

地图制图
学与地理
信息工程

硕士 测绘科学
技术 专职

方武生 男 1981-10 测量学、土地资源监
测技术 讲师 中南大学

地图制图
学与地理
信息工程

硕士 测绘遥感
信息技术 专职

孟媛媛 女 1990-02 遥感原理与应用、地
理信息系统 讲师

中国地质
大学（北
京）

测绘科学
与技术 博士 农业遥感 专职

王卫林 男 1988-11 土地信息技术、土地
信息建模与智能分析 讲师 武汉大学 土地资源

管理 博士 土地信息
系统 专职

杨绪红 男 1988-01 国土空间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 讲师 南京大学 土地利用

与规划 博士
国土空间
利用与规

划
专职

闵孝烨 女 1993-10 土地整治工程、土壤
污染修复工程 讲师 中南大学 环境工程 博士 土壤污染

修复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16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5 比例 31.25%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0 比例 62.5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6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4 比例 87.50%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4 比例 25.00%

36-55岁教师数 10 比例 62.5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16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2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6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崔浩杰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土壤学、土壤改良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农业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土壤学

主要研究方向 土壤改良与地力提升、土壤污染修复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湖南省研究生优质课程负责人；参编《土壤肥料学》
（第三版）；参编《土壤环境界面分析方法》；2022年获湖南省教学成果
三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20获厦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21年获厦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3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土壤肥料学课程学时14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7

姓名 周清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空间数据采集与管理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农业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壤学

主要研究方向 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2010年获湖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22年获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48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课程学时
6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盛浩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土壤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农业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

主要研究方向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耕地地力提升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土壤学》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和湖南省重点研发项目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8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3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土壤学、土壤地理学课程学时
18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谢红霞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地理信息系统、GIS应用开发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农业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主要研究方向 农业信息技术、数字土壤制图与耕地质量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1项；2023年获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二等奖
1项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湖南省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工作技术服务项目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0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课程学时
6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0

姓名 刘庆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土地资源学、土地经济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湖南农业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

主要研究方向 土地利用规划、乡村空间规划与治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湖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1项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持湖南省隆回县、湘乡市、临武县耕地质量评定项目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47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土地资源学、土地法学课程学
时29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5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530.2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118（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400万元；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湖南农业大学新农科建设专项
等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2028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4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依托学科。该专业主要依托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
方向，学校分别于1951和1994年开办了与土地科学与技术专业相近的农业
资源与环境和土地资源管理本科专业，办学历史悠久，在教学条件方面具
有良好基础。（2）师资力量。该专业现有专任教师16人，其中具有高级职
称的10人，拥有博士学位的14人。专业背景涵盖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
工程、土地污染修复工程、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测绘科学与技术等,后
续根据专业发展需求，通过人才引进持续优化师资力量。（3）平台条件。
依托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中心、环境与资源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等平台建设，在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等支持下，围绕土地科学
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新增测绘无人机、电子数字水准仪、遥感专业
软件、电脑、移动式电子教学屏等教学设备200余台套，总值300余万元。
（4）教学实习基地。在目前已签约4个校外实习基地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与土地科学与技术相关企事业单位合作，不断强化校外教学实习基地建设
。（5）图书资料。学校现有涵盖土地资源类、土地整治工程类、测绘遥感
与信息技术类等馆藏文献总量约460万册，中外文数据库59个。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