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作为学院的老牌专业，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较多，充足的

经费改善了办学条件，科研工作也推动了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拓宽了就业

渠道。“科研成果进课堂、科研参与促成长、科研经费助教学、科研协作搭桥梁”

已经成为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多层次办学的一个鲜明特色。近年来，结合相关专

业本科生培养的合理定位，特别是改变本科生动手能力较差，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状况，本专业将日常教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使得三者相长共进。 

1、科研结果成功运用于课堂教学 

教师在完成大量科研项目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教学案例，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的同时，了解学科的发展动态和前沿热点，了解生产单位关注的实际问题，

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针对性较强，授

课效果良好。 如在土壤学、土壤肥料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授课教师将多年在土

壤 C、N、土壤水分等方面累积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教学，图文并茂、丰富了教

学内容，提升了教学质量；在植物营养学的教学过程当中，授课教师将自己多年

在西北名优特产马铃薯、苹果、烤烟等植物的养分资源综合管理和根际营养调控

方面的科研成果进行案例教学，均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2、科研平台为本科教学提供先进的仪器设备  

现有的教学仪器设备资源相对缺乏，科研平台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作为教学

原型，通过现场的讲解、演示、观摩、操作，使得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结合，促

进师生互动交流，易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授课更为生动直观。特别对于一些实

践性较强的课程，通过这种资源共享，有利于学生掌握先进的实验技能，为今后

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如植物营养综合实验课程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利用科研

经费购置的光合测定仪为学生讲解如何测定植物的光合指标；仪器分析课程的教

学过程当中授课教师利用科研经费购置的气相色谱仪、压力膜仪为学生进行现场

讲解，教学效果良好。 

3、科研活动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机遇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高效育人的重要目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本专业

鼓励高年级本科生以开展 SRTP 项目为契机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通过这种

科研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提高，科研思路得到拓展，创新能力得以提升。

近三年在校大学生主持申报的科研训练（SRTP）项目累计达到 31 项，累计参与



学生人数达到 157 人，占在校本专业学生总人数（224 人）的 66.2%。其中 3 项

荣获甘肃农业大学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优秀结题项目，题目来源均为教师科

研项目，分别为：2015 届本科生曾成才主持的“旱地覆膜马铃薯的根层氮素营

养调控”、2016 届本科生潘占东主持的科研训练项目“不同生物质炭量输入下

旱作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研究”、2017 届本科生郭金盛主持的科研训练项目“水

杨酸处理对干旱胁迫下小冠花种子萌发及幼芽生理特性的影响”。 

4、科研经费为学生 SRTP和毕业论文提供经费支持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实践教学经费有限，特别是每年的毕业论文设计经费

严重不足，教师的科研为学生毕业论文和 SRTP 项目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撑。近

三届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论文题目来源均为教师科研项目，分别为 2014 届本科

生李进文毕业论文“基于 GIS的白银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空间分异研究”、2015

届本科生张亚妮毕业论文“陇中黄土高原区不同轮作模式对苜蓿草地土壤水分的

恢复效应”、2015 届本科生孙文刚毕业论文“马铃薯“大西洋”干物质积累和

养分吸收规律的研究”、2016 届本科生潘占东毕业论文“生物质炭输入对黄绵

土 CH4、N2O气体排放特性的影响”、2016 届本科生陈建英毕业论“立枯丝核菌

毒素对马铃薯幼苗细胞膜伤害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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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教学团队开展 SRTP 

本科生开展毕业实习田间试验 



 

 

 

 

 

 

 

甘肃农业大学旱农综合试验站开展教学实习（1） 

甘肃农业大学旱农综合试验站开展教学实习（2） 



 

 

 

 

 

 

 

 

甘肃省农科院定西试验站开展教学实习（1） 

甘肃省农科院定西试验站开展教学实习（2） 



 

 

 

 

 

 

 

定西市农科院开展教学实习（1） 

定西市农科院开展教学实习（2） 



 

 

 

 

土壤学野外教学实习 

土壤学野外教学实习 本科生开展毕业实习田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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