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报告

（2022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于 2003 年获批为硕士二级学

科授权点。本学位点立足国家防震减灾战略需求和地震科学

前沿问题，旨在培养可以为国家防灾减灾服务的地震地质及

防灾减灾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

该学位点在诱发地震、强震观测分析、结构工程抗震、微动

探测、地震危险性分析、地震安全性鉴定、断层活动性评价、

地震地质灾害机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

一定的突破。这为国家重大工程安全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提

供了重要技术保障，对减轻地震灾害、提高工程抗震能力、

保障公共安全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现按工程安全与灾害防治、诱发地震、工程地震 3 个学

科方向开展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培养。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地震学、工程地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地震监测

预警中的应用为主要研究领域，旨在培养能适应国家战略发

展需求，掌握防灾减灾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具有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具备独立从事防震减灾科学

研究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遵纪守法，学风严谨，具有诚信、唯实、

求真、创新等良好的科研品德。 

2.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国

内外发展现状和动向，能够胜任本学科相关的科研、管理或

其他工程技术工作。 

3.掌握一门外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备

一定的外文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和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二）学位标准 

研究生在所学习期间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按培养计划要

求修满学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本门学科上掌

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在申请毕业答辩前至少

应在国内外本学科专业期刊或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

集，以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为第一

作者发表 1篇研究型学术论文；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后，按《中

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学位论文答辩资格规定》申请学位答辩；

学位论文应具有相应的理论深度，体现出研究水平。 

（三）基本条件 

3.1 师资队伍建设 

学位点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目前，本学位点科研

人员队伍共计 29 人，其中 14%具有正高级职称，69%具有副



 

高级职称，17%具有中级职称。2022 年，本学位点教师获湖

北省防震减灾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项。 

3.2 科学研究 

2022 年本学位授权点在研和新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项，中国地

震局星火计划攻关项目 1 项，湖北省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科技

项目 1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类创新群体项目 1 项，

中国地震局地震应急青年重点任务 1 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

高水平论文 17 篇。 

3.3 支撑平台 

学位点依托地球系统科学观测与减灾新技术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搭建有地震预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工程减灾与

安全监测研发中心以及"校-所-企”三位一体的创新实践平

台，为开展地震学、地震工程学、地质学、土木工程以及信

息与通讯等交融性基础应用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人才培养 

4.1 招生与就业 

2022 年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招生选拔，防灾减灾

工程及防护工程学位点录取研究生 10 人，毕业研究生 7 人，

毕业率100%， 5名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2名学生读博深造。 

4.2 教学保障 

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培养严格按培养目标进行，跟踪科学



 

发展前沿，实施完整系统的科研训练，鼓励研究生发表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参与各类科研实践创新大赛营造良好学术研

究氛围。注重研究生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出台一系列文件，

进一步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及质量保障体系并予以持续完善。

开设高水平的系列课程及专题讲座，拓宽研究生视野，培养

创新意识和能力。注重研究生德育工作，研究生管理工作者

随时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动态，以研究生支部为单位开展各类

教育培训，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德智体

得到全面发展。 

4.3 学术训练与指导 

为培养研究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知识、研究技能、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我所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以保障研究生

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要求研究生定期开展学习交流与研讨；

在学期间必须参加研究所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及学术报告；

鼓励积极参与应急分析工作、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参与

各类科研实践创新大赛，并给予配套奖励。2022 年本学位点

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 1人，所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 篇，所优

秀研究生称号 5人。学位点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国际学术活

动和竞赛，获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1项，全美大

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一等奖 1项。 

4.4 奖助情况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全面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我所建立了完整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制

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2022 年度，本学位点所有学生均获得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与所助研津贴。 

4.5 管理服务 

为适应我所不断扩大的研究生规模，学位点配备了专门

负责研究生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实现了学术

培养、思想教育、日常管理、人文服务的四位一体工作体系。 

二、学位授权点社会服务成效 

本学位点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鼓励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的系列政策措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研发新技术，

服务新领域。推广地质灾害监测智能化系统的工程应用，开

展滑坡和危岩体变形监测、预报与治理以及断层活动性监测。

提高抗震加固及抗震能力评估技术，采取增强强度、提高延

性、加强整体性和改善传力途径等重要措施，使现有建设工

程达到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开展建（构）筑物结构检测与

鉴定，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估。建立防震减灾信息“云

+端”智慧服务体系，利用结构健康监测和抗震加固与智能检

测一体化系统，对重大工程结构抗震性能和健康状况进行监

测、评判和预警，提高工程结构的运营效率，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建设“高层建筑地震反应监测系统”，进行极端灾

害情况下的安全性预警，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

展“韧性城乡”建筑围护结构耗能减振关键技术，建立一套



 

完整的减振效果评价体系，为实际工程的减振优化设计提供

科学依据。通过对水库地震的多年研究积累，开发了集地震

波资料处理、地震类型判定、地震趋势分析、文件处理、GIS 

功能等为一体的水库地震分析与趋势快速判定平台。这些新

技术形成的相关成果已开始应用于各类防震减灾领域，产生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