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作为土木工程的一个二级学科，对我国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有着重要作用。学科的主要任务：建立和发展用以提高工程结构和工程

系统抵御自然灾害和科学理论、设计方法和工程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未来灾害

可能造成的破坏，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障灾后重建恢复能力，提高国

家重大工程的防灾能力。

重点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基础建设，是提高学校学科水平的一项

重要战略举措。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作为我校最早成立的工科院系之一，肩负着

培养高素质应用人才和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自升本以来，学院就十分

重视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学院积极引进了一批具有防灾

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背景的博士及硕士研究生，为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该学科为国家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同时，也

培养了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如荣获国家大学生各类竞赛一、二等奖 18 项，获

得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22 项。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作为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的重点建设学科之一，主

要由岩土工程防灾减灾、工程结构防灾减灾、防护工程材料三个重点研究方向组

成，学科团队成员有 25 人。从职称结构看，其中教授 1人，副教授（含高工）7

人，讲师 13 人，助教 4人；从学历结构看，博士 8人，硕士 15 人，本科 2人。

本学科以“优化结构、突出特色、结合地方需求”为宗旨，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

教育相结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教育与自我教育相

结合，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目前，该学科拥有一个安阳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阳市结构检测与加固

工程研究中心，其中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加速度、位移、应力、应变现场动态检

测分析系统一套，加速度、位移、应力、应变动态综合采集分析系统一套，混凝

土多功能无损测试仪，岩石与混凝土力学试验系统等共 30 多台套，既满足了教

学的需要，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防灾减灾工程及防

护工程方向人才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学科团队成员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条件积极开

展科研工作，相继主持了省部级及市厅级科研项目 14 项，发表核心期刊 35 篇，

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 5篇，出版专著 1部，授权专利 10 余项。



未来三年建设目标为：

1、人才培养模式

将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本着“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重创新”的原

则，在教育思想观念、人才培养过程以及制度机制三方面实现创新，构筑产、学、

研平台，搭建课程建设平台及校内外学生交流平台，积极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工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2、实验室及实践基地建设

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和实验空间对全校师生开放共享，创造学生积极参加创

新活动的良好实验条件。以原有的校外实践基地为重点，进一步与相关企业开展

长期、高效、双赢的合作，并发挥校外实践基地的引导示范作用。在建设期内，

争取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中最重要的一项建设，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的成效。

为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积极引进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方面

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要结合现有师资，把有潜力的年轻教师送到国内

外重点高校或科研院所进行深造学习。力争在建设期内，通过引培结合，建设一

支整体素质好，具有团结、拼搏和甘于奉献精神，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梯队。

4、学术交流与合作

当今社会，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自 2014 年起，

作为专业教学任务，我院为全校唯一一个承担与英国提赛德大学联合培养土木工

程专业（三本）的学院，此外，我院与其它国外、境外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如日本信州大学、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英国西旺斯大学、台湾中央

大学及香港大学等。学术交流与合作领域正不断拓展。项目期间，积极邀请国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开展学术讲座，仅 2018 年，国外、境外专家报告 6场，鼓励教

师参加国际重大学术会议并做报告，遴选一批教师到国内外知名学校或科研院所

外出访学并开展联合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