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技术专业概况

【专业简介】

水土保持专业创建于 2002 年，是在 1995 年建立的治沙专业

基础上建立的专业，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现有在校生 55 人，

每年招收一个教学班。水土保持技术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实

力较强，在多年的办学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2007 年

被教育部和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示范性”建设专业，2014 年水

土保持技术教学团队被确定为省级教学团队。现已与甘肃农业大

学合作办学，在园林工程学院设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本科）

专业，为学生提供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

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具有水土保持行业的基本专业素质和

基本知识，面向水土保持行业，能从事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防

治与监测、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施工，林业生态建设、生态环

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监督监测等工作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专业特色】

水土保持专业已成为在全国高职水土保持技术专业中起示

范引领作用的专业。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创新了“校站(行)合作，

项目代训”式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体现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



系，重修了适合专业成长的人才培养方案。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突出实践性教学，创新了“456”的三级实践教学体系。

【主要课程与资格证】

开设的主要课程：CAD 与水利工程制图、水力分析计算、水

文测验与水利计算、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技术、森林植物、植物环

境、土壤侵蚀原理、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干旱区造林技术、水土

保持监测技术、土地荒漠化防治技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水土

保持法规、水土保持概预算等课程。

职业资格证书：水土保持治理工、工程测量工、制图员、水

文勘测工

【师资队伍及教学成果】

水土保持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实力较强，现有专业教师

20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 名，占 50%，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

师 10 名，兼职教师 10 名，占 50%；在现有 11 名专任教师中，

其中教授 2 人，占 20%，副教授 6 人占 60%，讲师 2人；博士生

1 人，硕士研究生 5人，硕士以上学历达 60%，已建成了一支专

兼结合，双师结构合理，年富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团

队,2014 年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在办学过程中，专业教学团队公开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60 多

篇，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 20 多项，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奖励 6

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两项，主参编教参两部，建成省级精品

课程两门，校级精品课程五门。2007 年水土保持技术专业被评

为国家级“示范性”专业，2014 年水土保持技术专业教学团队

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

【实训条件】

本专业建有水土保持与荒漠化模拟实训室等 6 个校内实训

室，另外还建有校内综合实训基地和在麦积山实验林场投资

1030 万元建立占地 3700 亩的集教学实训、工学交替、顶岗实

习、技术服务等为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1 个，实验实训课程

开出率 100%。

同时，本专业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建有集教学、生产与服



务于一体的校外实训基地 9 个，每年可承担 40 多人的实训教学

任务。

校外实训基地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功能定位 使用情况

1 中科院沙坡头治沙试验站 实训基地 45 人

2 民勤治沙站 实训基地 45 人

3 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 实训基地 50 人

4 黄委会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 实训基地 45 人

5 定西市水土保持研究所 实训基地 50 人

6 定西市贵德水土保持咨询与监理
公司

实训基地

就业基地
45 人

7 青海青木工程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就业基地
20 人

8 天水宇策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实训基地

就业基地
20 人

9 甘肃国源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实训基地

就业基地
40 人

【招生就业】

水土保持技术专业自 2002 年创建以来，每年招生基本稳定

在一个教学班（个别年份除外），现已为社会培养水土保持技术



专业人才 1000 余人，已成为陇原大地生态维护的生力军。本专

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在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和生态环境建设单位、

土地管理部门、水利部门，林业行业等（企事业）单位就业，初

次就业岗位（群）有水土流失调查、水土流失治理、水文测验、

土地整理、水土保持项目施工、水土保持监测等，发展就业岗位

（群）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执法与监督、水土保持监

理等。

多年来该专业就业率均在 90%以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

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的实施，专业人才需求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