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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简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坐落于风景秀美的南京玄武湖畔，其前身为 1930年创建的

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目前拥有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土壤

养分管理”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耕

地保育”综合性重点实验室等 10个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室及研究中心，包括 3个国家级野外

实验站在内的高端科研支撑系统；高级科研人员 150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 2人；博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及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00余名。作为中国现代土壤科学研究的发源地和研究中

心，我所一直肩负着为国家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服务的重任，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先后有 300

余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已经发展成为土壤科学领域学科分支齐全，研究实力

雄厚，研究手段齐备，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国家级研究中心和高级人才培养基地，为

我国乃至世界土壤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所为国家首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目前拥有农业资源与环境（含

土壤学、植物营养学、资源环境与遥感信息）、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生

态学等三个一级学科的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硕士学位点；工程硕士（资源与环境、生物与医药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点，农业硕士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培养点。录取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享有良好的

学习、居住和生活条件，享有保障体系完备的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中国科学院大学学

业奖学金、研究所等级奖学金和助研奖酬金等，学业优秀者还可以获评中国科学院各类奖学

金等，确保研究生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学业。 

二、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爱国守法，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富有

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面向社会需求，面向科技前沿，适应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需

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爱国守法，掌握相关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

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招生计划 

2020年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 60名（含推免生 25名左右），报考条件、报名方式及日期、

初试日期及其他未涉及事宜均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有关文件为准。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 71号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生部；邮编：210008。 

联 系 人：李慧琳  贺发云    电 话：025－86881510，025－86881000(FAX)  

E-mail地址：yjsb@issas.ac.cn。 

 

真诚地欢迎广大考生报考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有关事宜请访问我所网站：

http://www.iss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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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生专业  

（一）、学术型学位专业及研究方向 

学科、专业名称（代码）及研究方

向 

考试科目 备    注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070503） 

1.资源环境与信息技术 

2.地理信息系统与土地管理 

3.资源演变规律与预测制图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地理信息系统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命题。 

生态学（071300） 

1.生态系统养分循环与调控 

2.生态系统管理与评价 

3.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  

4.污染生态与环境工程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生态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命题。 

 

环境科学（077601） 

I．环境化学与污染控制 

2．环境生物学 

3．环境生物地球化学与健康 

4．土壤环境与全球变化 

5．环境污染过程与风险控制 

6．农业资源利用与环境效应 

7．面源污染控制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环境化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命题。 

 

环境工程（07602） 

1．农业面源污染与水污染控制工程 

2．场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修复工程 

3．固体废物资源化与清洁生产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环境化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命题。 

土壤学（090301） 

1.土壤化学 

2.土壤物理 

3.土壤资源 

4.土壤微生物 

5.土壤环境保护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土壤与植物营养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本所命题。 

 

植物营养学（090302） 

1.土壤－作物营养与施肥 

2.植物营养生理生化与分子遗传 

3.植物营养与生态环境 

4.新型肥料研究与应用 

5.植物营养与农产品品质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土壤与植物营养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本所命题。 

 

资源环境与遥感信息 
（0903Z1） 

1.土壤资源演变与评价 

2.数字土壤制图 

3.土壤遥感信息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自然地理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命题。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090707） 

1.土壤侵蚀与物质迁移 

2.侵蚀退化与土壤资源的评价与规

划 

3.土壤侵蚀与生态环境重建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一    

3.数学三 

4.自然地理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目，

其余科目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命题。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领域及研究方向 

领域名称（代码）及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 备    注 

资源与环境（085700） 

1.土壤污染模拟与控制工程 

2.面源污染与水环境污染控制工程 

3.固体废物资源化与清洁生产 

4.土壤环境监测与风险管理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二                            

3.数学二 

4.环境化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二、

数学二为全国统考科

目，其余科目由中国科

学院大学命题。 

生物与医药（086000） 

1.微生物生态工程 

2.生物（生态）修复技术与工程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二                            

3.数学二 

4.生态学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二、

数学二为全国统考科

目，其余科目由中国科

学院大学命题。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095132） 

1.土壤障碍因子消减技术与中低产

田治理 

2．水分养分精准管理技术与示范推

广 

3．新型肥料创制技术与新产品推广 

4．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技术与示范广 

5．农业资源信息技术应用 

1.思想政治理论                      

2.英语二                            

3.数学三 

4.土壤与植物营养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二、

数学三为全国统考科

目，其余科目由本所命

题。 

 

六、考试科目内容及范围 

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命题的所有科目，请参考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布的考试大纲。 

土壤与植物营养：主要内容包括土壤组成与性质、土壤形成与分布、土壤养分形态转化和有

效性、土壤环境过程、土壤管理与保护等。植物营养学基本概念（植物营养学定义、归还学

说、必需养分组成和含量概念、植物营养学发展历史）、养分吸收机制和学说、长距离运输

和短距离运输机制、根际学、植物营养遗传学基础、植物营养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植物对

土壤逆境的响应和适应机制、土壤养分转化和功能、化肥转化和迁移规律、 有机肥施用和

废弃物利用、绿肥施用、主要作物需肥特征与合理施肥、缓控释肥料研究等内容的基本概念

和研究方法。 

 

我所不指定考试科目参考书，以下书籍仅供参考。 

土壤学： 《土壤学》，黄昌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土壤》李庆逵等编，科学出版

社；《土壤地理学》张凤荣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植物营养学： 《植物营养学》（上、下册）陆景陵、胡霭堂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土壤－植物营养学——原理和施肥》,鲁如坤等,化学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