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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工程"建设与资源环境学科发展 

李晓红，鲜学福，王宏图，尹光志，姜德义 
(重庆大学 西南资源开发及环境灾害控制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O044) 

摘要：探讨“2l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西南能矿资源开发利用及三峡库区环境保护”在西部大开发建设中的重要性； 

总结本学科在“九五”期 间取得的建设成果；阐述“2II工程”建设在带动本学科向综合性发展、推动本学科的校 内外产学研合 

作和本学科的基地建设、加强本学科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提高本学科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以 

及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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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也是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南地区能矿资源丰富，综合开发利用前景广 

阔，但西南地区能矿资源赋存条件复杂，开采难度较 

大；西南地区属多山丘陵地区，区域环境灾害突出； 

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将给库区带来诸多的生态环境 

问题：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对环境污染又会使库区 

面临更严重的威胁 ；而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实施的 

关键所在是科学技术和人才。因此，针对国家西部 

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和西南能矿资源开发利用及三峡 

库区环境保护的迫切要求，确定“西南能矿资源开发 

利用及三峡库区环境保护”为“21 1工程”重点建设学 

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该学科针对西南地 

区，特别是三峡库区提出的重点建设内容及 目标是： 

着重解决煤及煤层气(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矿井灾 

害防治方法及技术、岩盐开采理论及技术、高硫劣质 

煤及煤层气高效清洁转换技术、工业污染防治及废 

物资源化工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及灾害控制工程 

等国家建设及西部大开发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建立起更完善的、独具特色的资源环境学科体系，使 

重庆大学资源环境学科群成为国家及西南地区高层 

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 

“西南能矿资源开发利用及三峡库区环境保护” 

学科经过 5年的“21 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 ，针对性地 

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重要问题，取得了一批国内领 

先及国际先进的标致性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高水 

平的学术梯队，培养了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及学 

术带头人 ，使学科成为了启发创新思维，培育创新人 

才和创造创新成果的基地 ，对西南地区及三峡库区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验收专家 
一 致认为本学科整体建设成果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一

、“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带动了学科向综 

合性发展 

在“21 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中，为了充分发挥学 

科综合性的资源优势，加强了学科整合和资源的优 

化配置。该重点建设学科以学校“西南资源开发及 

环境灾害控制工程”市级重点实验室(2000年批准为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基础，联合了学校矿业工程、 

土木工程、工程力学、环境工程、化学工程、热能工程 

等 5个市级重点学科(其中包括了两个博士后流动 

站、三个博士点和7个硕士点)构成了资源及环境学 

科群，形成了一支力量集中、统一协调的学科建设的 

联合舰队。并通过各分学科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互 

感 、相互渗透、相互移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和相互 

弥补，增强了学科群的合作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 

识和创造意识，拓宽了学科发展方向，使学科群体更 

具动态性和灵活性，使学科更综合，学科优势更明 

显，协同攻关的实力更强大，培养的人才知识面更 

收稿日期：2002-07-03 

作者简介：李晓红(1959一)，男。重庆人，重庆大学副校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等研究。 

http://www.cqvip.com


2o0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OO2年第 8卷第 6期 

广、综合素质更高、创造能力更强。 

二、“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推动了校内外产学 

研合作 

为了积极投身西部大开发，使学科的发展与西 

部大开发的建设紧密配合，利用有利的地缘优势，发 

挥重点建设学科在人才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 

重庆地区有关科研院所在行业中的优势，学科在建 

设过程中采取了校内外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与合作 

单位资源共享、合作研究攻关、人才培养等协作关 

系；同时，也进一步构筑起了与产业部门合作的桥梁 

和纽带，并逐渐形成了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与国 

家煤矿安全技术工程中心合作，加强了在煤矿安全 

技术方面的学术交流，并合作完成了国家“九五”攻 

关三级子项目4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3项；配合项 目研究培养了工程硕士 16名， 

该单位也为学科提供了煤矿安全及环境检测的科技 

产品和学生实习基地。与重庆环境科学研究所合 

作，共同完成了重庆市重大攻关项目“重庆市及三峡 

库区城市污水与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研究及设计”，该 

项目成果得到世界银行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同时，该 

项目在攻关阶段，还为地方培养博士 2名、工程硕士 

12名。与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测总公司合作，共同完 

成了三峡库区部分库岸边坡治理的勘测设计，为三 

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作出了贡献。通过这样一些校 

内外合作，充分发挥了各 自的优势，双方资源互享、 

优势互补，使重点学科建设直接面向西部大开发和 

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既解决了社会发展及生产建 

设中的难题 ，也培养了人才，又促进了学科建设。从 

而增强了学科的生命力，激发了学科的活力。 

三、“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推动了学科的基地 

建设 

通过对“21 1工程”重点学科的建设 ，本学科进一 

步完善了资源开发利用、高效清洁转换、污染防治及 

废物资源化、环境化学工程及化学分析、区域环境监 

测预报及污染控制系统和环境灾害及工程灾害防治 

等研究及实验基地。在“九五”期间取得了“矿业工 

程”博士后流动站，申报“西南资源开发利用及环境 

灾害控制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得成功，获准设 

立了“三峡库区环境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 

批准建立了“污染防治与废物资源化”和“三峡库区 

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系统模拟”2个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批准建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庆市 

清洁生产”2个市级工程研究中心，与美国利保财团 

合作建立了“重庆大学利宝互助职业安全研究中心” 

1个；学科新增硕士点 6个，新增工程硕士点 3个。 

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中，本学科利用市政 

府和学校共同投资的 600多万元建设经费购置了一 

批国外先进的大型仪器设备，如 Agilentl100液质联 

用仪、GPS分析系统 、AG一电子精密材料试验机、 

DELL计算机工作站等；同时，学科 自己研制了地质 

流体试验分析系统、变压吸附实验及分析系统等大 

型试验装置。实验设备的更新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实 

验室的功能，改善了学科的科研及实验条件，给学科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本学科在“九五”期 

间的建设成果表明，该学科建立起了较完善的、独具 

特色的资源环境学科体系。 

四、“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加强了学科的队 

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21 1工程”学科建设促使学科必须建立一支高 

水平的学术队伍，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九五”期间， 

在队伍建设及人材培养方面，学科群吸引回国博士 

(后)8人、吸收国内博士(后)4人、选送中青年骨干 

教师 12人到国外和国内知名大学进修和作博士后、 

本校在职培养博士(后)12人。目前，学科群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已占教师总数的 68％，硕士生导师的 

人数增加了58％，博士生导师的人数增加了6o％；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教师 1人，人选教育部跨世纪 

人才培养计划2人，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 3 

人，获重庆市首届十大科技杰出青年的教师 1人，获 

重庆市青年科技奖的教师 4人，获全国优秀教育工 

作者的教师 1人，获重庆市优秀博士生指导教师 2 

人。“211工程”学科建设使学科涌现出了优秀的学 

术带头人，培养了-~tt：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及学术骨 

干，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并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 

术队伍。 

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促进了学科的科 

学研究 

“九五”期间，在学科基地建设基础上，本学科群 

承担了各级科研项 目264项，是“八五”期间的 2．5 

倍，其中承担的国家级攻关三级子项目和国家基金 

项 目31项，是前五年的5倍。特别是本学科结合西 

部大开发，完成了煤矿开采深部瓦斯(煤层气)涌出 

预测的方法及区域治理、水射流辅助刀具切割破碎 

硬岩的研究、岩盐水溶开采关键技术、三峡库区环境 

损伤与工程灾害防治、重庆主城区垃圾收运系统及 

处理工程研究及设计、重庆市三峡库区城市污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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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实施方案 、重庆市及三峡库区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及能源发展战略等一批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的重大项 目；取得了多项具有标志性和特色的研究 

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的成果 32项，是“八 

五”期问的 6倍，其 中，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的成果 2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成果 4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成果 l7项、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三等奖的成果 9项。学科在“九五”期问 

和“八五”期问的科研情况对 比如表 1。在学术交流 

方面，本学科在“九五”期问，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2 

次，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2次；出版专著教材 l6部 ，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477篇，被 SCI收录 3l篇、EI 

收录35篇、ISTP收录 5篇，进入这三大检索系统的 

论文数是“八五”期问的3倍。 

表 1 学科科研情况对比表 

六、“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提高了学科的办 

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教师知识层次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办 

学水平、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同时，也扩大 

了学科的培养能力及规模。“九五”期问，学科研究 

生人数平均按 10％增加，研究生总人数是“八五”期 

问的4倍；培养的硕士是“八五”期问的4．5倍 ，培养 

的博士是“八五”期问的3倍；有4篇硕士论文被评 

为重庆市优秀硕士论文，有 2篇博士论文被评为重 

庆市优秀博士论文；有4项教学成果获奖，其中获重 

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学科为国 

家及西南输送了一批高层次建设人才。 

七、“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 

和社会发展 

“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结合重庆市及三峡库 

区的实际情况 ，针对性地解决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急待解决的一些难题。特别是在煤层气开采利 

用、三峡库区固体废弃物处置、三峡库区水污染及大 

气污染控制方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如 

“煤矿开采深部瓦斯(煤层气)涌出预测的方法区域 

治理”和“低透气坚硬层特种致裂技术和提高沼气抽 

出率”等项目成果的应用 ，促进了西南地区矿井瓦斯 

的有效治理和利用，减少了因矿井瓦斯 自由排放对 

大气的污染和对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减少了矿井 

灾害事故的发生率，从而稳定了职工队伍和民心，保 

障了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的安定。又如“三峡库区环 

境损伤与工程灾害防治”等项 目，提出了库区滑坡及 

危岩体整治方法、滑坡及危岩体加固效果监测方法、 

城市岩体爆破的综合决策方法、城市地下空问开挖 

对环境影响的防治方法、库区文物保护方法，为保障 

库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移民安置的稳定以及保 

护库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重庆主城 

区垃圾收运系统及处理工程研究及设计”等项 目成 

果的应用，仅垃圾回收利用及焚烧炉国产化一项，预 

计每年可创造经济效益 1．5亿以上，为解决西部大 

开发中面临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打下了基础。再 

如“重庆市及三峡库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及能源发 

展战略”等项 目，为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 

护、能源发展战略和减灾防灾中长期规划的政府宏 

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重庆市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五计划和 2010年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学科在能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成绩及 

效益 ，对西南地区及三峡库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八、结语 

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实 

施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三峡工程 

建设后，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到 

重庆市和三峡库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长江流域 

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资源 

开发及三峡库区环境保护问题 ，既是一个区域性的 

关键问题 ，又是一个带全局性的复杂问题，解决这一 

在国际上都属前沿研究的难题，需要长期的专题研 

究，并进行有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 

“21 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西南资源开发利 

用及三峡库区环境保护”在一期建设中，已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和经验，为该学科二期建设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为此，本学科将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 

以“西南资源开发利用及环境灾害控制工程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为建设基地，进一步完善学科群的整 

合，依托学科群的学科优势，并吸收国内外的优秀人 

才和访问学者，在二期建设中，重点对难点和热点问 

题组织攻关，为重庆市及三峡库区和西南地区的资 

源开发利用及环境保护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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