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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

描述。定量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

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

查。 

二、本报告的各项内容须是本学位点 2022 年度的情况，统计时

间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截止时间。 

三、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

的专职人员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

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 

四、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

教学成果奖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

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

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五、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

理后编写。 

六、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字数不超过 15000 字，纸张限

用 A4。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学科点由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共同建设，承担全

校的公共数学和计算机基础公共课程，现有计算机科学技术、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商务、软件工程、物联网工

程六个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为江西省首批品牌专业之一（赣

教高字[2002]45 号），2006 年计算机实验中心获批省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2008 年软件工程专业被江西省教育厅批准为“省级特色专

业建设点”，2010 年获江西省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面向产

业需求的工程型软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与软件工程是我省和我校重点建设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具备

了从本科、硕士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学科点拥有江西省高等学校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及农业大

数据与智能计算中心两个科研平台。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于 

2008 年 7 月经江西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目前学科点有以下三个研究

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1、计算机应用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 

（1）智能农业：本方向主要基于模拟模型、智能农业和虚拟农

业的研究。 

（2）农业信息获取与处理：本方向主要基于传感器、无线传感

器网络技术等农业信息获取与处理的研究。 

（3）农业信息管理：本方向主要基于网络技术、数字化和数据

库技术研究农业信息管理与利用。 



 

 

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 项、省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及省自然基金 12 项，教育厅科技项目 20 余项。完成农产品无损

检测关键技术研究、水稻生长模拟系统、农业病虫害防治专家系统、

江西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及农产品物流研究等，

这一系列研究都是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也体现

我校的办学特色。 

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主要研究内容：数据挖掘，图像、视频处理信息检索、自然语

言处理。学校和学院也积极搭建了科研条件和平台，拥有多台性能优

越的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机，这些设备为研究中心的实验提供良好的

科研平台。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8 项、省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及省自然基金 15 项，教育厅科技项目 30 余项。 

3、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主要研究内容：侧重于运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统计方法、人

工智能算法、决策分析、综合预测与评价、数学模型处理农林经济

管理、决策优化、农业图像处理、生态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以数据采集和处理、数据建模与计算、数据分析与统计学推断

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并能够将数据分析及建模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

农林经济管理、决策优化、保险与精算、农业生态及遥感、生物学

等其他学科中。该方向旨在培养各行业中大数据分析、管理与应用

的优秀复合型人才。先后获得江西省青年井冈学者省级人才项目、

校大北农教学精英奖等，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项，省



 

 

社科等省级项目 18 项（包括省教改、教育规划），教育厅科技项

目 10 余项。获批省级科研奖 2项、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型、应用型高

层次的计算机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

的事业心，立志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2、掌握系统的计算机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 

3、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 

1）具有动态跟踪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能力； 

2）具备独立撰写中、英文科技文章的能力； 

3）具备良好的中、英文学术交流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科技协作精神； 

5）具备综合创新，实践和管理的能力； 

6）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较强的心理素质。 

2.学位标准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我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

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一、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基本掌握数学、计算

理论、信息与编码理论、算法复杂性与数据结构、编程语言理论、体

系结构理论等与学科紧密相关的基本知识，以及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本学科研究前沿动态及趋势。 

二、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优良的科学素养，诚实守信，严格遵守科学技术研究学术规范；

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和工作作风。具有基本的知识产

权意识；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

精神的结合；具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善于处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 

2、学术道德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维护国

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恪守学术道德与规范，严禁以任何方式漠视、

淡化、曲解乃至剽窃他人成果，杜绝篡改、假造、选择性使用实验和

观测数据。 

三、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本学科硕士学位的获得者应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应熟悉本学科某一特定领域的科研文献，了解其前沿动

态和主要进展，并有能力获得从事该领域研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应

了解所从事领域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基本了解取得该成果的科

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能力获取从事科学研究所需的部分原始论文及

综述性文章。应具备通过互联网、电子文献数据库获取专业知识和研

究方法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本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可以在设计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

使用部门从事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科研、教学、工程技术和管理工作。

这要求硕士学位获得者在有效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对所



 

 

获得的文献进行科学总结，从中提取出有用和正确的信息，并能够利

用获取的知识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 

3、实践能力 

本学科有着鲜明工程应用背景，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备良好的

动手能力，能熟练地掌握计算机和实验测试技术，初步具有独立从事

相关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的能力。此外，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研

究对象越来越复杂，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设计任务已成为了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这要求本学科硕士学位的获得者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团队协

作能力。 

4、学术交流能力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能够以书

面和口头方式清楚地汇报自己的研究结果和实验方法；能够对自己的

研究结果及其解释进行陈述和答辩，有能力参与对实验技术和科学问

题的讨论。此外，英语是国际学术会议和因特网的主要工作语言，本

学科硕士研究生应能熟练地利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 

5、创新创业能力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的体现

包括在学科专业领域的国际、国内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在学科专

业领域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登记

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此外，具备从事产品开发和设计、技

术改造与创新的能力。 

6、其他能力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熟悉常用的办公软件和相应的专业软件；应

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应具备较好的交流能力，

特别是能够与同行进行通畅交流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7、学位授予 

符合本学科特点，与我校办学定位及特色相一致的学位授予质

量标准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按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要求，根据

本学科特色制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其中根据三个培养方向的能力要求

设置了不同的专业选修课程。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定为 3 年，在职

攻读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相应延长 1 年。特殊情况，经本人申请、

学校批准后可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 5 年。所修学分的总和应在

28-30 学分之间，其中学位课为 14－15 学分，非学位课程 11-12 学

分。要求在完成学位课程的基本学分外，应努力提高科研素质和创新

能力。在科研素质环节，主要包括学术活动、专题研讨、论文选题三

个方面；在创新能力环节，主要为学术论文发表、科研实践、独立研

究与自主创业、专利发明、课外作品竞赛及其它各类创新活动等。 

本学科严格按照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开展人才培养和社

会服务。 

（二）基本条件建设情况 

1.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主要有三个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 简介 

计算机应

用技术 

（1）智能农业：本方向主要基于模拟模型、智能农业

和虚拟农业的研究。 

（2）农业信息获取与处理：本方向主要基于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等农业信息获取与处理的研究。 



 

 

（3）农业信息管理：本方向主要基于网络技术、数字

化和数据库技术研究农业信息管理与利用。 

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 

本研究方向包括软件设计、开发、维护和使用过

程中涉及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探讨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发展的理论基础。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的研究，主要

包括以数据挖掘，图像处理、视频处理信息检索、自

然语言处理等基础理论及算法研究。 

农业大数

据分析与

建模 

本研究方向侧重于运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统计

方法、人工智能算法、决策分析、综合预测与评价、

数学模型处理农林经济管理、决策优化、农业图像处

理、生态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以数据采集

和处理、数据建模与计算、数据分析与统计学推断等

为主要研究内容，并能够将数据分析及建模的知识和

方法应用于农林经济管理、决策优化、保险与精算、

农业生态及遥感、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中。该方向旨在

培养各行业中大数据分析、管理与应用的优秀复合型

人才。 

2.师资队伍 

本学位授权点的师资队伍情况。包括人员规模、人员结构、学

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等情况。阐述年度增量，如职称评聘、师资引进、

退休情况、人才获奖等。可参照对比《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的定性定量要求，查看本学科点是否满足要求。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60 人）与软件学院（35）专业技术教

师共 95 人；近五年通过人才引进、学科整合及师资培养的 16 名博士

（引进 6 人，数学学科整合增加 4 人、学校培养 8 人）。学科现有专

业教学和科研教师 33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21 人），其中 45 岁以下的

23 人（70%），教授 8 人，副教授 21 人，博士学位人员 27 人（82%），

具有海外经历 7 人（21%），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2 人。本年度 2022



 

 

年引进博士 2 人，进升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1 人完成国外访问学

者一年。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骨干师资队伍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培养方向 学历 学位 是否硕导 行业经历 

1 王映龙 男 1970.08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2 赵应丁 男 1963.3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3 戴仕明 男 1963.5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工学硕士 是 有 

4 杨红云 男 1975.11 教授 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硕士 工学硕士 是 有 

5 付莲莲 女 1981.9 教授 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博士 
管理学博

士 
是 有 

5 彭莹琼 女 1978.5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工学硕士 是 有 

6 钱文彬 男 1984.10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7 杨珺 男 1970.06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8 张少平 男 1968.11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9 彭军 男 1981.1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工学硕士 是 有 

10 邓泓 男 1977.3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工学硕士 是 有 

11 吴沧海 女 1979.10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理学硕士 是 有 

12 杨文姬 女 1984.06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13 华晶 女 1985.05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14 李光泉 男 1977.08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管理博士 是 有 

15 易文龙 男 1982.10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16 熊焕亮 男 1977.07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17 刘章 男 1981.10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理学博士 是 有 



 

 

18 杨乐 男 1979.08 副教授 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硕士 硕士 是 有 

19 唐建军 男 1973.03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20 艾施荣 男 1977.11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硕士 是 有 

21 殷华 男 1982.11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22 徐亦璐 女 1980.2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23 史劲婷 女 1982.5.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管理博士 否 有 

24 缪建群 男 1976.03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管理博士 否 有 

25 伍健 男 1978.10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是 有 

26 鲁燕飞 女 1980.08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农学博士 否 有 

27 彭媛 女 1980.2 讲师 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博士 管理博士 否 有 

28 邵鹏 男 1983.10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29 梁莹 女 1989.12 副教授 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30 陈静 女 1979.08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管理博士 否 有 

31 于程远 男 1982.9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32 胡斯乔 男 1987.5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33 杨昊元 男 1991.7 讲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34 苏海鹏  男 1993.11 讲师 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博士 工学博士 否 有 

 

3.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本年度完成的科研项目及在研项目情况。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主持人 经费（万

元） 

立项年份 

1 基于细粒度的实蝇跨域检测方法研究与应用 
国家自然基

金 
彭莹琼 33 2022 

http://webvpn.jxau.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a2a618d27562311e2c5adbe2cd04/business/person/person.do?actionType=view&bean.id=916&pageFrom=commonList


 

 

 

4.教学科研支撑 

序

号 
成果名称 

完

成

人 

类别（著作、论

文、奖项、专利、

研究报告、成果

评价及其他） 

出版、发表、鉴定、采纳、授予单位；

时间 

1 

GoogLeNet Based on Residual 

Network and Attention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of Rice Leaf 

Diseases 

杨

乐 
SCI 论文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2022 

2 
Three- 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rice root 

杨

乐 
SCI 论文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2022 

2 
基于级联多尺度特征注意和交互注意图卷积的双手密集

重建研究 

省科技计划

项目 
杨文姬 10 2022 

3 基于深度集成学习的标记分布特征选择与分类算法研究 
省科技计划

项目 
钱文彬 10 2022 

4 
面向可穿戴式健康监测系统的心电信号时空融合量化压

缩感知方法研究 

省科技计划

项目 
华晶 10 2022 

5 跨受试运动想象脑电信号迁移学习及脑机接口交互研究 
省科技计划

项目 
徐亦璐 10 2022 

6 
基于物联网的杀虫灯 横向课题 殷华 13.36 2022 

7 基于细粒度的实蝇跨域检测方法研究与应用 国家自然基

金 

彭莹琼 35 2022 

8 基于深度集成学习的标记分布特征选择与分类算法研究 省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

目 

钱文彬 10 2022 

9 基于级联多尺度特征注意和交互注意图卷积的双手密集

重建研究 

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杨文姬 10 2022 

10 面向可穿戴式健康监测系统的心电信号时空融合量化压

缩感知方法研究 

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华晶 10 2022 

11 跨受试运动想象脑电信号迁移学习及脑机接口交互研究 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徐亦璐 10 2022 

12 农户低碳稻作行为及其激励对策研究 
江西省教育

厅 
鲁燕飞 2 2022 

13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 MOOC 学习行为建模及学习效果预测

研究 

江西省社会

科学联合界 
杨乐 1 2022 

14 
后疫情化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三位一体”服务模式

研究 

江西省教育

厅 
何剑飞 1.6 2022 

15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鲜农产品新型配送模式研究 
江西省教育

厅 
邵鹏 1.5 2022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664&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664&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665&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666&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666&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684&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ject/project.do?actionType=view&pageModeId=view&bean.id=7285&pageFrom=commonList


 

 

system based on the improved 

dual-scale automaton and 

L-system 

3 
Visual Modeling of Rice Root 

Growth Based on B-Spline Curve 

杨

乐 
EI 论文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s，2022 

4 

 

基于三维动态生长模型的水稻根系

模拟 

杨

乐 
CSCD 论文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 

5 

Hyb4mC: a hybrid DNA2vec‑ based 

model for DNA N4‑ methylcytosine 

sites prediction 

梁

莹 
SCI 论文 BMC Bioinformatics，2022 

6 

MAGCNSE: predicting lncRNA ‑

disease associations using multi

‑ view attention 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 and 

stacking ensemble model 

梁

莹 

王

映

龙 

SCI 论文 BMC Bioinformatics，2022 

7 

CapsNet-LDA: predicting 

lncRNA-disease associations 

using attention mechanism and 

capsule network based on 

multi-view data 

梁

莹 
SCI 论文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2022 

8 

Birefringence learning: A new 

global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model based on birefringence 

principle in application on 

artificial bee colony 

邵

鹏 
SCI 论文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2022 

9 

An Adaptive Beet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with 

Novel Opposition-Based Learning 

邵

鹏 
SCI 论文 Electronics，2022 

10 

A Multi-Mechanism Seagull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ncorporating Generalized 

Opposition-Based Nonlinear 

Boundary Processing 

邵

鹏 
SCI 论文 Mathematics，2022 

11 

A novel hybrid method for oil 

price forecasting with ensemble 

thought 

付

莲

莲 

SCI 论文 Energy Reports，2022 

12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based 

preprocessing method with 

Multi-LSTM for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a case study for hog 

prices 

付

莲

莲 

SCI 论文 connect science，2022 

13 
国际生猪价格和国内生猪价格的动

态关联性——基于外部冲击视角 

付

莲

莲 

CSSCI 论文 世界农业,2022 

14 

A Multi-Mechanism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Combining Hunger Games Search 

and Simulated Annealing 

李

光

泉 

SCI 论文 IEEE ACCESS，2022 

15 NeuralNCD: A Neural Network 李 SCI 论文 Applied Sciences-Basel，2022 



 

 

Cognitive Diagnosis Model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s 

光

泉 

16 

A Survey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for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李

光

泉 

SCI 论文 Electronics，2022 

17 

Drivers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part-time farming 

behavior in China 

鲁

燕

飞 

SSCI 论文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22 

18 

A multi-year dormancy strategy 

in a cabbage beetle popul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唐

建

军 

SCI 论文 Ecology and Evolution,2022 

19 

Preparation of Platinum 

Decorated Laser-Induced 

Graphene Flexible Electrode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Clenbuterol 

Detection 

唐

宏

伟 

SCI 论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CHEMICAL SCIENCE,2022 

20 
扭曲风险度量下的带约束最优再保

险 

刘

章 
EI 论文 数学学报,2022 

21 
A generalized metric space with 

three variables 

陈

静 
SCI 论文 J. Nonlinear Convex Anal.,2022 

22 

Meir-Keeler S type contraction 

and contraction with F control 

functions on S-metric spaces 

陈

静 
SCI 论文 Fixed Point Theory,2022 

23 
基于 DEA 和障碍度模型的江西省

农业生产有效性 评价 

缪

建

群 

CSCD 论文  生态科学,2022 

24 

The Critical Role of 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 to Improve 

Drought Tolerance and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in Crops 

缪

建

群 

SCI 论文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2022 

25 

Leaf classification for crop 

pests and diseases in the com- 2 

pressed domain 

华

晶 
论文 sensors,SCI,2022-12-23 

26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农业高校服务

三农人才培养研究 

彭

莹

琼 

论文 现代农业研究,2022-12-14 

27 
基于 RGBD相机的黑皮鸡枞菌子实体

形态视觉测量 

王

映

龙 

论文 农业工程学报，EI,2022-12-08 

28 
基于自然语言的数据库查询生成研

究综述术 

刘

喜

平 

论文 软件学报,2022-11-28 

29 

Rice nitrogen nutrition 

monitor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Direct 

detection of rice nitrogen 

nutritional status 

华

晶 
论文 PLos One,SCI,2022-11-22 

30 
Label distribution feature 

selection with feature weights 

钱

文
论文 

knowledge-Based 

Systems,SCI,2022-11-18 



 

 

fusion and local label 

correlations 

彬 

31 

“新农科”背景下地方农业高校农

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研究生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 

彭

莹

琼 

论文 现代农业研究,2022-11-15 

32 

Multi-scale And Multi-match for 

Few-Shot Plant Disease Image 

Semantic Segmentation 

杨

文

姬 

论文 Agronomy-basel,SCI,2022-11-15 

33 
基于文献计量法的国内产教融合研

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王

赛

男 

论文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11-10 

34 

Incomplete label distribution 

feature selection based on 

neighborhood-tolerance 

discrimination index 

钱

文

彬 

论文 
Applied Soft 

Computing,SCI,2022-11-01 

35 

Supervised and Semisupervised 

Manifold Embedded 

Knowledge__Transfer in Motor 

Imagery-Based BCI 

徐

亦

璐 

论文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SCI,2022-10-17 

36 

Cost-sensitive sequential 

three-way decis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fuzzy 

decision 

钱

文

彬 

论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SCI,2022-10-01 

37 

Lightweight Blueberry Fruit 

Recognition Based on Multi-Scale 

and Attention Fusion NCBAM 

杨

文

姬 

论文 agronomy-basel,SCI,2022-09-29 

38 

Representative Ring Signature 

Algorithm Based on Smart 

Contract 

易

文

龙 

论文 Sensors,SCI,2022-09-08 

39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迁移学习的水

稻害虫识别 

杨

红

云 

论文 
激 光 与 光 电 子 学 进 展 ,CSCD 核 心

版,2022-08-30 

40 
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可信检测数据

存储方法 

易

文

龙 

论文 科学技术与工程,核心,2022-08-28 

41 

Label enhancement-based feature 

selection via fuzzy neighborhood 

discrimination index 

钱

文

彬 

论文 
Knowledge-Based 

Systems,SCI,2022-08-17 

42 

Relevance-based label 

distribution feature selection 

via convex optimization 

钱

文

彬 

论文 
Information 

Sciences,SCI,2022-08-01 

43 

Deep Compressive Sensing on ECG 

Signals with Modified Inception 

Block and LSTM 

华

晶 
论文 entropy,SCI,2022-07-25 

44 

Multifeature Transformation and 

Fusion-Based Ship Detection With 

Small Targets and Complex 

Backgrounds 

钱

文

彬 

论文 
IEEE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Letters,SCI,2022-07-20 

45 
Computer vi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applied in the mushroom 

殷

华 
论文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SCI,2022-05-13 



 

 

industry A critical review 

46 
A Review on Recent Progress of 

Smart Contract in Blockchain 

熊

焕

亮 

论文 IEEE Acess,SCI,2022-05-10 

47 
改进 YOLOv3 的多尺度高分辨率特

征增强图像目标检测 

杨

文

姬 

论文 
小 型 微 型 计 算 机 系 统 ,CSCD 扩 展

版,2022-04-20 

48 

Game strategies among multipl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s for 

non-cooperative competing 

assignment user tasks 

熊

焕

亮 

论文 
The Journal of 

Supercomputing,SCI,2022-04-01 

49 

A PADDY FIELD SEGMENTATION 

METHOD COMBINING ATTENTION 

MECHANISM AND ADAPTIVE FEATURE 

FUSION 

邓

泓 
论文 

Applied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SCI,2022-03-16 

80 

Incremental neighborhood 

entropy-based feature selection 

for mixed-type data under the 

variation of feature set 

钱

文

彬 

论文 
Applied 

Intelligence,SCI,2022-03-15 

51 

Local rough set-based feature 

selection for label distribution 

learning with incomplete labels 

钱

文

彬 

论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SCI,2022-03-12 

52 
面向混合数据的代价敏感三支决策

边界域分类方法 

钱

文

彬 

论文 智能系统学报,CSCD核心版,2022-03-01 

53 
基于图像分割与卷积神经网络的水

稻病害识别 

杨

红

云 

论文 西北农业学报,CSCD核心版,2022-02-25 

54 

A novel arrhythmia 

classification of 

electrocardiogram signal based 

on modified HRNet and ECA 

华

晶 
论文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2022-02-01 

55 

Research on Progress of 

Blockchain Consensus Algorithm: 

A Review on Recent Progress of 

Blockchain Consensus Algorithms 

吴

沧

海 

论文 Future Internet,EI,2022-01-30 

56 

Feature selection for label 

distribution learning via 

feature similarity and label 

correlation 

杨

珺 
论文 

Information 

Sciences,SCI,2022-01-15 

57 

Information granularity-based 

incremental feature selection 

for partially labeled hybrid 

data 

钱

文

彬 

论文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SCI,2022-01-13 

58 
一种 1+N 多链溯源系统的数据保护

方法以及系统 

易

文

龙,

赵

小

敏 

专利 2022-02-11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5&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5&pageFrom=commonList


 

 

59 
一种领导者节点选举方法、系统、

存储介质及设备 

易

文

龙,

赵

小

敏 

专利 2022-05-31 

36 
一种基于智能合约的环签名方法、

系统、存储介质及设备 

易

文

龙,

赵

小

敏 

专利 2022-07-05 

60 
一种数据处理方法、网关、传感器

及系统 

易

文

龙,

赵

小

敏 

专利 2022-11-05 

61 一种人脸姿态检测器 

钱

文

彬 

专利 2022-12-20 

62 
一种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农业病虫害

识别系统 

钱

文

彬 

专利 2022-11-11 

63 一种可调节的农业用粘虫装置 

彭

莹

琼 

专利 2022-07-05 

64 
一种基于黑皮鸡枞菌的菌盖尺寸原

位测量方法 

殷

华 
专利 2022-09-23 

65 
一种基于黑皮鸡枞菌的尺寸原位测

量方法 

殷

华 
专利 2022-09-02 

66 基于微分参数的 L-Systems 植物形

态造型系统 

赵

应

丁 2022SR1511949 2022-11-16 

67 基于深度学习的药物分子二维结构

图像活性预测系统 

易

文

龙 2022SR1511950 2022-11-16 

68 基于桥模式注意力机制的水稻叶肉

细胞识别系统 

易

文

龙 2022SR1505122 2022-11-15 

69 基于 CNN 的上下文记忆的作物基因

剪接位点判定系统 

易

文

龙 

软 著 登 字 第

10437625 号 2022-11-09 

70 基于深度学习的 MACCSkey编码药物

分子活性预测系统 

易

文

龙 

软 著 登 字 第

10431239 号 2022-11-07 

71 基于多头注意力的图神经网络药物

分子活性预测系统 

易

文

龙 

软 著 登 字 第

10431240 号 2022-11-07 

72 基于 SpringBoot的试卷自动生成系 易 软 著 登 字 第 2022-11-07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6&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6&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7&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7&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8&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78&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541&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81&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81&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71&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16&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16&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17&pageFrom=commonList
http://219.229.222.51/business/product/patent.do?actionType=view&bean.id=1417&pageFrom=commonList


 

 

统 文

龙 

10431986 号 

73 基于区块链的学历学位证书查询微

信小程序软件 

易

文

龙 

软 著 登 字 第

10427090 号 2022-11-04 

74 基于区块链的《农业大数据》成绩

管理系统 

易

文

龙 

软 著 登 字 第

10423447 号 2022-11-04 

75 基于边注意力机制的图卷积神经网

络药物分子活性筛选系统 

易

文

龙 

软 著 登 字 第

10427124 号 2022-11-04 

76 

基于 SSM 的高校教材管理系统 V1.0 

吴

沧

海 

软 著 登 字 第

NO.11076653 2022-06-29 

77 基于 SpringBoot的学成在线教学平

台 V1.0 

吴

沧

海 

软 著 登 字 第

NO.11076662 2022-06-29 

78 基于区块链的云平台数据的存储和

上链系统 v1.0 

吴

沧

海 

软 著 登 字 第

NO.11076657 2022-06-29 

79 基于区块链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系

统 

熊

焕

亮 

软 著 登 字 第

9819509 号 2022-06-29 

80 

基于区块链的产品交易系统 

熊

焕

亮 

软 著 登 字 第

9819405 号 2022-06-29 

81 基于 vue 的区块链知识产权转让系

统 

熊

焕

亮 

软 著 登 字 第

9819395 2022-06-29 

82 
传越话题提取分析软件 

徐

亮 10114646 2022-06-18 

83 基于区块链的中药材可信品控平台

V1.0 

赵

应

丁 

软 著 登 字 第

10431987 号 2022-06-05 

84 
基于 deepsnake 的病虫害识别系统 

邓

泓 9397256 2022-04-08 

85 基于 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安全管控

系统 

熊

焕

亮 

软 著 登 字 第

9335207 号 2022-03-23 

86 
基于时空相关性的量化压缩感知系

统 

华

晶 2022SR0233321 2022-02-15 

87 
基于序列间深度学习可穿戴式设备

心电信号分类系统 

华

晶 10205695 2022-02-15 

88 
基于最小相干性的稀疏二进制随机

测量矩阵构造方法及应用平台 

华

晶 10205697 2022-02-15 

89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图谱管理系统 

钱

文

彬 9049774 2022-01-04 

90 
基于微分参数的 L-Systems 植物形

态造型系统 

赵

应 2022SR1511949 2022-11-16 



 

 

丁 

 

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本年度奖助学金发放情况。 

（1）制度建设：为做好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研究生评优工

作，学院成立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制定《江西农业大学计算

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 

（2）奖助水平和覆盖面：国家奖学金每年 2 万元，受助学生每

年 1 人（根据学校分配名额动态调整）；省政府奖学金每年 1 万元，

受助学生每年 1 人（根据学校分配名额动态调整）；学业奖学金每年

0.8 万元，受助学生每年为学院硕士研究生参评人数的 40%；一等校

研究生奖学金每年 0.5 万元，二等校研究生奖学金每年 0.4 万元，三

等校研究生奖学金每年 0.3 万元，受助学生为没有获得学业奖学金的

研一、研二全体在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3）本年度奖助学金发放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人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000 1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85000 17 

校专业奖学金 奖学金 80000 20 

新生奖学金 奖学金 184000 21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324000 54 

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补助 助学金 1500 3 

（三）人才培养情况 

1.招生选拔 

本年度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 39、上线录取比例 1：1、录取人

数 22（保送生 11 人，统考招生 9 人，保返生 2 人）、为保证生源质

量所采取的有措施为： 



 

 

1）学院始终坚持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努力提升

办学水平，提高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进全过程育人机制，充分

发挥导师团队优势，采取诸多措施改革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优化服

务细节，体现以人为本，近几年学院研究生培养学术水平质量，就业

质量高。 

2）学院通过奖学金制度吸引学生保送及报考学院一志愿人数。 

3）通过举办夏令营活动,将夏令营构建成为本校导师和意向学生

沟通互动的平台。 

2.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本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课程思政、研究生辅导员

队伍建设、研究生党建工作等情况。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 

根据学校要求统一安排。 

2)课程思政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组织各教研室开展课程思政研讨，每教研室

均有至少一门以上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方案，现已经完成了共计 17

门课程的课程思政实施方案。另已经完成了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计算

机组成原理、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等 9 门课程的课程思政案例。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1）优化队伍结构。严格选拔研究生专职辅导员，优先从优秀

辅导员队伍中进行遴选；从高年级硕士研究生中选聘研究生骨干担任

研究生助理辅导员，确保辅导员队伍整体素质。 

（2）完善培养体系。制定辅导员队伍建设管理办法，进一步明

确辅导员配备与聘任、发展与培养、管理与考核等要求。积极组织参



 

 

加国家、省、校三级辅导员培训，通过岗前培训、日常培训、专项培

训、骨干培训、廉政实践、红色实践等，不断提升辅导员理论水平、

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支持辅导员参与研究生教研教改课题、思政教

育研究课题，引导深入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建立研究生辅导员开展

党建、科技创新、安全教育、职业规划、资助育人等研讨交流。 

（3）强化管理考核。制定辅导员考核办法，明确研究生辅导员

在党建和思政教育、学生干部培养、实践教学、科技创新竞赛、就业

指导等方面的工作内容，强化辅导员育人职责。每年开展校级优秀辅

导员评选和表彰，树立工作榜样，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 

4）研究生党建工作 

（1）开展“研究生党建双创活动”，要始终抓好一条主线 

加强研究生基层党建工作，开展“研究生党建双创活动”，必须

始终聚焦如何发挥研究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这一主线，坚持质量抓

标准，以标准化建设为牵引，培育、发现、选树一批“教育有力、管

理有力、监督有力、组织有力、宣传有力、凝聚有力、服务有力”的

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理想信念坚定、学业成绩优秀、带头作用突出、

师生高度认可”的研究生党员标兵，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树起大

抓研究生党建的旗帜，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推动研

究生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真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教育党

员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垒。 

（2）创新榜样宣传载体，扩大党员榜样的影响力 

在榜样宣传方式上，学校不仅利用传统的宣传渠道进行宣传，比

如橱窗展示、新闻报道、座谈会等，且主动利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

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开设“支部风采展”、“活力党支”等栏目，构



 

 

建“线上线下、有层次的宣传模式，在深度报道中展示榜样魅力，传

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本年度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

续改进机制，教材建设、教学成果、教改项目等情况。 

本学位点开本年度开设的核心课程主要有：算法分析与设计（张

少平、邵鹏）、生物信息学（赵应丁、梁莹）、信息安全技术（赵应丁、

杨文妪）、多元统计分析（付莲莲、梅芳）、Matlab 工程实践（华晶）、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胡菊花）、数据挖掘（王映龙、钱文彬）、物联网

技术应用（王映龙、殷华）、IT 项目管理实战（聘请千锋企业工程师）、

大数据企业级项目实战（聘请千锋企业工程师）、高级软件工程（杨

珺、熊焕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廖运生，姜木枝，

傅琼，赵美岚）、自然辩证法（潘锡杨）、公务员能力养成（陈洋庚）、

文献检索与利用（王小雄）和英语（尧丽云）。根据各门课程的课程

特点，学位点安排有经验的老师进行主讲。主讲教师依据课程特点，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将案例教学法、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任务驱

动等课程教学方法引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前沿性，

任课教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与研究生分享新知识和新技术，增强了

本专业研究生学习兴趣和科研创新能力；引入专题讨论法，转“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培养本专业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科研和

创新能力。在本学位点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本年度本学位点课程

教学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和改善，教学效果优良，得到了广大师生的

认可。为了进一步保证教学质量，建立了课程教学持续改进机制,通



 

 

过日常教学检查、随机听课、学生评教、同行评教和督导评教等方面，

广泛收集课程教学质量相关问题、建议及意见，每学期将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结果及意见反馈给教师个人及教学单位，及时进行研究处理。

通过听取各方的反馈意见，然后结合实际条件,在教材选用、教学过

程、考核方式、教学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持续改进。 

完善现有课程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中增加“课程思政”目标，

根据“课程思政”目标设计相应教学环节，在教学团队、课程内容、

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实践教学等环节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学

生的学习任务中，体现在学习评价方案中。形成一体化反映课程教学

大纲、课程教学方法等思政内容的教案和教学文档。 

开展研究生导、教师培训活动。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采用多种方

式和形式，对研究生任课教师和导师进行培训。 

此外，本学位点教师开展研究生教学研究不足。 

4.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

制度要求和执行情况，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博

士学位授权点填写）。 

本学科点严格按学校《江西农业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实施细则（试行）》、《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

年度审核办法》、《江西农大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修订）》、《江

西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指导能力评价办法》等管理文件要求。 

为进一步明确导师岗位职责，树立起导师“导学”、“育人”的

良好师风，深入宣传科研诚信、道德等相关行为规范,推动学院研究

生导师队伍建设，学院严格落实学校新聘研究生导师岗位培训。研究



 

 

生院根据各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实际情况、导师责权机制、学术诚信、

奖助体系等拟定多项培训报告主题，并组织具丰富研究生教育管理经

验的专家和高水平导师进行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学院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加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

过程的责任意识和管理制度，学院开展专题学习。 

5.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培养研究生成效，包括

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本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充分发挥工农融合学科优势，把科技创新、

专业实践、技术推广等服务社会方式融入到硕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工作平台建设，构建“科研团队+创新实践+社会

服务”人才培养新模式，注重对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要求研究

生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从而全面提升研究生

培养质量。 

一是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历来重视课堂

教学方法改革，注重学术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学院。 

二是依托省级科研平台，锻炼研究生科研能力。学科事业现有

江西省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西农业大学农业大数据智能计算

中心两个科研平台，依托科研平台学科点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立足

江西省情，重点围绕农业信息技术、软件理论、信息安全、农产品市

场价格分析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指导研究生将选题与科

研平台发展紧密结合，形成农业大学计算机技术应用的特色研究方向。 

三是借助导师团队优势，培养研究生学术素养。学科点现有研

究生导师 21 人，2021 年度获批国家级课题 4 项，借助导师科研团队



 

 

优势，以省部级以上课题为支撑，积极培养研究生学术素养。目前，

在读研究生均已完成学术论文写作，并向国内外刊物踊跃投稿，学术

反响较好，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学院积极组织研

究生参加学术研讨会，全年导师带学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30 余人次。 

6.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本年度教师及研究生积极参与各类国内学术交流。 

参与人名单 会议名称 地址 时间 

付莲莲  
金融工程学术研讨会，题目《the 

innovation arms race》， 

拉夫堡

大学 
4 月 13 日 

付莲莲 

数字经济学术研讨会，报告题目《The 

green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拉夫堡

大学、在

线 

5 月 25 日 

付莲莲 

企业管理学术会议，题目《The 

disciplinary role of major corporate 

customers》 

利兹大

学 
5 月 25 日 

付莲莲 
科学计算的历史和展望，2022 年，在

线会议 

中科院

院士汤

涛 

7 月 12 日 

付莲莲 
农业大数据与农业风险管理应用发展

论坛会议  

在线会

议 
9 月 17 日 

王映龙 
第三届机械工程与智能制造国际学术

会议（MEIM 2022） 

华东交

通大学 

6 月 10 日至 12

日 

钱文彬 
为闽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师生做

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 
线上 4 月 12 日 

钱文彬 

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粒计算与知识发

现专委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

告。 

线上 5 月 7 日 

钱文彬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 2022 年中

国粒计算与知识发现学术会议。 

青海西

宁 
8 月 15-17 日 

易文龙、26 联合西北工业大学、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线上 12 月 16-18 日 



 

 

位研究生 
等国内外高校承办了第 10 届信息系统

与计算技术国际学术会议，易文龙担任

该会议工、农业领域大数据研究研讨会

主席。发表学术论文 6 篇，其中推荐最

佳优秀论文 1 篇 

殷华 2022 中国图象图形大会（CCIG 2022）， 成都 8 月 22 日 

全体研究生及

导师 

高效的区块链公平支付及其条件匿名

保护 
线上 8 月 20 日 

全体研究生及

导师 

计算、通信、感知与量子技术国际会议

（CCPQT 2022） 
线上 10 月 29 日 

全体研究生及

导师 

虚拟现实、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国际会

议（vrhciai2022） 
线上  11 月 16 日 

全体研究生及

导师 
游戏化学习与未来教育学术会议 线上 12 月 10-11 日 

研究生唐豪、

李求德 
圣彼得堡软计算与测量国际学术会议 线上 10 月 22-23 日 

    

    

    

 

付莲莲：江西省数学学会理事、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江西省

城市安全信息化学会理事，农村 ICT 创新团队骨干成员，“江西现代

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创新中心”骨干成员。《农林

经济管理学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等期刊审稿专家。 

易文龙：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农业专委会委员、中国计算机

学会高级会员、IEEE 专业会员。 

钱文彬：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粒计算与知识发现专委会委员。 

王映龙：江西省大数据学会理事。 



 

 

7.论文质量 

为进一步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在学校对研究生学位授予及学术规

范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学院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学科点论文规

范、相似性检测、学位申请资格要求等相关文件，建立了严格的学位

论文评审机制。本学科严格按照《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

性检测及处理办法（修订）》（赣农大研发〔2019〕33 号）文件要求，

对所有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相似性检测，并进行格式抽查，合格后

送至校外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进行双盲评

审，真实体现研究生知识理论创新、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2022 年本学位点毕业论文共计 96 篇，全部送外校双盲评审。送

检结果：全部通过盲审，且成绩大多良好以上。从文字性评阅意见来

看，大部分论文选题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技术路线合理，

数据真实可靠，论文质量总体良好。 

8.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加强学位论文和学位授

予管理、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分流淘汰机制等情况。 

本学位点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

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

设基本规范》，补齐补强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加快建立以培养质量为

主导的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在校、院两级建立全过程培养监管

制度的模式下进行培养，以研究生为中心，以学术要求和社会需求为

目标，以硕士生导师为责任制，确保培养全过程监控，确保研究生培

养的质量。 

（1）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研究生招生过程中采取以初试成绩为基础，结合面试成

绩综合择优录取，为了保证面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学科点专门制定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面试成绩评分细则”。学生

入学后，按照学校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安排，研究生在入学的第 4 周就

要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学生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培养计划是研究

生培养过程的重要依据，对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培养质量

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生学习的所有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

种。研究生课程的考试，可采取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口试加笔试

等不同的形式。所有任课教师和命题人员都应该严格遵守试题保密的

有关规定，不许以任何方式泄漏试题。试题应有适当的难度和题量，

研究生课堂考试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120 分钟，不得任意延长或缩短。

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二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占 70%，平

时成绩占 30%。学位课程成绩合格的标准为 75 分以上（含 75 分），

非学位课程成绩合格的标准为 60 分以上（含 60 分）。 

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在学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以重点实验室、研

究所、课题组为单位进行研究生开题报告答辩，答辩组聘请有经验的

导师组成，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并将材料报送

研究生处检查存档。 

研究生中期考核在校、院（所）两级中期考核领导小组下进行，

学校中期考核领导小组由校级有关领导和有关院（所）的领导若干名

组成，组长由分管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担任，负责协调、处理全校的

研究生中期考核的重大事情。院（所）中期考核领导小组由院领导和



 

 

指导教师代表 3-7 人组成，组长由院（所）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担

任，负责组织领导本院（所）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 

本学位点所有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都要查重与送审，查重的相似比

在 20%以下者，经导师和学科负责人认定学，学位论文在关键（点）

技术及关键创新之处无不端学术行为，研究生院同意，可进行论文评

审或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位论文检测相似比在 20%（含）

-50%之间，不得进行学位论文评审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须

半年后重新申请学位；相似比在 50%（含）以上者，学位论文须重新

进行选题、开题。所有的学位论文都必须送到校外 2 名相应学科的专

家进行评阅，两名专家的评阅结果都必须 60 分以上方可提交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议。 

本学位点的毕业资格审查必须根据学校规定，按照我院本学位点

的专业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的规定，认真审查研究生的完成课程学习

和实践培养环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写作，并

通过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查，满足查重要求和送审评阅条件，经导师

评定符合要求，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品德及其他方面鉴定

合格，准予毕业并发放毕业证书。 

（2）加强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 

本学位点进一步细分压实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等责任。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把关学位论

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会要客观公正评价学位论文学术水平，切实承担学术评价、学风监督

责任，杜绝人情干扰。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要对申请人培养计划执行情

况、论文评阅情况、答辩组织及其结果等进行认真审议，承担学术监



 

 

督和学位评定责任。论文重复率检测等仅作为检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辅

助手段，不得以重复率检测结果代替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的把关。 

为了防止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和维护学校的声誉，学校

引入使用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对所有各类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

行检测，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结果参照《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相似性检测管理办法（试行）》（赣农大研发[2010]14 号）执行。

同时要求本学位点研究生在论文送审之前需分别填写《江西农业大学

学术型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批表》和《江西农业大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批表》，并需本人承诺，经导师、学院分

管领导、学科点专家组和研究生处审核通过方可进行学位论文送审工

作。 

学位点对于学位授予已建立学校和学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学位评

定委员会等组织，为了强化制度建设与落实，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在学

位授权点建设、导师选聘、研究生培养方案审定、学位授予标准制定、

学术不端处置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配齐建设思政工作和管

理服务队伍，合理确定岗位与职责，加强队伍素质建设，强化统筹协

调和执行能力，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学院设置研究生教育管理专职岗

位，协助单位负责人和研究生导师，具体承担研究生招生、培养、学

位授予等环节质量管理和研究生培养相关档案管理工作。在研究生毕

业和学位授予上学院根据本院的实际情况颁布了《赣农大工〔2021〕

1 号：关于调整学院研究生毕业申请资格的规定》，规定了本学位点

的毕业与学位授予的最基本条件，符合这些最基本的条件的研究生才

能顺利毕业并授予学位。 



 

 

（3）强化指导教师质量管控责任 

学校制定了《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对新增

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规定了相应的条件，遴选品德高尚、作风正派，

治学严谨、为人师表，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同时掌握了本学科领域

系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学术水平较高的老师担任导师。为增强

学校与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

在我校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决定逐年聘请校外符合条件的

人员参与我校研究生培养与指导工作。为保证兼职研究生导师的质量，

规范兼职研究生导师的聘用与管理，本着“按需聘用、保证质量、规

范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学校特制定《江西农业大学兼职研究生

指导教师遴选及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特制定《江西农业大学研究

生指导教师研修计划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了选派条件及要求、

研修学校及研修方式、研修期间管理及考核方式、经费资助及管理、

研修申请程序等内容。同时对硕士生导师实行《江西农业大学硕士生

导师指导研究生记录制度》，要求指导老师每学期定期对研究生进行

指导并将指导过程记录到专门的研究生指导记录本上，还有《江西农

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听课制度》，要求硕士生导师每个学期听 2 次以上

的硕士研究生课。针对研究生导师的立德树人专门制定了《江西农业

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该细则规定了研

究生导师开展人才培养的主体责任。 

学位点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学位〔2020]19 号]》对不适合继



 

 

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及早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分流退出制定了分流

淘汰机制。研究生从入学到开题到中期报告到结题答辩的全程筛选，

将不适合继续从事科研的同学尽早分流退学。 

9.学风建设 

本学位点本年度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无学术不

端行为处理情况。 

1.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为加强校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建立良好的教学生活

秩序，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

行为准则》以及《江西农业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校研究生

工作实际，制定《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条例》（赣农大研

发［2012］27 号）和《江西农业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实施细则（试行）》（赣农大党〔2018〕60号）。 

为不断提升学科点人才培养的质量，维护科学道德，规范学术

行为，我校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了入学教育、论文讲座等教育活

动，并邀请导师对学生的论文撰写、论文检索等学术规范进行专门

的教育培训。2022年我们共举办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讲座 3次、

学术报告会 1 次。 

2. 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工作流程 

为了保证学科点学位论文的质量，学科点不仅要求学生严格按

照学位论文格式规范的要求撰写学位论文，而且在毕业论文的审查

环节，还严格执行《江西农业大学学术不端行为 查处办法》要求

所有学生使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学位论文认真



 

 

进行检测，并对学位论文落实导师责任制，确保学生提交的用于检

测的学位论文是经指导教师认真审阅并亲自推荐的最终稿。 

学位论文复制比是判断被检测学位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的一项重要依据。符合要求的硕士学位论文，总文字复制比及章节

文字复制比不得超过 20%。以上所述复制比都是剔除本人文献文字

后的复制比，是学校规定的最低标准。复制比超过 20%但低于 30%

的硕士学位论文，须由作者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认真修改。修改后

由作者本人提出申请，导师签字同意后报研究生所属培养部门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批准进行复检。复检后符合要求的学位论文方可进入

学位论文评审环节。对于修改后经复检仍未达到要求的学位论文，

须在不少于 6 个月的期间内修改后方可重新提交申请论文检测。复

制比超过 30%硕士学位论文，不再进行复检，须在不少于 6 个月的

时间内修改后方可重新提交申请论文检测。经检测符合要求的学位

论文电子版，视为向学校提交的送审论文的最终定稿。提交的纸质

学位论文与经检测符合要求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不一致的学位论文，

或在研究生院随机抽检中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学位论文，不得进入论

文评审环节，须在不少于 6 个月的时间内修改后方可重新提交申请

论文检测。 

10.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专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

况，在学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等。 

江西农业大学研究院专门成立了招生就业科、培养科、研工办、

学位办，各科室都配备 2-5 名专职管理人员，学科点所在学院也专

门配备了研究生管理副院长、研究生教学秘书、科研秘书、辅导员



 

 

各 1 名，以及 2 名工作人员分别负责招生就业和奖助工作。同时学

科点从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培养工作、日常管理、学位工作以及奖

助工作等五个方面制定了 39 个管理文件（详见《江西农业大学研

究生手册》），形成了完备人员配备和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对学科

点三个年级 41 名在校研究生所进行的“关于研究生培养及条件保

障的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研究生对课程教学、参与科研、

经费保障、指导老师、科研条件、管理服务、奖助体系以及就业指

导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 95%。 

11.就业发展 

本年度本学位点在校生及学位授予情况、硕士研究生继续攻读国

内外博士研究生比例，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

位意见反馈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2022届研究生就业单位 
序号 单位 单位类别 

1 广东省汕头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事业单位 

2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九江供电分公司 国企单位 

3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事业单位 

4 
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潮水镇人民政府 

（目前借调在烟台黄渤海新区工委组织部） 

事业单位 

5 国网鹰潭供电公司  国企单位 

6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赣州市赣县区供电分公司 国企单位 

7 玉山县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事业单位 

8 江西农业大学教务处-教育技术科   事业单位 

9 浙江省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   事业单位 

 

本年度本学位点有在校生 9 人，其中 2019 级研究生 9 人全部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授予工学硕士学位。毕业研究生就业率 100%，其中

有 3 人考入国家电网，占比 33%，6 人从事工作均与本学科密切相关

的事业单位，占比 67%，，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工作表现均非常满意。 

（四）服务贡献情况 



 

 

1.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本年度在科技获奖、科研成果转化、授权专利、促进科

技进步等方面较弱。 

2.经济发展 

1）2021年我校承担专升本英语、政治、计算机基础三科；高考

英语、通用技术及三校生英语、数学、计算机基础共八门科目阅卷工

作任务，在学校及招生就业处的精细组织下，通过学院领导及学院教

职工的全力配合，确保了阅卷场地的设备安全正常运转，确保了高考

阅卷工作顺利完成。 

2）组织完成 6000 多人次的“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证券从

业人员资格考试”、“入积极分子”等社会服务机考的技术保障、后勤

保障、疫情防控、安保引导。 

3）学院 6 人加入学校科技特派员，围绕解决“三农”问题，按

照市场需求和农民实际需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

农业科技园区和产业化基地建设。 

4）获得批准立项江西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1 年高级

研修重点项目，并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24 日成功组织举办了《新

媒体营销与农村电子商务助力线材振兴》研修班，参训学员共 53 人，

分别来自省内 20 多个区县。 

5）4 名科技特派员提供科技助农下乡服务 20 余次，为对接的农

户和企业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省农业经理人、高素质农民、女创业

农民等培训三十余场；带领学生赴企业进行调研等课外社会实践活动。 

3.文化建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E7%A7%91%E6%8A%80%E5%9B%AD%E5%8C%BA/4700383


 

 

本学位点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情况，推进文化传播、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方面的情况，创办学术期刊或学术

组织情况，开展科学普及、行业人才培训、全民终身学习等社会公共

与公益服务情况等等。 

4.服务社会典型案例 

案例一：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准

扶贫的重要载体。学院共有六名科级特派员，努力围绕“实施一个项

目”，“熟化一项技术”，“创建一个基地”，“致富一方农民”的目标。  

2022 年以来，分别到德安县、万安县、彭泽县等县开展科技服务，

2022年 2月 19日受邀为九江工发集团的员工讲解“数字经济的内涵、政府规划

与行业实践”；2022 年 8 月 2 日，受邀为江西省林科院承办的林业系统的

基层员工授课，讲课主题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电商发展”；2022

年 8 月 16 日，受邀在京西宾馆为全省商务系统的干部讲授“数字商

务助力乡村振兴策略与案例”；如何通过整合互联网资源，挖掘、筛

选极具特色的农产品，不断完善农产品上行服务进行深入讨论并给予

指导，深入农业专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20 余次，定

期组织电商平台直播示范，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累计培训指

导服务 1000 余人次。2022 年 11月 3日-6日，组织举办江西省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 2022 年高级研修班“数字化助力线材振兴”，参训学员共 55 人，

分别来自省内 18 个区县；学员大多为省内从事农业农村发展研究、涉农产业经

营，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还有

少数基层公务员；本次高研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如何通过数字科技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而展开，聘请国内知名专家

为学员授课，研修班获得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案例二：村镇数字化科技信息服务研究与示范案例。在服务于国

家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依托国家重点研究计划 

“村镇数字化科技信息服务综合示范” 项目，聚焦农资投入物和农

产品供需交易，研究线下数据与电商大数据整合分析应用、研究基于

区块链结合“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和生产信息智能导入技术建立高

可信度农产品品质安全控制体系，破解农业生产经营信息不畅和信息

不对称难题，以期推动农业结构优化、品牌建设、保质量促销量、市

场拓展和农业生产投入物减量化绿色发展；以农户利益和农业生产降

本增效为核心，创新助农模式；构建服务于多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地方政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全国推广

并在江西省井冈山市、永新县、四川屏山典型县市示范应用。主要成

果：（1）建立了村镇数字化科技信息服务平台，通过信息共享赋能农

业产业链各环节，提供全流程标准化数字生产方案，提供 GIS-遥感、

精准气象、农事档案、病虫识别、施肥指导、农产品安全等数字工具； 

(2)研发了基于机器视觉智能图像处理的作物病虫害实时诊断系统，

能够对作物病虫害类型自动化判定，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药；

（3）融合区块链、农业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农产品“一物一码，绿卡

上链”全流程可见、全链路可信的溯源平台；(4)在江西井冈山、永

新县等典型县市围绕村镇数字化、数字乡村建设，开展了线上线下线

培训 20000 人次以上。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入才引进效果不佳。 

2、学科发展距离学校高水平有特色的发展要求有差距。 

3、学科方向和团队建设的的待进一步提炼。 



 

 

三、下一步建设计划 

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和下一步思路举措，包括发展目标和保障

措施。 

1、学科队伍建设 

加强人才引进，重视学术梯队建设，在现有各学科平台基础上分

别打造出一支高水平学科方向团队；实施激励措施，鼓励学术冒尖，

使每一位学术团队成员都发挥好应有的作用。 

增强学术骨干队伍，现有教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各类科研教学项

目，积极申报各类人才称号，加大在相关领域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出省出国进修等途径，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培养教学与

科研并重的教师队伍，提高学科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尽量提高引

进人才吸引力，从而引进高层次高水平人才。 

2、科学研究 

明确科研主攻方向，加强学科科研团队建设，产出一批有特色、

高水平、原创性，引领江西乃至区域发展的一流科研成果。 

不断改善科研条件，构建好现有科研平台，协同中心平台要协助

其他学科开展科学研究，加强交叉学科研究，拓宽研究范围，产出国

家级科技成果奖励和高被引论文等成果。 

加强科研与教学成果的凝练及申报；创新服务模式，加强校地合

作，加大成果示范与推广面，推动学科创新、关键技术突破直接转变

为先进生产力，扩大学科的社会参与度、贡献率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