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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湖北民族学院始建于1938年，位于风景

秀丽的长江支流清江河畔，校园面积1500亩，校舍总面积40

余万平方米。学校集山川之秀美，汇人文之灵气，是一所以

本科教育为主、多层次办学的多科性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代码为10517。 我校建于山水之间而富有灵气，不在喧嚣的大

都市而显幽静，校园依山傍水，丛林掩映，独具民族风格的

校园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学校设有文学与传媒学院、

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医学院、财

经政法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

、艺术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育学院共12个二级学

院和预科部以及三级甲等附属医院和二级甲等附属医院各一

所。有汉语言文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环境科学、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医学影像

学、中药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城市规划、食品科学与

工程、生物工程、园艺、林学、园林、英语、体育教育、音

乐学、美术学、艺术设计、市场营销、社会学、舞蹈学、日

语、法学、编辑出版学、康复治疗学、社会体育、公共事业

管理、社会工作等43个本科专业，覆盖法学、教育学、文学

、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九个学科门



类。有民族学、文艺学、基础数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中医基础理论等五个省级重点学科。目前有民族学、文艺

学、基础数学、应用化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中医基

础理论等六个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 现有全日制在校普通本

专科学生13000余人，各类成人教育学生6000余人。现有教职

工1450人，其中专任教师708人；有高级职称人员400人，教师

队伍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有53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学

历的有300余人；享受国务院专项津贴4人，享受湖北省政府

专项津贴9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7人，湖北省跨世纪学

科带头人3人、学术骨干8人，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

第二层次4人；校级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180

人，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聘请兼职教授51人，其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1人，教师队伍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学校自2000年

以来，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60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5项、国务院各部门项目20项，完

成技术开发项目80多项，鉴定成果50多项，获国家专利23项

，获国家、省部级奖12项，出版专著、教材180部，公开发表

论文4000余篇，被SCI、EI、TSTP收录100余篇。学校重视对

外交流与合作，多次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并加强与国外

教育机构和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先后与英国、美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部分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学校

图书馆面积近2万平方米，馆藏图书83.9万册，另有电子图

书20万册，电子期刊数据库3个，长期订阅各类期刊1500余种

。馆内建有校园网、电子阅览室，开通了采访、编目、流通

和读者检索查询等系统，师生可通过校园网查阅馆内外图书

资料。《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



、医学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版已成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数据库核心期刊”

、“《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 2006年被教育部和中国

人文社科学报学会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进入全国百强社

科学报，“土家族研究”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学报发行到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

法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丰硕

的办学成果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社会的充分肯定。1998年

以来连续三届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最佳文明单位

”的荣誉称号； 2000年被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省教育厅党

组表彰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2003年被

省委、省政府表彰为“科技服务湖北先进单位”；2005年5月

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被国务院授予“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民族》、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先后报道过

我校的办学事迹。 二、学科专业介绍 （一） 民族学 民族学

是湖北民族学院的特色学科和湖北省重点学科，依托于民族

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

专兼职教师38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9人，讲师10人。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7人，70％以上教师具有硕士学位，有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1人，省政府津贴专家2人，省级重点学科带头

人1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1人，“

楚天学者”岗位教授1人。 近几年来，以土家族研究为重点

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丰富，学科成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5项、

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3项、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国家民委子



课题4项、省厅级课题30多项；学科主要成员出版著作40余部

，在《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

究》等民族学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00多篇，有多项成果获奖

。 2008年民族学专业在民族历史、民族教育、民族社会与文

化、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法与民族地区

行政管理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 （二） 文艺学 湖北民族学院

文艺学是拥有自身优势和特色的湖北省重点学科。1997年被

评为湖北省第二批省级重点建设学科，2001年检查验收为湖

北省重点学科，1996年开始与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联合

培养硕士研究生，2006年1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湖北

民族学院首批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点。 学科点现有教授7人，

副教授9人，讲师、助教8人，45岁以下的教师全部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历，是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学术梯队。在民族民间尤其是武陵地区土家族文学艺术理

论、民族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及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方向，

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本学科主要培养有扎实的文艺学

理论功底和学术研究能力，能够胜任文学和文化研究，教学

工作，文艺策划、宣传及采编等工作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文

艺心理学研究方向：主要运用现代心理美学方法观照、透视

文学基本问题，揭示文学深层规律。 文艺思潮与文艺批评研

究方向：立足现当代文艺思潮和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运用多

种研究方法，从多元立体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

影视艺术）的思潮与创作实践。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方向：立

足于中国古代文艺思潮和文学批评及其理论进行研究，强调

现代转换，突出经典阐释。 文艺与传媒研究方向：研究文艺

在传媒中的主要形式，变迁过程，主要特征及其基本原理和



策划操作等，注重文艺研究与社会生活，与传媒的结合。 民

族民间文艺学研究方向：立足于湖北西部地区的文艺现象及

文艺成果，结合地域特性进行研究，注重研究文艺学的民族

民间性。 （三） 基础数学 基础数学学科点所在数学系具有60

多年办学历史，是湖北省重点学科。1989年在原专科教育基

础上开始招收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本科生，2002年开始招收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本科生，1996年开始与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大学联合招收基础数学硕士研究生。现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业已建成为湖北省品牌专业。本学科点坚持以人为本，求

实创新，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每年为国

家培养了100多名毕业生，其中联培研究生有70%考上博士，

已显示出良好的办学效益。 该学科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学

术水平较高、敬业精神强的师资队伍。现有教授6 人、副教

授12 人、博士7 人、硕士19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1

人，湖北省属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2人，湖北省属高校跨世

纪学术骨干2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 。为了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近年来，学院还聘请了一批兼职教授和名

誉教授。该学科长期与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所保持着良好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并在本学科领域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工作，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稳定的五个研究方向。 代数学

方向：该方向重点研究同调代数、代数表示论和逻辑代数。

在代数表示论方面，本研究方向侧重于对拟遗传代数的研究

，重点探讨一类特殊的拟遗传代数的Ringel对偶问题；在同调

代数方面，侧重研究环和模的同调性质及同调维数；在逻辑

代数方面，侧重研究模糊逻辑代数的结构理论。 非线性动力

系统方向：在非线性生物动力系统研究方面，侧重讨论系统



的持续生存性、时滞差分方程解的线性振动性、正周期解的

存在性； 在生物资源的控制与管理方面，考虑脉冲出生、脉

冲捕获、脉冲放养、脉冲迁移、害虫综合管理等因素作用，

讨论系统的边界周期解存在性问题。 凸几何分析方向：凸几

何分析方向是以微分几何、泛函分析、偏微分方程、点集拓

扑为基础的现代几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方向主要研究：

经典Brunn-Minkowski理论和Lp-Brunn-Minkowski理论，特别

是Lp-Brunn-Minkowski理论，它是近十多年来国际上发展十

分迅速的一个研究领域；Banach空间的局部理论，它是凸体

几何与泛函分析结合的最引人注目的产物；几何断层学，它

研究如何从几何对象的低维信息重构该几何对象或对该对象

的性质作出推断，它是凸体几何与医学CT及体视学、几何刺

探等的交叉学科。 优化理论及算法方向：优化理论与应用软

件是迅速发展并获得广泛应用的热点研究领域，是数学及计

算机应用于高科技领域的有机结合。该方向侧重于研究排序

问题的复杂性与近似算法和应用软件的研究与开发两个方面

的问题。 泛函分析及应用方向：在基础理论方面，侧重研究

算子代数，运用代数的方法，探讨泛函分析中的一些性质；

在应用方面，泛函分析在机械、航天技术、自动控制、非线

性程序设计、经济平衡、交通运输、工程技术等问题中都有

广泛的应用，近20多年来发展很快，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多种

科学领域。 （四） 应用化学 应用化学学科是湖北民族学院重

点建设学科，1999年被省教育厅批准立项为硕士点立项建设

学科，2001年开始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

，已毕业硕士研究生3届，现有在校研究生6人。本学科已有

应用化学硕士点和应用化学本科专业，以及相关的化学工程



与工艺本科专业和化学本科专业，具有硕士和学士授予权，

下设应用化学研究所。化学专业已建成为湖北省品牌专业。 

本学科师资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3人，硕士学位13人，在读

硕士6人；教授7人，副教授19人；华中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

导师5人；校级学科带头人1人，学术带头人7人，学术骨干3

人；留学回国人员1人，享受省政府专家津贴1人，被聘为核

心期刊、中国化工学会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会刊及中国精细

化工协会会刊《精细化工》杂志编委1人，在大连化物所、华

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聘客座教授4人。自1999年以来

本学科研究人员已在《中国科学（B辑）》、

《Nanotechnology》、《Applied physics A》、《Chemical

Physics Letters 》、《Talanta》、《化学学报》、《分析化学

》、《应用化学》、《精细化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50余篇被SCI、EI收录。取得鉴定成

果5项，国际先进水平1项，国内领先水平4项。出版专著（教

材）3部，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湖北省政府

“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学

术论文奖6项，获恩施州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项。受理发明

专利6项，已授权2项。目前，在研科研项目60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子项目1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

科技厅攻关项目2项，国家民委重点项目1项，省教育厅优秀

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1项，省教育厅重大项目2项，研究

经费92.30万元。另外，本学科拥有教学和科研实验室面

积1799 M2，万元以上仪器设备44 台（件），万元以上仪器设

备值455万元，本学科现有美国NICOLET公司AVATAR370傅

立叶红外光谱仪、美国AGILENT公司6890N气相色谱仪、美



国AGILENT公司6890N/5975i气-质联用仪、日本岛津UV-255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珀金埃尔默AA800原子吸收光谱仪

、日本岛津LC-10AVP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等教学科研设备，

完全满足培养研究生条件。该学科2001年开始与华中师范大

学联合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已毕业硕士研究生3届，现有在

校研究生6人。湖北民族学院应用化学学科目前有5个研究方

向。 材料化学及应用：本研究方向立足于学校所在地武陵地

区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学科优势，主要进行天然产物的改性和

功能材料的合成、应用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有：（1）用高温

碳热还原法、有机热分解法、气液固催化技术等方法设计和

制备具有特殊结构的非碳纳米结构功能材料；（2）利用武陵

地区极为丰富的魔芋资源，采用化学与物理改性的方法对魔

芋葡甘聚糖进行改性制备增稠剂和水处理絮凝剂；（3）利用

武陵地区极为丰富的生漆资源，采用化学与物理改性的方法

对漆酚改性制备高分子催化剂、阻燃剂、吸附树脂及新型装

饰涂料。 精细化学品化学与应用：本研究方向主要内容有：

（1）武陵地区特色天然香料植物和食品香气成分研究及新型

天然香料香精的研发；（2）新型香料的合成及新催化剂在合

成香料中的应用；（3）其它精细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 有

机及生物电分析：主要研究药物、水体有机污染物的电化学

性质、食品中有机物的电化学分析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资源

与环境化学：本研究方向主要内容有：（1）生物活性成分的

筛选与分离鉴定；（2）丰产天然产物的化学改性及改性产品

的应用研究；（3）天然产物的化学全合成研究；（4）环境

分析化学。 薄膜材料制备与性能:采用磁控溅射、熔胶凝胶、

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等方法制备功能薄膜，并对薄膜



的性能进行研究。 （五）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野生动植物

保护与利用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省内唯一具有硕士学位

授予权的学科，2004年成为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岗

位学科。目前该学科已形成了一支有6名教授、18名副教授

，13名博士和20名硕士的学科队伍，是一支结构合理和充满

活力的科研团队。自1993年开始创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学科，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以国家“加强资源保护、积极

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方针为指导，以野生动植物多样

性和保护生物学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为核心研究内容，以实

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为主要研究目标，广

大科研人员突出地方特色，依托武陵地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走“产、学、研”相

结合之路，现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共36项，企业委托技术

攻关项目共31项，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在野生

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方面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共发表学术论文301 篇，出版专著5 部，鉴定成果10 项，获

省部级奖3 项，获地区科技进步奖5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

。该学科长期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本学科队伍在

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中，已形成了“野生植物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民族植物与生态”和“天然产物开发”三个稳定

的研究方向，特色明显，实用性强，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有

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野生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方向， 主要以武陵地区野生植物为研究对象，从生理生化、

遗传育种、分子生物学到资源保护、驯化、栽培、产品开发

及其产业化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索野生植物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技术与方法。 民族植物学与生态学方向主要研究武陵

地区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植物区系分析、植物系统进化、结

构与发育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生态

系统管理、民族植物理论与方法，以及运用生态学原理解决

山区重大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天然产物开发方向，

主要研究天然产物及其中间体化合物的开发，尤其是民族中

草药的次生代谢产物的提取研究，天然香料、防腐剂、色素

的利用与开发，特产植物资源的加工及功能性食品的开发等

。 本学科专业点现有硕士生导师8人，有院内试验基地1个，

实验设备总值达810万元，有院外固定教学试验基地3个，有

湖北省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1个。本学科专业点培

养具备生物科学与现代生物技术以及生态学等方面的基础理

论与技术，可在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在环境保护、林业、农业、园林等部门从事管理工作，也

可在相关大型企业从事产品研发和市场策划等方面的工作。 

（六）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

该学科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团队,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

。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8人，讲师10人。学科点下设一个教

学研究室、一个中医药研究所、一个中医药综合实验室。实

验室面积600m2，仪器设备先进，有高效液相色谱仪、薄层扫

描仪、质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全自动血液流变仪、智能

脉象仪、CO2超临界萃取仪、紫外分光光度计、基因扩增仪

等一大批科研仪器，价值800多万元，为科学研究与研究生教

学提供了有力保证。目前承担省部级项目3项，湖北省教育厅

青年团队重大项目1项，省卫生厅项目4项，其它各类项目15

项。近5年来，出版专著与教材12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其他各类奖项8项，转让科技成

果11项，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从1998年开始与湖

北中医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现已培养了多届毕业生，

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积累了指导研究

生开展科学研究的经验。200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本学

科是湖北民族学院首批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之一。

从2007年开始招收以下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内经》的

妇科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研究、民族医药基础理论应用与药理

学研究、中医抗衰理论与老年病防治研究、风湿病的基础理

论研究与方剂的开发应用。同时，自2007年开始与湖北中医

学院联合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生教育的

层次，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内经》妇科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研究方向：对《内经

》中关于妇科病的成因、发病机理以及证治方药进行理论探

讨和临床应用的研究，挖掘中医药和民族药物治疗妇科病的

新方法、新途径和新药物。 民族医药基础理论应用与药理学

研究方向：开展民族医药经验及文献整理，侧重于中草药资

源的研究与应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草药及其处方制剂

的药理、药效分析，检测其作用的物质基础，探索其作用机

制。 中医抗衰理论与老年病防治研究方向：随着我国老年化

社会的加快，老年人口正不断增多，老年病也随之逐年上升

，该方向着重挖掘整理中医学中关于人体衰老的学说，探索

人体衰老的原因，研究延缓人体衰老的方法、老年病的中医

治疗和其它治疗手段，以及老年病的预防措施，开发具有民

族医药特色的抗衰延年的保健制品和新的药物制剂，造福老

龄病患者。 风湿病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方剂的开发应用方向：



风湿类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有些风湿病如类风湿关

节炎，是临床难治之症。该研究方向侧重于研究风湿病的发

病机理和临床治疗药物的配伍应用，挖掘民间医药验方，观

察、总结临床疗效，探讨其作用机理，研制开发新的抗风湿

药物制剂。 三、招生简章 （一）考试方式及科目： 2008年我

学校只以全国统考方式招收硕士研究生。四门考试科目详见

招生目录，其中政治理论、英语、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

、数学四、中医综合、西医综合由全国统一命题，其余科目

均由我校命题。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

检标准（参见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 4．考生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国家承认学历的大

学本科毕业生或应届本科毕业生； ②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

业学历后经2年或2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9

月1日），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我校对考

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③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

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生，以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三）报名 1．按照教育部要求，全部实行网上报名，通过

互联网提交报考信息，所有报考人员都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

报名时间内登录指定的网站进行报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凭

报名号到报考点确认网报信息、缴费、照相。 具体报名时间

和报名网站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 2．网上报名时须按照规

定选择报名点： ①设立了报考点的学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通过该校报考点报名； ②在外埠的考生须选择所在省（市、

区）招办指定的报名点就近报名，按照报名点的要求照相、



缴费。 3．考生须认真核对网上提交的报名信息并牢记网上

报名系统自动生成的报名号和密码，如因提交信息有误产生

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4．报考人员的报考资格审查在复

试阶段进行，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被取消复试资格。 （

四）考试 1．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2．初试具体时间由教

育部统一公布，初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 3．复试时间

、地点、方式及要求等信息在复试前通过我校研究生招生网

站公布。 4．复试包括英语听力、口语测试和综合复试。综

合复试将采取面试＋专业知识综合笔试方式。 以同等学力资

格报考我校的考生，在复试时须加试所报考专业大学本科两

门主干课程，加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或与招生学院办公

室联系。 5．复试成绩实行百分制，复试成绩不及格的考生

不予录取。 （五）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在复试期间进行，具体

时间、地点、要求等在复试前见我校研究生招生网站通知。 

（六）录取 研究生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定向培养、委托培

养、自筹经费四种类型： 1．录取为非定向（培养费由国家

负担）和自筹经费（培养费由本人负担）研究生的考生须将

人事档案转入我校。 2．录取为定向（培养费由国家负担，

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工作）和委托培养（培养费由委托单位负

担，毕业后回委托培养单位工作）研究生的考生人事档案不

转入我校，在录取前由用人单位、考生及我校三方签订协议

书。 （七）学制 目前我校各专业学制均为3年。 （八）招生

优惠政策 1、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学生（包括国家计划和自

筹经费），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免收培养费。 2、正式录

取的学生，每人每月发放普通奖学金280元，国家计划内和自

筹经费的研究生均可享受。 3、学校设立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 4、研究生可申请“助教、助研、助管”岗位。 5、生活困

难者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九）其他事项 1．招生专业目

录备注栏内附有参考书，不详者请直接与招生学院办公室联

系； 2．我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专业课考前复习班； 3．单位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学院路39号研究生处，邮政编码

：445000； 4．联系电话：0718-8437422，联系人：金老师、

李老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