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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概况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前身是由时任校长竺

可桢先生于1936年4月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增

设的史地系，人文地理学家张其昀任系主任。

专业介绍
地质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地理信息科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大气科学 Welcome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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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士 寄 语
杨文采&杨树锋  

 当你们跨入浙江大学，迎
面而来的便是浓郁的人文气
息，这座世界知名的百年学
府，将给予你们荣誉与使
命、全球视野与求是精神。

我们热切地期盼着，在课堂
上看到你们年轻的身影，在
地球科学的研究领域有你们
青春的脚步。地球如此神
奇，科学永无止境，对未知
的发现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有你们的加入，老校长竺可
桢创建的地球科学学科一定
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在
浙江大学的每一天，都将成
为你们美好的记忆。

杨树锋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

杨文采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构造地质学家

人生的道路千条万条，成功的
规律只有一条：通过自我控制
达到自我实现，把自己的才华
智慧融入时代。浙江大学是最
贴近时代发展轨迹的学府，为
你融入时代和社会文明提供了
最佳的机遇。

我们欢迎有才华有智慧的学
子们提出挑战，和你们共建
科技创新的明天。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2017专业宣讲

2017.9.28



本科专业设置
地质学

地球科学信息与技术
大气科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地理信息科学

博士后流动站  地质学
一级学科2个    地质学、地

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授予博士学位学科  构造地
质学、矿物、岩石、矿床

学、地球化学、第四纪地质
学、资源探测与地球物理、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资源

环境与区域规划

研究机构
教育部含油气盆地构造研

究中心
浙江省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

实验室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空间信息技术研究所
地理信息科学研究所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
环境与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

气象信息与预测研究所
海底科学研究所

地球科学学院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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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概况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前身是由时任校长竺可桢先
生于1936年4月在浙江大学
文理学院中增设的史地系，
人文地理学家张其昀任系主
任。学院经历过抗战西迁、
院系调整、四校合并，虽几
经风雨依然生生不息，蓬勃
发展且人才辈出。学院办学
80载余，在这里学习和工作
过的院士有30余位，其中不
乏有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奠
基人，如叶笃正、施雅风、
陈述彭、陈吉余、周志炎、
涂长望、谭其骧等老一辈院
士，也有新一代学科领军人
物，如丁仲礼院士、杨文采
院士、杨树锋院士、彭平安
院士等。

全院教职工
教授37 人

副教授 34人
讲师 8 人

实验员4人
行政管理 7人

博士后 9人

在校学生
本科生205 人
研究生 192人
博士生142 人

        37位教授中包括院士
2人，国家千人计划教授2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求
是特聘教授2人，教育部优
秀青年教师1人，教育部新
世纪青年人才1人，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优秀青年基金获
得者)3人，浙江省千人计划
3人，百人计划研究员3人。
另有，双聘院士2人，兼任
院士（博导）5人，长江学
者讲座教授1人，兼任教授
（博导）8人。

          地球科学是一门研究
地球资源、环境演化与人类
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作用关系
的科学，它寻求人类社会与
环境协同演化、持续发展的
途径，是21世纪的支柱性科
学之一。地球科学以自然科
学为基础，探究自然的神秘
并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
合，充满未知性、趣味性与
挑战性，它围绕资源、生态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一
时代主题，培养现代社会急
需的高级人才。社会对地球
科学人才的需求旺盛，毕业
生就业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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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
G e o l o g y

       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五大基础学科之一，
是一门探讨地球如何演化的自然哲学。它的产生
源于人类社会对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等矿
产资源的需求，由地质学所指导的地质矿产资源
勘探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源泉。
        地质学是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
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
知识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对
地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地质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
用也越来越明显。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地球资
源、维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所共
同关注的问题。

专业优势
战略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解决基础理论和能源、
资源与环境领域的重大问题
特点  应用性极强的基础学
科，与地球物理学、海洋科
学和信息技术紧密结合
地位  国际地球科学学科ESI
排名前1%，入选浙江大学
一流骨干基础学科计划
交流  与哈佛大学等世界名
校建立了广泛且形式多样的
国际化学习与交流机会

地质学
选择的不仅是份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培养方案
    扎实掌握地质学知识、
思维和技能，拥有强的数、
理、化基础

熟练应用高新技术手段，
兼具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
究能力

满足地质学及其相关国民
经济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复合
型人才
对外交流
与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等国际名校建立了长期的交
流合作关系和多种模式的
联合培养。与美国夏威夷
大学建立“3+2”联合培养
模式，选拔本科生到该校
深造。

师资力量
现有专任教师30人，教授16
人、副教授9人，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 
浙江省特级专家 1人
国家千人教授 1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2人 
浙江省千人计划入选者1人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与
教学计划  1人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人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2人 
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入
选者  8人

拓展平台
科研训练  国家大学生创新
训练计划、浙江省大学生创
新训练计划、本科生科研训
练计划（SRTP）、全国地
学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等
野外实践  环西湖野外地质
实习、建德-千岛湖野外地
质实习、西天目野外实习、
舟山现代海岸实习、温州雁
荡山火山地质地貌实习、安
徽巢湖专业实习、青海柴达
木综合地质实习、美国落基
山野外地质实习、华南大地
构造与野外实践国际课程等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普通地质学、结
晶学与矿物学、晶体光学
与光性矿物学、岩石学、
古生物学与地史学、地球物
理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
学、沉积学与古地理学、板
块构造等
教学特色  课程教学模式多
样，包括双语教学、丰富的
野外实践教学和探究式讨论
学习等

学科优势研究方向
造山带与盆地构造
复杂构造建模与油气勘探
地球圈层作用与矿产资源
新构造过程与地质灾害
有机与生物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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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                                                                                                                                                        )
地球物理学是以地球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现代应用物理学，是物理、力
学、数学、计算数学、天文学、海洋学、化学、地质学之间的一门边缘
学科。它是未来地球科学理论的进展和社会发展的先导学科，它必将对
进一步发掘地球内部和深部的信息，探索地球演化的奥秘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地球物理学人才需求旺盛，就业前景广阔。

#培养目标 
扎实的数理基础和系统的理
工科知识结构
系统掌握地球物理学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
较强创新能力和具有国际视
野的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
适合从事地球物理海量数据
采集、处理分析、解释与可
视化、时空建模等领域科
学研究

#专业主干课程
普通地质学，计算方法，地
球物理场论，信号分析与数
据处理，岩石物理学，应用
地震学，应用重磁学，应用
地电学。

#专业发展历史
1984年建立遥感地质硕士点
（后合并到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学科）
2002年设立地球信息科学与
技术本科专业
2003年获得地球探测与信息
技术博士点授予权
2011年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学科被评为浙江省重点学科

#拓展平台
科研训练  国家大学生创新
训练计划、浙江省大学生创
新训练计划、本科生科研训
练计划（SRTP）、探究性
实验、全国地学大学生地质
技能竞赛等
野外实践  环西湖野外考
察、建德-千岛湖野外实
习、西天目野外实习、舟山
现代海岸实习、地球物理野
外实验场等多元化实践教学

#师资队伍
杨文采：中国科学院院士
夏江海：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教授
徐义贤：浙江大学“求是”
特聘教授
田  钢：教授/博导、副所长
Klaus Holliger：包玉刚讲座
教授
陈生昌：教授/博导
鲍学伟：浙江大学“百人计
划”教授
杨长福：副教授
王帮兵：副教授
王华军：副教授
任浩然：副教授、“求是”
青年学者
赵文轲：副教授
杨  波：讲师
李雪靖：实验员

#对外交流
与美国Kansas大学、Boise 
State大学、UCSC大学；
英国Durham大学；意大利
Trieste大学；瑞士ETH大
学；瑞士Lausanne大学；
德国RWTH Aachen大学；
德国KIT大学；澳大利亚
Macquarie大学；日本东北大
学等世界名校建立了长期交
流合作关系

#奖学金
除各类面向全院学生的校
设、外设奖学金之外，针对
地球科学学院的学生设立“
地球科学奖”和“世浙-愫
亚奖学金”以鼓励特别优秀
的学生。

#毕业走向
深造：国外知名大学及研究
所；国内著名科研机构；国
内985大学。
就业：国土资源企事业单
位；高新技术企业；全球
500强企业；国家和地方政
府部门；军事和国防部门。

#特色成果
高频地震面波特性与反演
岩石圈组构多尺度成像
高分辨地震采集与处理技术
高精度地震偏移成像与反演
极地地球物理调查方法
探地雷达综合属性分析技术

#承担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国家863项目与课题
国防973项目专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
年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等省部级
项目
中石油与中石化等企事业单
位项目。

1 千人计划学者夏江海教授与美国
勘探地球物理学家联合会主席John 
Bradford教授

2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田钢
教授在阿联酋国际会议上受邀发言

3 学生们丰富多彩的野外实践与学术
交流活动

#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钢
邮件：tiangang@zju.edu.cn
电话：13588154791
地址：浙江杭州浙大路38号，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第六教学楼
邮编：3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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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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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 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地球表层空间的各种自然地理要素和所有人类社会活动中与空间位置相关的信息及其内在
规律。它是一门典型的涵盖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遥感、测绘、地图学、数学等的交叉学科，重点解
决地理信息的获取、存储、处理、显示、管理和分析过程中一系列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问题。随着以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为核心的遥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发展以及其间的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3S集成化技术

系统，从时空角度助力人类面对包含资源环境、气候变化、能源经济、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在全
球、区域和地方不同尺度的挑战。

云雾计算的后云时代

培养目标
掌握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
科学、地图学、遥感方面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具备地理信息类专业实践和
专业综合应用能力
具有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设
计与开发的基本技能
具有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的
高素质专业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
地理信息系统          
地图学  
GIS程序设计  
地理空间数据库  
GPS原理与应用  
地理定量分析方法

拓展平台
专业学习  编程实习、软件
应用、专业调研、专业设
计、毕业设计等。

科研训练  国家大学生创新
训练计划、浙江省大学生创
新训练计划、本科生科研训
练计划（SRTP）、全国大
学生GIS编程竞赛等。依托
浙江省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
实验室，获得地理信息处理
与分析和信息系统开发的项
目研究训练。

每年有部分优秀学生参与国
际互访交流学习。

师资队伍
拥有在学术界影响广泛的教
学研究队伍。现有双聘院
士1人，教授3人，副教授6
人，实验人员1人。

奖学金
除各类面向全院学生的校
设、外设奖学金之外，专门
针对地球科学学院的学生设
立“地球科学奖”奖学金以
鼓励特别优秀学生。

毕业去向
深造   每年有1/3左右的毕业
生考取或免试进入研究生阶
段学习。每年有学生留学美
国、欧洲、加拿大和澳洲等
地高等院校，在美国GIS属
于STEM专业。
就业  毕业生可从事与地理
信息系统有关的应用研究、
技术开发、生产管理和行政
管理等工作，也可在科研机
构或高等学校从事科学研究
或教学工作。
创业  从事与地理位置的信
息服务相关的互联网、三
维、移动地理信息系统的
研究、设计与开发和行业
应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三维GIS开发
2 无人机与影像
处理
3 分布式存储
技术
4 深度学习
5 地理实体谱系
概念模型
6 大数据挖掘
7 移动GIS开发
8 WebGIS开发
9 全球Argo浮标
实时海洋调查
10 海-气二氧化
碳通量监测
11 全景GIS技术
12 BIM+GIS
13 动态时空热
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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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以人
类社会自身的地理空间行为规律为研究对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以文理学科的交叉性、知识
结构的综合性和学科应用的实践性为专业特色，研究的内容是通过城乡规划和管理，合理利用资源
和环境，促进城乡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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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如何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
被作为基本国策提出，该专业的社会需求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
旺盛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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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
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
系统掌握地理科学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
系统掌握城乡、土地、旅游等空间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适应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决策管理部门从事相关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工作的高
级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
区域分析与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资源管理
旅游规划学

拓展平台
野外实习，包括与香港大学地理系共同开展的学生野外实习、规划设计、软件应用、专业调研等。
学生在学期间可以跟随相关老师从事房地产估价、房地产市场分析、旅游项目规划设计、土地利用
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企业创新发展等相关科研项目的研究实践。
每年有部分优秀学生参与国际互访交流学习。

师资队伍

专业既拥有在学术界享誉海内外的终身教授，又有一批活跃于学术研究及社会管理应用领域的骨干
教师，现有教师12人，教授3人，副教授7人，讲师2人。

本专业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区别
单纯的“城乡规划”专业是工科，本专业是理科。工科类的规划更侧重于操作设计层面，比如制
图，往往有美术方面的要求，学制5年。理科类的规划侧重于分析研究，学制4年。
本专业立足地理学基础，偏重于区域、城乡、环境、资源领域宏观性、综合性的决策、管理和协
调。

奖学金
除各类面向全院学生的校设、外设奖学金之外，专门针对地球科学学院的学生设立“地球科学奖”
奖学金以鼓励特别优秀学生。

毕业去向
深造：每年有1/3左右的毕业生考取或免试进入硕士阶段学习或硕博连读，也有部分学生通过推荐出
国深造。
就业：适合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土、旅游、发改、规划、环保等政府管理部门从事相关科
研、教学和管理等工作，或进入城市规划设计、旅游、房地产等企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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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门海蚀地貌考察
2 与日本地调所，京都大学，千叶
大学的学者在云南红河断裂带开
展联合野外调查
3 多伦多大学访问交流
4 德国学习交流
5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新加坡        
考察学习

5

陈里明，2012级，上海招商银行
专业学习有两点对我帮助比较大：第一，学科面涉
及比较广，我个人建立了较完整的知识体系；第
二，本专业强调课程教学和课外教学相结合，比如
暑期我们有一个月的野外实践课程，平时有关规划
的一些课程也会要求我们进行一些实地考察，这有
助于提高我个人的综合能力。
张黎瑶，2011级，携程旅行网（曾工作单位）、嘉
善综合行政执法局
在我们专业的学习让我开阔了视野，也在大学阶段
培养了对地理的兴趣。因为我们专业属于文理综合
性的学科，涉猎很广，可以系统地学到很多方面的
知识，培养了我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信息收集与整理能力。这对我在携程从事旅游
运营的相关工作，还是之后报考公务员，以及目前
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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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专业学习！
联系人：范今朝老师
邮箱：jzfan0571@zju.edu.cn；
电话：1385802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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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科 学

        大气科学是一门研究地球系统的科学，研究地球工程、全球变化、气候动力学、大气物理、大气化学、大气环境、
天气与灾害、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科学，是一门既传统又现代，体现多学科交叉不断创新的学科。浙江大学大气科学系
是在著名气象和地理科学家竺可桢先生1936年创建基础上，经过数次院校和学科调整后建立起来的。本系致力于研究地
球工程、全球变化、大气环境与化学、区域气候、大气辐射与遥感、台风与暴雨等热点问题进行攻关。一些研究成果在
国内和国际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获得数个国际国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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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Ability Training
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和现状，
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紧扣国
家需求，培养专业基础扎
实、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人
才。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决策
部门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
教学、管理等工作，具有创
新意识和国际视野。

课程设置
Curriculum Setting
课程分类 / 通识课程、专业
课程、第二课堂。其中专业
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
必修课、个性化课程、实践
课程、毕业论文
主干课程  /大气探测学、大
气物理学、大气化学、动
力气象学、天气学原理、
天气分析与预报、现代气候
学基础
课程特色 /专业课程教学模
式多样，包括双语教学、自
主探究、讨论学习，实践
学习等

毕业学分 
Graduate Credits
147+6+8

拓展平台
Extended Platform
国创计划、省创计划、校级
和院级SRTP项目、院级科
研探索项目、学科科研训
练、业务单位实习平台、全
国大气科学联合实习、国际
联合办学、国际交流学习
师资队伍
Teaching Staff
人员：教职员工13+7人，其
中教授6+7人，副教授5人，
长期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者
占64%
全职：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1人，国家青年千人1人，优
青 3人，百人计划1人
兼职：院士2人，外籍教授1
人，千人2人，研究员2人

奖学金 
The Scholarship
除各类面向全院学生的校
设、外设奖学金如竺可桢奖
学金、国家奖学金等之外，
地球科学学院还专门针对学
院学生设立了“地球科学
奖”和“世浙愫娅”奖学
金，以鼓励优秀学生。
毕业去向  
After Graduation
深造：通过保研，外推，
考研等方式到国内外有关
高校、中科院等研究所继
续深造
就业：全国各级气象业务部
门、相关行业如民航、军队
（海陆空）、海洋、水利、
环境、农业、林业、教育和
科研等部门。
创业：可在文化教育、金
融、计算机、气象应用、保
险等方面创办有关公司

雨

联系人
Contact
曹龙：longcao@zju.edu.cn  
更多信息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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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
校友

叶笃正院士 
大气科学泰斗，国家
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丁仲礼院士
现为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

彭平安院士
现为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
员。

施雅风院士
我国冰川和冻土学科
的创始人。

陈吉余院士
我国河口海岸工程的
开拓者。 

陈述彭院士
我国遥感学科创始人。

与诸君共勉

        浙江大学地科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