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气科学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培养方案 

 

一、 专业简介 

大气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大气及其与地球系统其他圈层以及人类活动之

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发生在大气中的物理、化学现象和过程、大气运动和变化规

律及其相伴随的天气和气候的形成和变化规律是大气科学的重要任务。数学、物

理学以及计算和信息技术等学科是大气科学的学科基础。大气科学在环境科学、

海洋科学、人类活动及日常生活等方面均有着广泛应用。 

大气科学学院现有中科院院士 1 人，教授 17 人，副教授 20 人，高级工程师

3 人。设有大气科学博士后流动站，大气科学一级学科博士点，3 个二级学科博

士点和 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 个本

科专业，中国气象局与兰州大学联合共建的大气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大气科学专业为国家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学院主要科学研究方向有：气候动力学和气候预测、大气动力学和数值模拟、

大气遥感和资料同化、干旱气候和灾害气象、环境评价和污染防治、大气边界层

和大气扩散、大气气溶胶、环境气象预报、全球变化与陆面过程、军事气象学、

航空气象学、医疗气象学、公共气象服务等。 

学院设有气象学研究所、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研究所、环境变化研究所、大

气遥感与辐射研究所、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中心、气象环境与人体健康研究中心、

教学实验中心、气象台。半干旱气候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半干旱气

候与环境观测站(SACOL)、甘肃省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大气

科学实验教学中心挂靠在本学院。 

二、 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培养定位：针对已经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的人员，根据国家和用人单位提

出的要求，培养掌握一定的大气科学专业基础知识，具有大气科学应用能力，为

国家气象部门服务的高层次跨学科人才。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坚实的大气科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

气象、民航、国防、农业、生态、环保、海洋、水文、能源等相关领域从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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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及公共气象服务等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三、 专业的基本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大气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方法，接受科学思维

与科学实验（包括校外实习和室内试验）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良好的科学素

养，具有从事大气科学理论研究和业务应用的基本技能，以及具有较强的知识更

新和应用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系统掌握数学和物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 具有扎实的大气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大气

科学等相关领域业务、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力； 

3. 了解大气科学发展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了解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

知识； 

4. 了解气象防灾减灾、气候变化应对、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有关国家科

技发展的政策和法规； 

5. 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

法，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创造实验条件，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 

四、 专业的学制、学分、学时 

（一）学制：2 年。 

（二）学分：70-75 学分。 

（三）学时：1656 学时。 

五、 专业主干课程 

主干课程：大气探测学、大气物理学、天气学、物理气候学、雷达气象学、

卫星气象学。 

六、学时学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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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总数 
开课学

期 

1 高等数学 4 72 1 

2 普通物理 3 54 1 

3 大气科学导论 2 36 1 

4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2 36 1 

5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实验 1 36 1 

6 大气探测学 3 54 1 

7 大气探测学实验 1 36 1 

8 天气学 4 72 1 

9 大气物理学 4 72 1 

10 Fortran 语言及应用 2 36 2 

  11 Fortran 语言及应用实验 1 36 2 

  12 概率论及数理统计 3 54 2 

13 雷达气象学 2 36 2 

14 卫星气象学 2 36 2 

15 天气分析 3 54 2 

16 天气分析实验 1 36 2 

17 气候变化 2 36 2 

18 空气污染气象学 2 36 3 

19 气象统计预报 3 54 3 

20 气象统计预报实验 1 36 3 

21 物理气候学 3 54 3 

22 大气雷电防护 2 36 3 

23 应用气象学 2 36 3 

24 信息检索与应用 2 36 3 

25 大气科学进展 2 36 4 

26 气象灾害 2 36 4 

27 大气科学综合实习 3 324 4 

28 毕业论文 8 108 4 

 合计 70 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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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学分设置及计算办法如下 

 

①完成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君政学者项目（君应为“上竹下

君”）、国家理科基地学生科研训练项目，项目第一完成人计 3 学分，其他完成人

计 2 学分；完成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工程专项经费支持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

目、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项目第一完成人计 2 学分，其他完成人计

1 学分；完成各学院自筹经费设立的各类科研训练项目，项目完成人每人计 1 学

分。 

②获得国家级大学生专业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每人计 3 学分，二等奖每人

计 2 学分，三等奖每人计 1 学分。获得省级大学生专业类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每

人计 2 学分，二等奖每人计 1 学分。获得国际级大学生专业性比赛奖项的学分转

换由所在学院参照本办法认定。 

③SCI、EI 收录期刊以及国内外权威刊物论文每篇计 3 学分，发明专利每

项计 3 学分，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每篇计 2 学分，其他公开发行的刊物论文每篇

计 1 学分。学生均应为第一作者或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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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教学计划总体安排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

程 

编

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 时 分 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讲 

授 

习题

讨论 
实验 

课

外 

自

修 

上  机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课内 课外 1 2 3 4 

专 

业    

基 

础 

课 

必

修 

1  高等数学 4 4 72 72      72     

2  普通物理 3 3 54 54      72     

3  大气科学导论 2 2 36 36      36     

4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2 2 36 36      36     

5  大气探测学 3 3 54 54      54     

6  大气物理学 4 4 72 72      72     

7  天气学 4 4 72 72      72     

8  Fortran 语言及应用 2 2 36 36       36    

9  概率论及数理统计 3 3 54 54       54    

10  应用气象学 2 2 36 36        36   

11  信息检索与应用 2 2 36 36        36   

 

 

 

 

 

 

 

 

1  雷达气象学 2 2 36 36       36    

2  卫星气象学 2 2 36 36       36    

3  天气分析 3 3 54 54       54    

4  气候变化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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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课 

必

修 

5  大气雷电防护 2 2 36 36        36   

6  空气污染气象学 2 2 36 36        36   

7  物理气候学 3 3 54 54        54   

8  气象统计预报 3 3 54 54        54   

9  气象灾害 2 2 36 36         36  

10  大气科学进展 2 2 36 36         36  

课
外
活
动
和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1  大气探测学实验 1 2 36   36    36     

2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实验 1 2 36     36  36     

3  Fortran 语言及应用实验 1 2 36     36   36    

4  天气分析实验 1 2 36   36     36    

5  气象统计预报实验 1 2 36     36    36   

6  大气科学综合实习 3 18 324     198 126    324  

7  毕业论文 8 6 108      108    108  

课外活动和实践教学环节合计 16  612            

必修课学分、学时、实验合计 70  1584     学期必修周学时 27 18 16 28  

总学分、学时、实验、上机学时合计 70  1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