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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5000字以内）

一、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主要承担文

博类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2017年度（以下简称本年度），本中心面向三个本科专业开设实验实践教学

课程，培养考古学专业学生 173人，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学生 149人，文物与博物

馆学学生 80人，累计人时数达 30000多学时。同时，培养研究生共 253人，包

括学术硕士 81人，专业硕士 122人，博士 50人。

同时，本中心利用西北大学多学科优势，积极与其他院系联合，进行跨学科

人才培养，先后与本校物理学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合

作，自 2015年开始选聘硕士研究生导师 5人，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3人。

此外，为发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辐射示范作用，还承担了面向新疆、

陕西等地区文博类专业人才的培训工作。本年度继续开设新疆地县文物局长培训

班，培训了 22名专业人员；新疆文物保护管理培训班，培训了 21名专业人员；

开设陕西省文物局“社区博物馆建设”培训班，培训了 78名专业人员；开设陕西

省文物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培训班，培训了 88名专业人员。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等。

继续坚持文理兼收、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

才培养方针，与校内相关学科和国内外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培养机制。本中

心与意大利莱切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学

院；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法国塞尔吉蓬图瓦兹大学和波城大学等多所海

外大学或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中心正在培养 2位来自塞尔维亚

和克罗地亚的博士研究生，是我中心从欧洲招收留学生的延续。

本年度毕业本科生共 77名，其中 48人在国内读研，5人出国深造，24人选

择就业；毕业硕博士研究生 61名，部分在高校工作，如复旦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部分在文博系统就业，如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等，为我国文博事业单

位输送了一批专业人才。同时，通过各种培训也为新疆、陕西等地方文博单位培

养了 200多名急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文博干部。

二、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本年度在研的教学改革项目 6项。包括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中国考古重

大发现选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史前考古学》（省级教学团队）、《科技考

古学概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考古学概论》、省级精品课程《佛教考古学》，

经费累计达 58.5万元。

已完成 3项教改项目：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史前考古学》（省级教学团

队）、《科技考古学概论》；

新申报 1项西北大学 2017年度“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科学研究与教学相辅相成，本年度科研经费到款 2361.962万元。本中心共

承担 22项科研项目，其中新立项国家级项目 6项，其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招标项目“宗日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国家自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新

疆东部公元前一千纪出土绿松石制品产源研究”，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古代欧

亚大陆面粉加工技术比较研究”、“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农作物遗存研究”、国家社

科基金西部项目“2011-2016年西天山区域中乌联合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国家

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苏巴什佛寺遗址西寺遗址发掘报告（2015年）”、新增 1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河南卢氏县拐峪早期绿松石采矿遗址调查研究”，

进一步夯实了示范中心研究基础与方向。

在研项目 15项。主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

“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多学科综合考古研究报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华

北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细石器遗存研究”、“丝绸之路阐释体系研究”、“战

国秦陵研究”、“基于大数据的汉阳陵外藏坑保存状态预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西部项目“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吾河流域史前考

古遗存调查研究报告”、“殷墟陶瓷器制作技术研究”，国家文物局优秀青年计划



“酒相关物质遗存的科技分析与保护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疆丝绸之

路沿线出土料珠的成分体系与制作工艺研究”。

本年度发表论文 24篇，其中在《Analytical Methods》、《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等 SCI期刊发表 4篇，在《光明日报》、《考古

学报》、《中国史研究》、《考古》等 SSCI期刊发表 4篇，核心期刊发表 16篇；

出版专著 8部。

三、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本中心现有专职人员 51人，兼职人员 19人。现有人员的职称结构：教授或

研究员 15人，副教授或高级工程师 14人，其他 22人；现有人员的学缘结构：

博士学位 45人，硕士学位 6人。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本中心充分利用《西北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西北大学兼职（客

座）教授管理办法》、《西北大学跨世纪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方案》和《西北大学关

于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等学校的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

政策,通过引进、学院自身培养等方式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本年度引进正高 2

人，副高 1人，选留博士后、博士毕业生 3人；1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客座教

授，1人获国家“四个一批”专家称号，1人获国家“万人计划”专家称号， 1人获

陕西省“四个一批”专家称号；1人晋升高级工程师职称。

目前，中心专业教师队伍规模居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之首。51人中高级职称

达 29人，比例为 56.9%。特别是砖石质文物保护、环境考古研究方向新进教师，

补充了学院研究方向上的不足。通过“十二五”建设，围绕六个方向团队基本形成，

3：3：4的职称结构，45岁以下 30人（58.8%），具有博士学位 45人（88%），

海外经历 18人（35%），学缘结构中西大（39%），北大（13%）、吉大（8%）、

社科院研究生院（8%），均为国内高水平院校。合理的结构为后续团队建设提供

良好基础。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技术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在信息化网站建设方面充分做

到了及时完善示范中心的基本信息，实时更新示范中心的发展动态，同时由专人

负责网站建设以保障网站的安全运行；在日常管理方面，由示范中心主任负责总

体发展方向及相关工作的把控，副主任与秘书负责示范中心的日常工作运行，充

分满足日常的教学科研需求。

示范中心对于大型仪器的管理践行的是网上预约审核制度，使用者需提前在

网上预约仪器的使用时间，经示范中心管理老师审核后方可使用，测试数据分别

上传到使用者的网盘中自行下载管理。这一制度的使用，使得示范中心的信息化

程度提升，人员的管理水平也随之跟进，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和管理效率。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技术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已建立并落实实验室的各项规

章制度，具体包括实验室对外开放实施细则、实验室固定人员管理办法、实验室

开放项目申请指南、实验室仪器的使用与管理办法等；示范中心大型仪器设备的

开放工作在主管校长统一领导下，由资产设备管理处、教务处协调组织，示范中

心主任负责来直接领导示范中心的开放工作。大型设备的开放积极响应学校“开

放共享、有偿使用、独立核算”的原则搭建了校内外范围内公用性较强、学科特

色突出、教学效果显著的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实现了资源最大化的利用。示范中

心属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综合实验室，在承担着本科、硕

士等多门教学课程的同时，也为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服务，同时也与文

化遗产系统教学科研单位建立了资源共享机制，共同开展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教

育事业。

示范中心的开放为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了解文化遗产知识、体验

传统文化的平台，在文化遗产知识普及与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把学

生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和专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在参观的过程中学到

了更多的知识，改变了以往的片面了解，为推动公众了解和学习文化遗产知识奠

定了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成效，使其创新意识、竞

争意识、成才意识都有明显增强，在专业学习、学科竞赛、文体活动、社会实践

等各方面均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综合素质。提高了育人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把加强学风建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到了实处。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

改革等情况。

在国内合作方面，教学示范中心继续履行与全国十余家考古文博单位的合作

协议，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与国内著名的文博单位，如

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等重要文物科研机

构建立了密切联系渠道。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市

钟鼓楼保护管理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哈

密地区文物局、山东省博物馆、济南市考古所、东莞市博物馆等科研机构提供样

品测试、文物保护方案、遗址综合研究等科研支持。

在国际合作方面，与英国伦敦考古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意大利东方大

学、美国加州大学加州分校、日本同志社大学、奈良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德国美

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等国外名校及文化遗产专业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共同开展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合作项目，实现人才培养方式方法的交叉

化与多样化；本中心还经常邀请国外著名高校教师、文化遗产专业研究机构研究

人员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生开设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前沿讲座，如聘用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外籍教授岗位 1个，使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质量

能够进一步提升。

在人才培养方面，继续坚持文理兼收、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交叉融合、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针，与校内相关学科和国内外大学及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培

养机制。为适应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继续探索学历教育与职

业培训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西部地区培养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领域的

专业人才。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一）有关媒体对示范中心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资料。

本年度，示范中心的接待包括长春市博物馆、四川大学文博学院、南阳理工

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龙门石窟研究院、意大利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乌兹别克斯

堪研究院等国内外相关单位的参观、交流 160人次。作为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

2017年 9月 7日，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局长参观指导了示范中心的运行与管理模

式；2017年 9月 8日，尼泊尔国家考古局局长也对示范中心进行了参观了解；

2017年 11月 18 日，“文化遗产保护与丝路文明”主题论坛在西北大学举行，各



国专家学者对示范中心进行了参观考察。

3月 6日-新疆文物局干部培训班参观考察

3月 14日-长春市博物馆参观考察



4月 20日-南京艺术学院学生参观实习

5月 16日-城市规划专业评估组专家参观



6月 20日-青海考古所所长参观考察

6月 23日-四川大学文博学院参观



9月 25日-吉林省博物馆参观

12月 8日-龙门石窟研究院参观

（二）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视察示范中心的图片及说明等。



9月 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和司长参观

9月 15日-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参观



9月 22日-国家发改委参观

（三）其它对示范中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等。

9月 8日-尼泊尔国家考古局局长参观



11月 18日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参观

11月 28日-意大利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参观



12月 14日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撒马尔罕考古所人员参观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中心实验室分布于文化遗产学院前楼一至三层和后楼一至四层，位置较为

分散。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课程教材需加强建设

教材作为实验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教材出版显得较少。

2. 实验室建设经费问题

本中心在日常的运行过程中承担着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教学任务，同

时承担着不同教师不同课题的科研任务以及不同院校不同单位的培训考察任务，

但是，本中心仅得到学校及其有限的经费支持，日常运转难度较大。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本年度，主管部门提供了 100多万元经费支持中心的正常运转，其中约 30

多万元用于支持学生的校外专业综合实习、校外课程现场实践教学、课程实验教

学。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根据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要求，进一步提高实验教学成效与示范

中心的辐射引领作用。

具体思路：

1. 对教材进行规划，争取有新的教材出版和使用。

2.增加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和举办相关交流、竞赛等活动，提升本中心的示范

效应。

3. 完善骨化学分析实验室、砖石质文物保护实验室、文物分析技术实验室、

文物保护基础实验室等教学条件。

注意事项及说明：

1.文中内容与后面示范中心数据相对应，必须客观真实，避免使

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等词。

2.文中介绍的成果必须具有示范中心的署名。

3.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

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



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1月1日至12月31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所在学校名称 西北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陕西省教育厅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mainpage.nwu.edu.cn/unit/uwbxy/whyc/index.php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号 邮政编码 710069

固定资产情况

建筑面积 3220㎡ 设备总值 1937万元 设备台数 1299 台

经费投入情况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106.6万
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主
管部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1 考古学
2013 、2014、

2015 113 14966

2 文物保护技术
2013、2014、

2015 119 12926

3 文物与博物馆学 2016 20 1080
4 文物保护学 2017 18 432
5 文物与博物馆 2017 6 144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231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206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4门
实验教材总数 0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0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验

教材：由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专业
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6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18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0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项
目的全国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通
讯作者或指导老师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心固
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有人。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课题名

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
史前考古学

教高司函
（2013）
115号

钱耀鹏

张宏彦、
陈洪海、
陈靓、王
振、刘斌

2012-2017 10 a

2

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
科技考古学

概论

教高司函
（2013）
132号

赵从苍

凌雪、刘
成、陈靓、
孙丽娟、
温睿

2013-2017 10 a

3

国家级精品
视频公开课：
中国考古重
大发现选讲

教高函
（2013）8

号
钱耀鹏

王建新、
陈洪海、
赵从苍、
段清波

2013-2018 18 a

4
省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
考古学概论

陕教高
（2014）
16号

钱耀鹏

王建新、
张宏彦、
赵从苍、
陈洪海、

2014-2019 5 a



段清波、
冉万里、
陈靓

5
省级精品课
程：佛教考古

学

陕教高
（2015）
13号

冉万里

王建新、
马健、习
通源、李
雨生

2015-2018 5 a

6
省级教学团
队：史前考古
学教学团队

陕教高
（2014）
16号

钱耀鹏

张宏彦、
陈洪海、
陈靓、凌
雪、朱之
勇、刘斌、

王振

2014-2017 5 a

7

西北大学
2017年度“本
科教育质量
提升计划项

目”

西大教
（2017）
49号

温睿
先怡衡、
凌雪、杨
璐、李悦

2017-2019 5.5 a

注：（1）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理部门下
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文件的文
号。（3）负责人：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
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示范中
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别：分为 a、b 两类，a 类课题指以示范
中心为主的课题；b类课题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它单位研究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

间

经费(万
元) 类别

1 军事考古学研
究

13&
ZD
102

赵丛苍
郭妍利、
徐卫民、
冉万里

2013.1-2
018.12 80

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2

新疆巴里坤石
人子沟遗址群
多学科综合考
古研究报告

14Z
DB
052

王建新

马健、任
萌、习通
源、周剑
虹、温睿

2014.12-
2018.12 80

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3
宗日遗址考古
发掘资料整理

研究

17Z
DA2
20

陈洪海
凌雪、王
振、郭梦

2017.11-
2022.11 80

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

4
华北地区旧、新
石器时代过渡
时期细石器遗

15X
KG0
01

朱之勇
王振、刘
斌、高磊

2015.6-2
018.6 20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存研究

5 丝绸之路阐释
体系研究

15X
KG0
01

周剑虹

庞睿、李
丰庆、白
海峰、庞
雅妮、同
杨阳

2015.6-2
018.6 20 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6

新疆丝绸之路
沿线出土料珠
的成分体系与
制作工艺研究

1157
5142 温睿

凌雪、王
龙、吴萌
蕾、赵志
强、肖国
强、李静

波

2016.01-
2019.12 87.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7 殷墟陶瓷器制
作技术研究

16C
KG0
20

郭梦
黄珊、汤
毓赟、吴
萌蕾

2016.06-
2019.12 20

国家社科
青年基金
项目

8

新疆东部公元
前一千纪出土
绿松石制品产

源研究

5170
4241 先怡衡

习通源、
马健、赵
东月、毛
维佳、赵
星、张鋆、

曹凯

2018.01-
2020.12 25

国家自科
基金项目
青年项目

9
古代欧亚大陆
面粉加工技术

比较研究

17C
KG0
18

李成

庄奕杰、
张凤、
热娜古丽
•玉素甫、
吴萌蕾

2017.06-
2020.06

20
国家社科
青年基金
项目

10
中原地区青铜
时代农作物遗

存研究

17C
KG0
24

唐丽雅

杨磊、
钟华、
田多、
屈亚婷、
蓝万里、
张予南

2017.06-
2020.12 20

国家社科
青年基金
项目

11

2011-2016年西
天山区域中乌
联合考古调查、

发掘报告

17X
KG0
10

任萌

习通源
陈爱东
兰博

Sukhrob
Khamda
mov

2017.06-
2020.06 20

国家社科
基金西部
项目

12 苏巴什佛寺遗
址西寺遗址发

17F
KG0 冉万里

凌雪、陈
曦

2017.10-
2018.12 20 国家社科

基金后期



掘报告（2015
年）

02 资助

13

河南卢氏县拐
峪早期绿松石
采矿遗址调查

研究

17Y
JC7
8000
7

先怡衡

温睿、郭
梦、包伟
柯、王鑫
光、朱英
培、曹凯、
张鋆、王

栋

2017.07-
2020.06 8

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
金青年项

目

14

基于大数据的
汉阳陵外藏坑
保存状态预测

研究

16B
KG0
21

孙满利
付菲、毛
维佳

2016.09-
2019.06 20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15 战国秦陵研究
14B
KG0
20

梁云
游富祥、
孙伟刚、
耿庆刚

2014.06-
2017.07 20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16
伊吾河流域史
前考古遗存调
查研究报告

16C
KG0
06

习通源

赵景龙、
王永强、
丽娜·巴
合提别克

2016.06-
2019.12 20

国家社科
基金青年
项目

17
酒相关物质遗
存的科技分析
与保护研究

2015
222

温睿

杨璐、周
剑虹、豆
海峰、凌
勇、李静

波

2014.9-2
018.8 104

国家文物
局

优秀青年
计划

18

咸阳地区出土
彩绘陶质文物
颜料的科技分
析及其绘彩工

艺研究

2016
JM2
028

严小琴
刘瑞俊、
任萌

2016.1-2
017.12 3

陕西省自
然科学基
础研究计
划项目

19

新常态禀赋结
构变化视阈下
文化遗产管理

柔性战略

15Y
JA7
8000
2

刘成 李丰庆
2015.9-2
017.12 10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
学研究规
划基金

20
杨官寨考古发
掘现场遗迹风
化机理研究

2016
H00
3

孙丽娟

凌雪、惠
任、吴萌
蕾、侯雅

丹

2016.9-2
018.9 2 陕西省社

科基金

21

庙底沟时期关
中农业经济研
究：以杨官寨遗

址为中心

2016
M60
2748

唐丽雅
2016.11-
2018.03 5

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
金面上项

目

22 高校少数民族
学生思想宣传

16J
DSZ 刘飞 朱紫瑞

2016.07-
2017.12 1 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



教育工作模式
研究

3055 学研究一
般项目高
校思想政
治工作专

项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

（三）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1

2

…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
以证书为准。（3）完成人：所有完成人，排序以证书为准。（4）类型：其它等同
于发明专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类别：
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其它。
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中心与
其它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第
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示范
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它。（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号 论文或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版社

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类型 类别

1

The
Compos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and Painting
Technique of

Chinese Red and
White Porcelain
by EDXRF and
SR-μXRF

Mapping Analysis

温睿、张
鋆、王栋

Analytical
Methods

2017,9:4380-43
86

国外
刊物

SCI

2
The Survey and
Study of Slab
Burials in the

马健
Eurasian
Studies 2017,5:54-85 国外

刊物



Yinshan
Mountains

3

唐代長安地区の
小型金銅仏像お
よび範鋳法によ
る鋳造実験――
四脚座を中心と

して

于春
日本，工芸文
化研究所

『文化財と技
術』第８号

国外
刊物

4

Multi-analytical
study of the

suspected binding
medium residues
of wall paintings
excavated in Tang

tomb, China

马珍珍、
严静、赵
西晨、王
丽琴、杨
璐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2017,171-174 国外
刊物

SCI

5 城和长城：中国
文明的见证

段清波 光明日报 2017，3 国内
重要
刊物

SSC
I

6
三原天井岸村

汉代礼制建筑遗
址发掘简报

段清波 考古与文物 2017，1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7 历代长城今犹
在

段清波 内蒙古日报 2017，12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8 先秦时期宇宙
观与政治实践

段清波 中国社会科
学报

2017，7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9
重视研究文化

遗产价值创新发
展文物保护工作

段清波 中国文物报 2017，1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10 论早期秦文化
的来源与形成

梁云 考古学报
2017，

2:149-174

国内
重要
刊物

SSC
I

11 嬴秦西迁三说
平议

梁云 中国史研究 2017，3：31-41
国内
重要
刊物

SSC
I

12
湖北鄂州城子山
遗址炭化植物遗

存研究

唐丽雅、
罗运兵、
赵志军

江汉考古
2017，2：
108-115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13
陕西扶风案板遗
址 2012年发掘简

报

刘斌、杨
菁、钱耀
鹏

考古与文物 2017,5：3-18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14 红外光谱法研究
古代彩绘蛋白胶

马珍珍、
王丽琴、

光谱学与光
谱分析

2017,9:2712-27
16

国内
重要

SCI



料光老化的二级
结构变化

Gabrela
Krist,Ta

刊物

15

光导纤维反射光
谱法在文物、艺
术品分析和保护

中的进展

赵星、王
丽琴

光谱学与光
谱分析

2017,1:21-26
国内
重要
刊物

SCI

16

一种湿固化聚氨

酯的合成、表征

及在文物中的应

用

赵星、王
丽琴、卞
尚、赵西
晨、董欣
欣

化学试剂 2017,7：699-702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17

固相萃取 C4 技

术在文物蛋白胶

料气相色谱前处

理中的应用

马珍珍、

王丽琴、

杨璐

分析试验室
2017，

10:1127-1131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18
胶矾水在熟化书

画用宣纸中的应

用机理探究

何秋菊、

王丽琴、

张亚旭

文物保护与
考古科学

2017, 2：38-44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19
拉曼光谱技术在

文物有机物鉴定

中的应用

张 亚 旭

王丽琴、

何秋菊

光散射学报
2017,1：8-15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20 《大唐故陆妃墓
志之铭》考释

冉万里、
赵戈

考古与文物
2017，
3:104-109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21 苏麻离青考辨 温睿
故宫博物院

院刊
2017,1:144-153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22
考古遗存中酒类
残留物的研究进

展

温睿、李
静波

西北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17,1:160-166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23
从出土遗物看

商时期南方与中
原的文化互动

豆海锋 考古 2017，2:77-90
国内
重要
刊物

SSC
I

24 汉代含银灰亮钱
币的锈蚀产物

贾松、刘
成

腐蚀与防护
2017,38(01):73-

77.

国内
重要
刊物

核心

25
《唐代长安地区
佛教造像的考古

学研究》
冉万里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8月 中文

专著

26 《陕西帝王陵墓
志》

徐卫民 三秦出版社 2017年 10月 中文
专著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5&CurRec=32&recid=&FileName=HXSJ201707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Y&pr=&URLID=11.2135.TQ.20170707.1446.005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5&CurRec=32&recid=&FileName=HXSJ201707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Y&pr=&URLID=11.2135.TQ.20170707.1446.005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5&CurRec=32&recid=&FileName=HXSJ201707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Y&pr=&URLID=11.2135.TQ.20170707.1446.005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5&CurRec=32&recid=&FileName=HXSJ201707006&DbName=CJFDLAST2017&DbCode=CJFQ&yx=Y&pr=&URLID=11.2135.TQ.20170707.1446.005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4%b8%bd%e7%90%b4&scode=25939091%3b10198295%3b37390668%3b24106291%3b31879398%3b37390669%3b
http://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7%8e%8b%e4%b8%bd%e7%90%b4&scode=25939091%3b10198295%3b37390668%3b24106291%3b31879398%3b37390669%3b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HXSJ&UnitCode=&NaviLink=%e5%8c%96%e5%ad%a6%e8%af%95%e5%89%82


27 《夹江千佛岩古
代佛教艺术》

于春
四川出版集

团，
2017年 3月 中文

专著

28 《西安鱼化寨》
（全四册）

张翔宇、
翟霖林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2月 中文
专著

29

《江西抚河流域
先秦时期遗址考
古调查报告Ⅱ·金

溪县》

豆海锋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5月 中文
专著

30
《临潼新丰-战国
秦汉墓葬考古发

掘报告》

孙伟刚、
陈靓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5月 中文
专著

31

异宝西来：考古
发现的丝绸之路
舶来品研究

（West and East:
Archaeological
Objects along the
Silk Roads）

葛嶷、齐
东方、李
雨生

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17年 12月 中文
专著

32
《四川散见唐宋
佛道龛窟总录·自

贡卷》

崔苗苗、
于春、金
鹏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1月 中文
专著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及一
般教材不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刊
物，外文专著、中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并在类型栏中标明。单位为篇或册。（2）
国外刊物：指在国外正式期刊发表的原始学术论文，国际会议一般论文集论文不
予统计。（3）国内重要刊物：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的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简称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 (http://www.las.ac.cn), 同时可对国内发行的
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容的论文重复。（4）外
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5）中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译
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6）作者：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序为准。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

和用途

（限 100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字以

内）

推广和应用

的高校

1

2

…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备

http://www.las.ac.cn


进行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设备
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列举 1－2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8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1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57篇
省部委奖数 5项
其它奖数 155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 CSCD核心库来源期刊以外的其它国内刊物，只填
报原始论文。

四、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

性质
学位

备

注

1 段清波 男 1964 教授
示范中心主任

教学 博士

2 凌 雪 男 1976 副教授
示范中心副主任

教学 博士

3 王丽琴 女 1961 教授
示范中心副主任

教学 博士

4 钱耀鹏 男 1962 教授
示范中心副主任

教学 博士

5 王建新 男 1953 教授 研究 学士

6 赵丛苍 男 1952 教授 研究 硕士

7 张宏彦 男 1954 教授 研究 硕士

8 铁付德 男 1957 研究员 研究 博士

9 徐卫民 男 1960 教授 研究 博士

10 陈洪海 男 1964 教授 研究 博士

11 冉万里 男 1967 教授 研究 博士

12 孙满利 男 1968 教授 研究 博士



13 温 睿 男 1980 教授 教学 博士

14 周伟强 男 1971 教授 教学 博士

15 刘卫鹏 男 1971 教授 教学 博士

16 刘 成 男 1964 副教授 教学 学士

17 陈 靓 女 1969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8 刘军民 男 1972 教授 研究 博士

19 朱之勇 男 1976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20 吴铮争 女 1979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21 杨 璐 男 1979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22 马 健 男 1979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23 豆海锋 男 1982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24 于 春 女 1976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25 刘瑞俊 男 1966 讲师 研究 博士

26 魏 女 女 1964 讲师 研究 博士

27 周剑虹 女 1976 讲师 研究 博士

28 张 博 男 1977 讲师 研究 博士

29 孙丽娟 女 1977 讲师 教学 博士

30 惠 任 女 1979 讲师 教学 硕士

31 刘 斌 男 1979 讲师 研究 博士

32 凌 勇 男 1972 讲师 技术 博士

33 王 振 男 1982 讲师 教学 硕士



34 习通源 男 1982 讲师 研究 博士

35 任 萌 男 1983 讲师 研究 博士

36 郭 梦 女 1983 讲师 研究 博士

37 唐丽雅 女 1985 讲师 教学 博士

38 李雨生 男 1985 讲师 研究 博士

39 孙 凤 女 1986 讲师 研究 博士

40 李 悦 女 1988 讲师 研究 博士

41 先怡衡 男 1987 讲师 研究 博士

42 赵冬月 女 1988 讲师 研究 博士

43 马志坤 男 1984 讲师 研究 博士

44 同杨阳 女 1988 讲师 研究 博士

45 刘卫红 男 1982 副教授 研究 博士

46 张译丹 女 1986 讲师 研究 博士

47 梁 云 男 1972 研 究 馆
员

研究 博士

48 陈理娟 女 1970 副 研 究
员

研究 博士

49 廖 原 女 1968 高 级 工
程师

技术 博士

50 严小琴 女 1976 工程师 技术 硕士

51 吴萌蕾 女 1989 助 理 工
程师

技术 硕士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示范中心编制的人员。（2）示范中心
职务：示范中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它，从事
研究工作的兼职管理人员其工作性质为研究。（4）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
它，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统计为硕士，“文革”前毕业的
本科生统计为学士。（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1耿国华 女 1955 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2 刘文瑞 男 1956 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3 彭进业 男 1964 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4 吴 彪 男 1971 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5 白崇斌 男 1950 研究员 中国
陕西省文
物保护研
究院

其他
2016.6-
2017.12

6 葛承雍 男 1955 教授 中国
文物出版

社
其他

2016.6-
2017.12

7 赵志军 男 1956 研究员 中国
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

其他
2016.6-
2017.12

8 马 涛 男 1965 研究员 中国
陕西省文
物保护研
究院

其他
2016.6-
2017.12

9 王旭东 男 1967 研究员 中国
敦煌研究

院
其他

2016.6-
2017.12

10 夏 寅 男 1972 研究员 中国
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

其他
2016.6-
2017.12

11 余 洁 女 1980 讲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12 杨新军 男 1972 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13 陈晓江 男 1973 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14 郭晓辉 男 1976 副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15 王超展 男 1977 副教授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16 沈云霞 女 1987 师资博
士后

中国 西北大学 其他
2016.6-
2017.12

注：（1）流动人员：包括“访问学者和其他”两种类型。（2）工作期限：在示
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三）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2016 年 12月 31日前



没有成立的可以不填）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份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参会

次数

1 严文明 男 1931 教授
主任
委员

中国 北京大学 外校专家

2 单霁翔 男 1953 高 级 规
划师

委员 中国 故宫博物院 外校专家

3 王 巍 男 1953 研究员 委员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

外校专家

4 宋纪蓉 女 1957 教授 委员 中国 故宫博物院 外校专家

5 朱 泓 男 1950 教授 委员 中国 吉林大学 外校专家

6 李最雄 男 1940 研究员 委员 中国 敦煌研究院 外校专家

7 赵 荣 男 1958 教授 委员 中国 陕西省文物局 外校专家

8 焦南峰 男 1953 研究员 委员 中国
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

外校专家

9 周 铁 男 1957 研究员 委员 中国 秦陵博物院 外校专家

10 李玉虎 男 1957 教授 委员 中国 陕西师范大学 外校专家

11 方光华 男 1965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安市政府 外校专家

12 王建新 男 1952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北大学 校内专家

13 张宏彦 男 1953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北大学 校内专家

14 王丽琴 女 1960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北大学 校内专家

15 陈洪海 男 1963 教授 委员 中国 西北大学 校内专家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专
家。（2）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指导
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mainpage.nwu.edu.cn/unit/uwbxy/wh
yc/index.php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61040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406.2Mb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121.6Mb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0项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巩妙音

移动电话 13629266994
电子邮箱 525420201@qq.com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1.参加示范中心联席会活动情况

所在示范中心联席会学科组名称
文科综合学科组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0人次

2.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参加人数 时间 类型

1

陕西省丝绸
之路青年学
者论坛-文化
遗产保护与
丝路文明

陕西省委省政府 段清波 80 2017.1
1

全球
性

2

先周与西周：
文化、聚落、
社会的延续
与变革

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

段清波 60 2017.1
2

全国
性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
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3.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始皇帝陵地下宫
殿宇宙观

段清波 秦文化学术讨论会 2017.7 日本

2
东天山地区早期
聚落形态及其演

化
马健

汉唐丝绸之路的开
拓 —— 西域都护

府研讨会
2017.12 新疆·轮

台县

3
东天山地区早期
聚落形态及其演

化
马健 丝绸之路考古论坛 2017.12 北京·北

京大学

4 江西抚河流域聚
落考古初探

豆海锋
第三届全国青年考

古学者论坛
2017.6 山东·济

南

5 \ 豆海锋
西戎文化的发现与
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7.9 甘肃·天
水

6
新疆丝绸之路沿
线出土玻璃珠的
成分与制作工艺

温睿
第25届国际科技史

大会
2017.7.23-29

巴西里约
热内

卢·里约



研究 热内卢联
邦大学

7 青花瓷与 14世纪
的全球化进程

温睿
古代青花瓷材料及
其文化内涵国际学

术研讨会
2017.12.3-4 广州·中

山大学

8 \ 于春
阿底峡与孟加拉国

佛教遗址
2017.1 孟加拉

国·达卡

9
长安西魏佛教造
像特征及其源流

考察
于春

北朝唐宋佛教与社
会——山东临朐白
龙寺遗址考古研讨

会

2017.8 山东·临
朐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4.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参赛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丝路情，西市
杯”讲解员风采

大赛
32 赵丛苍 教授

2017.4.18-
5.20 5

2 “文华杯”文化
遗产知识竞赛

36 段清波 教授
2017.5.21-

6.4 8

3
“清廉崇洁，诚
实守信”主题演

讲比赛
28 温睿 教授

2017.5.16-
5.18 1

4
“予我丝路，颂
我繁华”主题演

讲比赛
30 温睿 教授

2017.4.16-
4.18 1

5 第二届“文遗
说”辩论比赛

26 温睿 教授
2017.5.6-5

.7 1

注：学科竞赛：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5.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号 活动开展时间 参加人数 活动报道网址

1 2017.5.9-5.12 80

“中华世界文化遗产”系列宣传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
NTcwNDI4Mw==&mid=2649703188&id
x=1&sn=75ef3c7e6d2f84224794fdc6a75c
7ac6&chksm=877791a0b00018b6b310f3
47afc8047502dbccf2fa45333e15f646be54
b6e66111c98f7e9337&mpshare=1&scene
=1&srcid=0110niNWTSQCbOey7veU69

V6#rd
2 2017.5.3-5.15 68 “穿梭光影之间·发现古城之美”主题摄



影比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
NTcwNDI4Mw==&mid=2649702713&id
x=1&sn=39c474b165a9e8e20b44bc718f8
42943&chksm=8777938db0001a9b192a4
17c693389cfa218dc8a181e6a841b8f6148
999f57cbca11a01782c6&mpshare=1&sce
ne=1&srcid=0110zuLACJLUlUZnIpdU3

krX#rd

3 2017.5.14 80

秦砖汉瓦·素宣玄墨瓦当拓印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
NTcwNDI4Mw==&mid=2649703128&id
x=1&sn=cdc69acf9ad5adc07d08e8182caf
d2a9&chksm=8777906cb000197adbb813
ac1baa6194fc5fcf924332fcc599a30a5587
dfa6b46afc5825336b&mpshare=1&scene
=1&srcid=010528xtkkhnwy3GYIG0Ortw

#rd

4 2017.5.12-5.18 120

“文化遗产进校园”有奖知识竞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
NTcwNDI4Mw==&mid=2649702713&id
x=2&sn=300a1caf739b06c5d56b1b6b17f
d01f6&chksm=8777938db0001a9b0aede
59a3626030f3fda1ea6d693db5258f39424
45c91e1d51babbc573af&mpshare=1&sce
ne=1&srcid=0110IFLKkJKZ11I6zRju4Ig

d#rd

5 2017.10.14 200
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

http://culture.nwu.edu.cn/index.php/home
/index/article/mid/651/id/178346.html

6.接受进修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单位名称 起止时间

1 张华瑞 女 负责人
轮台县文管所（博物

馆）
2017.2-8

2 王志疆 男 局长
库车县文物保护管理

局
2017.2-8

3 林彦飞 男 局长 乌什县文物管理所 2017.2-8

4 程建军 男 局长 新和县文物局 2017.2-8

5 佟金玉 女 局长 伊犁州文物局 2017.2-8

6 何成蓉 女 局长 察布查尔县文物局 2017.2-8

7 刘建军 男 局长 新源县文物局 2017.2-8

8 黄江勇 男 局长 特克斯县文物局 2017.2-8

9 关巴 男 局长 尼勒克县文物局 2017.2-8



10 陈勇 男 局长 伊宁市文物局 2017.2-8

11 廖绍珍 女 局长 阿勒泰市文物局 2017.2-8

12 陈言 女 局长 布尔津县文物局 2017.2-8

13
阿加尔

汉·萨潘
男 局长 吉木乃县文物局 2017.2-8

14 满建军 男 局长 青河县文物局 2017.2-8

15
阿布都吾

甫尔·依明
男 所长

叶城县文物保护管理

所
2017.2-8

16
买合木提.
玉麦尔

男 所长 阿克陶县文管所 2017.2-8

17 谢峰 男 局长
吐鲁番市高昌区旅游

文物局
2017.2-8

18 刘富安 男 局长
吐鲁番市鄯善县旅游

文物局
2017.2-8

19 刘炜 男 副馆长 自治区博物馆 2017.2-8

20
莎咏梅 女 副局长

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

文物局

2017.2-8

21 颜松 男 局长 阿克苏文物局 2017.2-8

22 艾尼瓦

尔·乌布里

哈斯木

男 副所长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7.2-8

23 赵德文 男 副主任 自治区博物馆保管部 2017.10-12

24 何小雪 女 主任 自治区博物馆社教部 2017.10-12

25
王文林 男 书记

阿克苏地区文物保护

管理局

2017.10-12

26
陈琦 女 副局长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

局

2017.10-12

27 文艺 女 局长 精河县文体广新局 2017.10-12

28
李孟晨 男

业务科

负责人
巴州文物局

2017.10-12

29 王宏伟 男 副局长 奇台县文物局 2017.10-12

30 马建明 男 副局长 呼图壁县文物局 2017.10-12

31 方晓明 男 局长 玛纳斯县文物局 2017.10-12

32 刘怀胜 男 局长 昌吉市文物局 2017.10-12

33 罗瑜 男 局长 吉木萨尔县文物局 2017.10-12

34
张雪源 男 书记

英吉沙县文物保护管

理所

2017.10-12

35 柯发虎 男 书记 巴里坤县文物局 2017.10-12



36 高海珍 女 局长 哈密市伊州区文物局 2017.10-12

37 艾合买

提·牙合甫
男 书记 哈密市文物局

2017.10-12

38 丹木仁加

甫·吴英格
女

所长、馆

长

和布克赛尔县文物管

理所、博物馆

2017.10-12

39 白雪怀 男 所长 沙湾县文物管理所 2017.10-12

40 陈燕 女 局长 塔城市文物局 2017.10-12

41 李双勇 男 所长 托里县文物管理所 2017.10-12

42
那青 男 局长

乌苏市文体广播影视

局

2017.10-12

43 买合木提

江·玉麦尔
男 所长 阿克陶县文物管理所

2017.10-12

注：进修人员单位名称填写学校，起止时间以正式文件为准。

7.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2017年第二期
地县文物局长

培训班
22 李伟 副研究员

2017.2-20
17.8 50

2 2017年文物保
护管理培训班

21 李伟 副研究员
2017.10-2
017.12 30

3
陕西省文物局
“社区博物馆建
设”培训班

78 刘卫红 副教授
2017.11.2
0-11.22 8

4

陕西省文物局
“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建设”

培训班

88 刘卫红 副教授
2017.11.2
2-11.24 8.494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660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六、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