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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要求实事求是、内容详实、文字精炼。 

二、请逐项认真填写，没有的填“无”。 

三、填报的各项工作业绩，应为来校后所取得的成果，且以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为第一单位。 

四、各种论文、成果、奖励和授权专利等，均需复印件单独装订一

册作为附件材料。 

 

 

 

 



 

 

一、基本信息 

姓  名 徐虎 性  别 男 籍  贯 陕西杨凌 

出生年月 1986年 11月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最终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列日大学 毕业时间 2021年 09月 研究方向 
农田土壤碳固持

及产量协同效应 

联系电话（手机） 18611689953 

二、 二、聘期目标任务 

（ー）乙方在聘期内的岗位任务（包含基本岗位职责、教学任努、科研任务等）： 

1.为本科生讲授《土壤学》等相关课程,且评教合格以上； 

2.承担国家土壤质量杨凌观测实验站的田间试验管理及观测任务,数据挖掘整理和发表； 

3.参与学院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学生工作等； 

4.参加公益活动（校、院、系）； 

5.完成学院和系上交给的其他任务。 

（二）乙方在聘期内应达到的工作目标： 

1.负责分析提交的长期试验数据连续三年测评合格； 

2.聘期内主持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依托单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或聘期内主持省部级项

目 1 项且校外到位经费不少于 30 万元，或聘期内本人校外到位经费累计 50 万元以上； 

3.以第一作者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本领域 TOP 类型或中科院二区以上论文 3 篇

以上，或发表中科院一区论文 2 篇； 

4.提交长期试验相关的存在问题或发展设想调研报告 1 份。 

（三）其他约定 

1.除《聘用合同书》中约定外，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视为考核不合格：发生严重教学事故；缺乏

团队协作精神，不能完成学院或团队分配的任务；违反学校有关规定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违

反国家或教育部有关师德师风要求；违反职业道德、学术道德规范等行为者。 

2.学院提供办公室、实验平台（必须进入学院科研团队）。 

3.聘入学院后必须进入杨学云研究员负责的“国家土壤质量杨凌观测站团队”团队，由杨学云研究员

指导教学科研工作。 

三、个人思想品德表现 

请对本人思想政治表现（政治立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遵守师德师风、学术道德行

为等情况作出说明。 

在思想政治方面，自 2021 年 11 月入职以来，始终坚定不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忠于祖国和人民，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提升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参加院系和支部组织的一系列思想

政治培训活动，不断提高自己思想政治素养。 

在师德师风方面，始终将自身师德师风建设放在首位，积极参加院校组织的“坚定理想信念 潜心立德

树人——2022 年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常态化建设”专题网络培训、寒假和暑期教师研修暨师德集中学

习教育等培训和专题活动。工作中，以饱满热情态度认真完成院系和团队安排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学生工



 

 

作、公益活动等各项任务。在教学中，深知教书育人是一项职责重大的严肃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敷衍和

马虎，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准则。在学习和生活中，始终秉持有理想、信念、责任的态度，积极主动与

学生进行谈心谈话，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督促学生建立良好课堂学风和宿舍学习氛围。在教

学过程中，热爱学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教学工作始终围绕学生、服务学生、关照学生，努力提升

学生各方面综合素养。 

在学术道德方面，坚持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红线，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在课程教学、担任班主任、

指导培养本科和研究生过程中，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做到言行一致，教导学生始终将恪守学术诚信道

德作为第一准则，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研究精神。在努力提升自身科研业务水平之余，同时主

动向身边优秀老师和同事交流和学习，扩宽研究思路和视野。 

综上，聘期内本人始终保持良好的思想政治表现、师德师风和学术道德行为。在今后工作中，将会始终

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四、 研究思路、工作进展、学术贡献、创新点、科学价值或社会经济意义 

1.研究思路 

依托我国农田长期施肥试验平台，围绕农田土壤碳固持及其产量协同效应开展以下研究：（1）在全国尺

度上，探讨农田剖面碳氮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并量化主要因子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建立深层碳氮累积与作物

养分吸收和高产稳产之间的关系；（2）从化学稳定性角度，研究不同区域有机碳累积和转化效率差异的机制，

并进一步探讨碳化学组分和管理指数与作物生产力和有机碳投入之间的响应关系。 

2.工作进展 

（1）探明了我国农田剖面碳氮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和贡献率，建立了深层碳氮演变与高产稳产间关系。 

基于我国 15 个长期旱地施肥试验，探明了全国尺度上不同施肥下表层和深层碳氮剖面变化特征。此外，

整合管理、气候、土壤数据，阐明农田剖面碳氮变化驱动因子及并量化了其贡献率。结果表明，长期施肥下

旱地农田深层碳氮变化量明显高于表层，这强调了通过旱地碳固存和氮富集评估长期施肥对减缓气候变化和

确保粮食安全的影响时应当考虑底土碳氮变化。化肥基础上配施有机肥和秸秆能够实现全球千分之四固碳计

划，且一年两熟和中温带地区秸秆提升碳库效果较优。年均温是调控农田剖面碳氮变化最主要驱动因素，且

化肥、秸秆和有机肥表层和深层碳氮变化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为优化施肥策略实现最大限度农田碳固定和

更准确农田土壤碳循环模型提供依据。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了探明表层和深层碳氮累积对作物产量影响，基于同属于肥力网且位于不同气候

带并具有一定水热梯度的 4 个旱地试验（祁阳、杨凌、郑州和公主岭），研究发现，二十年有机替代措施大

幅度提升了表层和深层土壤碳氮储量，且效果显著高于化肥和化肥配施秸秆，但未显著降低作物产量和养分

吸收。此外，剖面有机碳累积和表层氮素累积与作物养分吸收、产量及其可持续系数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长

期有机替代有助于剖面碳氮累积，促进表层和深层养分吸收与利用，进而提升作物产量及其可持续，有助于

缓解气候变化和确保粮食安全。 

（2）探明了不同区域有机碳固定速率和效率差异的化学稳定性机制，明确了有机碳化学稳定性对作物

生产力和碳投入的响应关系 

依托肥力网长期施肥平台，基于公主岭、郑州和祁阳 3 个长期施肥试验点位，探明有机碳累积和固碳效

率（CSE）差异的机制、及其组分CSE 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期施肥下主要增加 NLC 组分和惰性碳库的

CSE，提升稻田土壤碳库和 CSE。此外，组分和相应库的 CSE 与有机碳输入、年均温和降雨存在负相关关

系，但与土壤初始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呈正相关，这表明固存有机碳的稳定性差异进一步受立地特征和碳输入

控制。这些发现证实了施肥处理、点位特征和有机碳累积动态之间复杂相互作用，强调了量身定制的管理策

略对提高我国主要农田有机碳储存的重要性。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究组分碳累积和管理指数对作物生产力和有机碳输入的响应，基于

一定碳输入梯度的进贤红壤长期双季稻施肥试验，研究发现，施肥条件下水稻土有机碳有更高稳定性，尤其

是化肥配施有机肥。此外，随碳投入增加，固碳效率逐渐减少，固碳速率逐渐增加，这表明随施肥时间推移

农田碳库逐渐增加，呈现出饱和趋势。长期化肥配施粪肥通过促进不稳定碳库向稳定碳库转化，提高有机碳

稳定性和管理指数来增强有机碳固存和作物生产力，实现农业可持续性。 

（3）教育教学工作 

通过积极参加院校组织的岗前培训、师德师风培训、教师讲课比赛等教育教学活动，获取得教师资格证

书，不断提升了自身教学水平和素养。参加 2022 年陕西省高等学校新进教师岗前培训；2022 年 06 月~12

月参加学校中青年教师实践锻炼活动；2022 年 09 月~2023 年 04 月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教学技能培训； 2022

年 11 月 13 日~14 日和 2023 年 04 月 15 日~16 日参加学校新进教师教学实作培训；2023 年 03 月 08 日~03

月 10 日参加新进教师延安精神暨理想信念专题培训班；2023 年 04 月 10 日~26 日期间，参加全国高校教师

网络培训中心举办的专题研修；2023 年 05 月 13 日通过陕西省高校教师专业技能考试，获取得教师资格证

书。积极参加 2023 年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获三等奖。在张树兰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听取学院有丰

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授课过程，完成了《土壤与植物营养》、《植物营养学》等共计 80 个学时的听课任务。 

在课程教学和学生工作方面，积极参与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教改项目、学生培养等工作。每年独立为

本科生讲授《土壤与植物营养》课程 48 学时（其中理论课 32 学时、实验课 16 学时），课程评教均达到合格



 

 

以上；积极参与本科生《生物学大实习》、及研究生《土壤肥力与耕地质量》和《土壤科学进展》课程教学；

在课程建设方面，积极参与 2024 年 03 月获批“建设《植物营养研究前沿》全英文课程”研究生教育改革项

目；在学生工作方面，目前已经完成 1 名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正在指导培养 1 名本科生和协助指导 1

名研究生；2023 年担任环科国际 2303 班的班主任，积极参加院校组织的新生班主任培训会，认真履行班主

任职责，开展大学生思想谈心谈话、走访宿舍、查晚自习、随堂听课和学业预警学生谈话帮扶和家长访谈等

工作，并组织“迎评树新风，共建促学风”主题班会和共建良好学风主题班会等主题活动，任期年度考核合

格。 

（4）实验站和其他公益活动 

在实验站工作与任务方面，每年负责汇交的长期试验数据测评均达到合格，且完成国家土壤质量杨凌观

测实验站长期试验调研报告 1 份。2021~2024 年积极参与实验站长期定位试验的日常管理和运营等工作；根

据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观测监测任务要求，参与承担监测/科研任务的土壤与植物样品采集、保存、

测试分析，完成数据处理、汇总、汇交、建立土壤质量数据库，及进行数据挖掘、发表和出版等工作；参与

撰写土壤质量中心和肥力网实验站评估报告和年度总结报告、实验站建设项目方案和建设进展情况报告、陕

西省野外科学观测站建设计划任务书、试验站交流材料、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总结报告、实验站安全

生产总结、五有落实情况报告、实验站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同时，协助保障试验站观测仪器和监控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维护工作，以确保生产安全和长期观测样地和样品等实物资源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在院系工作和公益性活动方面，积极参加学院学科建设、新专业申报、学生工作等其他各项公益活动。

2021 年 12 月参加西北旱地农业绿色低碳重点实验申报的材料收集工作；2022 年 04 月参与学院双碳与农林

生态治理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材料收集工作；2023 年 11 月参与第三届全国农资大学生实践技能竞赛接待工

作；2024 年 04 月~07 月参加土地科学与技术新专业申报工作；2024 年 09 月~11 月参加农业资源与环境学位

授权点评估工作。此外，2023 年 06 月担任本科毕业论文秘书，负责组织资源科学系植物营养组答辩、学生

毕业论文及相关材料审核和汇交等工作；2023 年 12 月担任碳中和专项研究生二组开题秘书；2024 年 06 月

担任植物营养组本科生论文答辩评委；积极参与 2021~2023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大学生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

和课程考试监考、以及团队研究生开题和答辩秘书等工作。 

3.科研工作的学术贡献、创新点和价值 

（1）通过多点位的数据分析，在全国尺度上阐明了长期施肥下表层和深层碳氮演变特征，并从气候条件、

土壤属性、管理措施等方面，解析跨时间尺度下农田旱地土壤剖面碳氮变化驱动因子及其贡献，强调了深层

碳固持和氮富集在评估长期施肥制度对缓解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影响的重要性，为我国旱地农田土壤可持续

利用和碳氮的固持提供科学依据。 

（2）从化学稳定性角度，探明了不同区域有机碳累积和转化效率差异的机制，强调了量身定制的管理策

略对提高我国旱地农田有机碳库的重要性。阐明有机肥增产固碳的机制：主要通过促进不稳定碳库向稳定碳

库转化，提升有机碳稳定性和管理指数，实现农田有机碳固持和作物高产，从而有助于应对粮食安全、气候

变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五、主要学术成就 

5.1 主要承担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及来源 

项目 

经费 

到位 

经费 
起止时间 

本人

排序 
备注 

1 
黄土高原半湿润区微量元素效能

提升机制研究与强化技术 

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 

80 万 60 万 
2023.12 

~2027.12 
1 主持 

2 
长期不同管理措施下塿土有机碳

的组分特征及固持机制 

校级—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博

士科研启动资

金项目 

20 万 20 万 
2022.04 

~2025.04 
1 主持 

3 

黄土高原半湿润区玉米中低产田

种养结合地力提升技术研究与示

范 

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 

90 万 / 
2023.12 

~2026.12 
2 参与 

4 

旱地玉米田土壤障碍因子消减与

肥水调控综合技术模式构建与示

范 

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 

70 万 / 
2021.07 

~2025.12 
3 参与 

        

        

5.2 重要教学科研获奖情况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

称 
奖励等级 

授奖单

位 

及国别 

奖励 

年度 

本人 

排序 

       

       

       

       

       



 

 

 

5.3 代表性论文情况 

序号 著作/论文名称 

全部作者（申请人姓名加粗，通讯作

者标注*号，共同 

第一作者标注#） 

出版单位/ 

发表刊物 

出版/

发表年

度 

期刊号 

页码 

收录 

类别 

中科院 

大类分区 
备注 

1 

Long-term organic substitution promotes 

carbon and nitrogen sequestration and 

benefit crop production in upland field 

Hu Xu, Andong Cai, Xueyun Yang, 

Shulan Zhang, Shaomin Huang, Boren 

Wang, Ping Zhu, Gilles Colinet, Nan 

Sun, Minggang Xu, Wenju Zhang* 

Agronomy 

-Basel 
2023 ISSN: 2073-4395 9:2381 SCI 二区  

2 

Compar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efficiency in chemically separated soil 

organic carbon fractions under long-term 

fertilization in three major Chinese 

croplands 

Hu Xu#, Adnan Mustafa#, Lu Zhang, 

Shaomin Huang, Hongjun Gao, 

Mohammad Tahsin Karimi Nezhad, 

Nan Sun*, Minggang Xu*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24 
ISSN: 2095-3119 

Doi：10.1016/j.jia.2024.12.013 
SCI 

一区 

Top 
 

3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and 

organic fertilizers enhances soil organic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crop 

productivity by improving carbon 

stability and management index in a 

rice-rice cropping system 

Hu Xu, Adnan Mustafa, Qudsia Saeed, 

Guiying Jiang, Nan Sun*, Kailou Liu, 

Jiri Kucerik, Xueyun Yang*, Minggang 

Xu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2025 

ISSN: 2196-5641 12:1  

Doi：
10.1186/s40538-024-00721-7 

SCI 二区  

         

 



 

 

5.4 获得专利及其他奖励情况（请注明专利及奖励名称、获得时间、位次等） 

无 

 

 

 

5.5 担任学术重要职务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2024 年 08 月，第八届全国作物中微量元素营养与肥料施用关键技术研讨会暨中微肥

创新联盟 2024年会，安徽合肥 

 

 

六、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课程、学术报告等情况 

课程/报告 

名称 
学时数 

对象（本科生、

研究生） 

学生

数 
授课/报告时间 

土壤与植物营养 
48（理论课 32 学时+

实验课 16 学时） 
茶学 2101 本科生 25 2022~2023学年 秋 

土壤与植物营养 
48（理论课 32 学时+

实验课 16 学时） 
茶学 2201 本科生 24 2023~2024学年 秋 

土壤肥力与耕地质量 14 研究生 61 2023~2024学年 秋 

土壤科学前沿 4 研究生 19 2023~2024学年 秋 

生物学大实习 16 本科生 / 2023~2024学年 夏 

土壤与植物营养 
48（理论课 32 学时+

实验课 16 学时） 
茶学 2301 本科生 21 2024~2025学年 秋 

土壤肥力与耕地质量 12 研究生 117 2024~2025学年 秋 

土壤科学前沿 4 研究生 19 2024~2025学年 秋 

七、学校资助经费使用情况 

已获学校资助的科研启动经费 20.00 万，截至目前已经支 20.00 万，主要用以以

下几个方面：设备费：5.84 万元，测试分析费：7.30 万元，材料试剂药品费：4.43 万

元，差旅费：0.70 万元，劳务费用：0.93 万元，其它印刷、通讯等费用共支出 0.78

万元。 

 

 

 
 



 

 

八、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1. 作为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因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且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方法和手

段相对较为单一，能力和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今后，积极观摩教学比赛和名师

教学、参与师德师风和教学培训，逐步提升自身教学工作能力和水平。 

2. 博士研究方向虽然也是围绕农田碳固持特征及产量协同效应，但多基于多点位

农田的数据分析，与团队融合需要从微生物机制等更深层次去解析单一点位特征。 

九、下一步工作计划 

关心学院发展，积极承担学院安排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学生工作等各项任务

及公益性事务。作为国家土壤质量杨凌观测实验站成员，积极主动参与承担长期定位

试验日常管理和运营，数据处理、汇交、挖掘和发表，建设方案、年度总结和评估报

告撰写；协助保障观测仪器和试验站监控设备正常运行、维护和检测工作，确保试验

站生产安全以及长期观测样地安全性和完整性。 

在教学方面，积极主动承担学院教学和学生工作任务，指导学生科创项目和参与

教改项目。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原则，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提升自己

的职业道德素养。紧跟教育发展趋势，学习新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积极参加教育教

学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拓宽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 

在科研方面，针对增产提质所采取的强化施肥措施常常导致某些土壤功能变化，

而长期施肥下土壤健康如何调控作物增产提质的过程机理依然不清楚的问题，今后依

托国家土壤质量杨凌观测实验站长期定位试验开展，（1）系统评估不同施肥处理下土

壤健康和作物产量和品质的演变规律，（2）从微生物学角度，揭示土壤健康如何影响

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内在机制，并研发快速高效的土壤健康提升和作物增产提质的施肥

技术，为推动黄土高原地区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今后积极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 1~2 篇。 

 

 

十、本人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不真实所造成的后果，

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所在团队意见 

请从思想政治表现、师德师风、业务水平、所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参加团队活动

情况及发展潜力等方面对参加考核人员进行评价。 

 
 
 
 
 
 

 
 
 
 
 
 

 
 
 
 

 
 
 
 
 
 

团队意见： 

 

 
 
 

 
 
 
 
 

□合格                □不合格 

 
 
 

团队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二、学院师德师风和政治表现鉴定 

请对其聘期内思想政治表现、遵守师德师风情况、有无处分、犯罪记录及学术不端行

为作出鉴定 
 
 
 
 
 
 

 
 

（公章） 

党委书记（签字）：                   年    月    日 

十三、学院教授委员会评估意见 

请从业务水平、所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本人实际贡献及发展潜力等方面对参加考

核人员进行全面评估。 

 

 

 

 

 

 

 

 

 

评估意见及聘用建议： 

 

□合格                     □不合格 

□转为长聘                 □延迟聘期 6个月 

□延迟聘期 12个月 

□解聘 

 

教授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教授委员会成员签字： 

 
 
 
 

 
 



 

 

十四、学院综合意见 

 

参加考核人员的工作报告内容是否属实：□是     □否 

 

请定性描述参加考核人员工作业绩，明确考核结果及是否同意转为固定编制长期聘

用。如同意，请提出今后工作安排意见；如不同意，请提出延期或解聘意见。 

 
 

 
 
 
 
 
 
 

 
 
 
 

 
 
 
 
 
 
 
 
 
 
 

 
 
 

学院意见： 

□合格                     □不合格 

□转为长聘                 □延迟聘期 6个月 

□延迟聘期 12个月 

□解聘 

 

（公章）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