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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学术型    学位层次：博士    一级学科代码：0905  

授 农学博士学位) 
 

一、培养目标 

（一）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畜牧现代化服务。 

（二）培养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系统专业知识和先进研究技能，具有独立从

事畜牧学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性科研能力，具有熟练利用动物遗传育种、动

物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生态智慧养殖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分析与解决畜牧

生产相关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本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有国际视野，能胜任畜

牧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产品研发、政府部门及企事业管理工作的高级人

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华中农业大学畜牧学科起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

畜医科，2006 年获批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0 年获批设立畜牧学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A+，

2021 年再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畜牧学是研究畜禽遗传育种、繁殖、营养、饲养管理、生态安全与环境控制，

以及畜禽产品生产加工和畜牧经营等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

的综合性学科。畜牧学在保障优质肉蛋奶等畜产品生产与供给方面发挥支撑作用，

对于维护畜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近年来，现

代生物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交叉融合，

为畜牧学科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二级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是研究动物主要经济性状遗传、育种与繁殖理论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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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不断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和繁育效率的科学。动物遗传育种学是研究动物遗传

物质的传递、表达及变异规律，并以此指导和应用于动物遗传改良和育种实践的

科学，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包括：动物结构基因组学与功能基因组学，动物主要

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动物遗传资源评价、保护与利用，动物育种原理与方

法，动物良种繁育体系建立，杂种优势利用，动物新品种（系）选育，基因组选

择与选配理论与方法，动物基因编辑与转基因育种，大数据技术与精准育种，表

观遗传学，宿主与环境互作等。动物繁殖学是揭示动物生殖活动规律及其调节机

制，制订相应管理措施，防治繁殖障碍，开发提高动物繁殖效率新技术的学科。

研究内容包括动物生殖规律、繁殖内分泌、动物克隆、性别鉴定与控制、干细胞

与胚胎工程等繁殖理论与技术、繁殖障碍和繁殖管理、营养与繁殖互作、环境与

生殖健康。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是研究营养物质在动物体内消化吸收、代谢利用、饲料

营养价值评定、饲料加工与调制、饲料安全与质量控制、饲养管理等理论与技术

的学科。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有：猪营养与调控，家禽营养与调控，反刍动物营

养与调控，饲料与安全，数字畜牧与营养，动物精准饲养，宠物营养与饲料，消

化道微生物与动物健康，表观遗传学与营养物质代谢等。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本学科是以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潜在开发价值的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

象，涉及种质资源、驯养与繁殖、营养与饲料、饲养与管理等理论与技术研究

及产品加工与开发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有：特种经济动物

种质资源开发与利用、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料、饲养管理与产品研发、

特种经济动物行为学与福利、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驯养、特种经济动物肠道微

生物资源挖掘与利用、特种经济动物基因组与演化等。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本学科是研究畜禽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技术、畜

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生态养殖与环境控制、智能装备与动物福利的综合性学

科。主要研究范围与内容有：畜禽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配套系）培

育技术、高效快速扩繁及智能人工授精技术、无菌（实验）动物制备、繁育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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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准智能化饲喂技术、精准智能化畜禽舍环境控制技术、不同生产环节的智

能化管理技术、智能装备研发与系统集成等畜禽智能养殖技术，生态循环养殖模

式、微生物-动物-环境互作、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生态养殖

与绿色发展技术，主要畜禽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工艺及参数，现代化畜牧场与乡

村振兴的规划设计等先进生产工艺技术。 

三、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实行导师指导小组制，导师教书育人，关心研

究生全面成长。 

（二）博士研究生以提升学术修养和开展论文研究工作为主，注重学术创

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达到规定要求可提前至 3 年， 长不超

过 6 年(含休学)；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6 年(含硕士阶

段)，达到规定要求可提前至 5 年， 长不超过 8 年(含休学)。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学分要求 

1.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10 个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不低于 6 个学分，一级学

科核心课不低于 1 个学分，二级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1 个学分。 

2.必须选修一门学科交叉课程（不低于 1 学分）。 

3.本研贯通课程：博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

师指导下选修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成绩列入成绩单，但不计学

分。 

（二）课程目录（见附录）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畜禽重要性状的遗传基础研究和重要性状选育的育种方法研究，

以及畜禽繁殖规律及繁殖新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应熟练掌握遗传学、育种学和

繁殖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特别应注重研究目标与育种需求、繁殖特性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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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畜禽生产学、遗传学、育种学、繁殖学、生

理生化、统计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并具备结合分子遗传学、细胞遗传学、群体

数量遗传学、基因组学、内分泌学、免疫学、进化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统计

分析等专门化知识解决遗传育种和繁殖领域相关科学问题的能力，对畜禽重要

性状能够深入解析，对畜禽遗传育种和繁殖理论与方法能够与实践有效结合。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动物营养物质消化吸收与代谢利用、饲料加工与品质评定、饲料

与安全、精准饲养的应用基础研究，应熟练掌握动物营养学、饲料学、饲料加

工与检测技术、家畜环境卫生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特别应注重研究目标与

动物生产和饲料加工实践需求的结合。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动物营养

学、饲料学、动物生理生化、动物生产学、饲料毒物学、生物统计学的专业基

础知识，并具备结合高级动物营养学、高级饲料学、分子营养学、营养基因组

学、营养遗传学、消化道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统计与数

据分析等专门化知识的能力，掌握畜禽营养调控、饲料精准配方与加工等专业

技能，对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够与动物生产实践有效结合。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特种经济动物重要性状的基础研究以及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

育、营养与饲养、疾病防治等研究，应熟练掌握特种经济动物学、特种经济动

物驯化与繁育、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学等相关理论、技术和方法，特别应注重研

究内容与特种经济动物养殖需求相结合，解决特种经济动物在驯化、育种、繁

殖、饲养及疾病防控等领域存在的科学问题。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特

种经济动物遗传学、育种学、繁殖学、饲养学、兽医学的基础知识，并具备进

化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组学、内分泌学、动物行为学、动

物生态学、生物统计与数据分析等专门化知识，对特种经济动物重要性状能够

深入解析，对特种经济动物繁育与养殖理论与方法能够与实践有效结合。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畜禽遗传改良、畜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实验动物生产标准

化、生态循环养殖与环境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利用等应用基础

研究，应熟练掌握动物生产学、畜牧场规划与设计、畜牧环境与工程、实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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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特别应注重研究目标与集约化、智能化动物生产实

践需求的结合。博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遗传学、繁殖学、育种学、生理

学、行为学、微生物学、发酵工程、生态学、统计学、大数据分析的专业基础

知识，并具备结合畜禽种质工程、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畜牧场规划与设计、

智能化管理、信息学、统计分析、人工智能、畜牧机械与自动化等专门化知识

的能力，对畜禽生产过程的关键技术问题能够深入解析，并与生态智慧养殖生

产实践有效结合。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和院情，了解学校研究

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学术

道德与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业学术期刊，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告，

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博士生资格考核（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修完全部课程学分后参加考核。通过者继续按博士生培养。考核未通过

者，硕士起点博士生作退学处理，本科起点博士生转为硕士层次继续学习或作

退学处理。硕士起点博士生在入学后第三、四学期进行，本科起点博士生结合

转博考核进行。 

（五）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定期参加课题组的学术讨论会，参加不少于 20 次的学术活动，并至少做 2

次以上的公开学术报告，并至少赴境外参加一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

或者国际访学（在职博士生除外）。经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评估合格后获得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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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六）实践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 

以助研、助教、进入科研机构或企业参加实践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少于 2

周的实践活动，鼓励博士生以助教身份参与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课堂，完成实

践报告，经培养单位或指导教师评估合格为通过并获得 1 个学分。 

七、学位论文 

开展科学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学研究能力的

必须环节；撰写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文献阅读、写作及综合分析能力的重要

环节；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选题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方向博士研究生选题范围涉及动物结构基因组学与

功能基因组学，动物主要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动物遗传资源评价、保护

与利用，动物育种原理与方法，动物良种繁育体系建立，杂种优势利用，动物

新品种（系）选育，基因组选择与选配理论与方法，动物基因编辑与转基因育

种，大数据技术与精准育种，表观遗传学，宿主与环境互作，动物生殖规律、

繁殖内分泌、动物克隆、性别鉴定与控制、干细胞与胚胎工程等繁殖理论与技

术、繁殖障碍和繁殖管理、营养与繁殖互作、环境与生殖健康等。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方向博士研究生选题范围涉及猪营养与调控，家禽

营养与调控，反刍动物营养与调控，饲料与安全，数字畜牧与营养，动物精准

饲养，宠物营养与饲料，消化道微生物与动物健康，表观遗传学与营养物质代

谢等。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方向博士研究生选题范围涉及特种经济动物种质资源

开发与利用、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料、饲养管理与产品研发、特种经济

动物行为学与福利、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驯养、特种经济动物肠道微生物资源

挖掘与利用、特种经济动物基因组与演化等。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选题范围涉及畜禽重要经济性

状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高效快速扩繁，无菌（实验）动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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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繁育与应用，精准智能化饲喂体系，精准智能化畜禽舍环境控制，不同生

产环节的智能化管理，智能装备研发与系统集成，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微生物-

动物-环境互作，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主要畜禽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工艺及参数，现代化畜牧场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设计。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个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都应充分重视，做好开

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四学

期完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及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

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论文主

要研究内容，重要试验材料及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可行性分析，工作基础与

已有进展，研究计划与进度安排，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

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 

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撰写论文开题

报告，开题前须通过研究生一体化管理系统备案公示；经审核合格后获得 1 个

学分。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 

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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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

仍未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四）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

论文。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1.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过盲

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

录与图片等。 

2.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执

行。 

3.论文答辩 

通过学院答辩资格审核后，按照学校关于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的有关规定

进行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要求参见《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

要求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

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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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 

31411000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春季 
马克思主义学

院 
 

312110001001 博士生外语 32 2 春季 外国语学院  

204210007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32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两门线上课

程二选一 
20421000700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6 1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2110002001 动物科学史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

科

核

心

课 

一级学科

核心课 
302110003001 动物科学前沿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二级学科

核心课 

302110003002 动物组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遗传育

种、动物生

产与畜牧工

程 

302110003003 物质代谢与营养调控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营养与

饲料科学 

302110003004 动物繁殖科学研究进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繁殖学

302110003002 动物组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特种经济动

物饲养任选

一门 302110003004 动物繁殖科学研究进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选 
修 
课 

全英文课程 

302210006001 
动物遗传育种专题 
Progress in Anim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2 
基因组学分析前沿（专题） 
Edge-cutting Issues in Genomic 
Analysis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3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前沿 
Frontiers in Animal Nutrition an
d Feed Science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4 
动物繁殖与生物技术研究进展

Progress of Animal 
Reproduction and Biotechnology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5 
动物遗传资源学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专业课程 

302210004005 现代遗传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6 蛋白质组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6 动物基因组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1 现代动物科技进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3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9 R 语言与高通量数据处理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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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10004010 动物表观基因组学 101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1 动物三维基因组学 102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2 机器学习与基因组学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2 高级饲料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4 分子营养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5 动物营养调控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7 动物消化道健康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6 动物蛋白质周转与代谢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1 饲料安全与质量控制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9 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育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3 
动物科学进展 C 动物生殖生理

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8 动物繁殖生物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3 禽育种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5 智慧牧场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6 禽类繁殖生物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9 
奶牛性能和牛奶品质的生物技

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科交叉课程 /û�“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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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学术型    学位层次：硕士一级    学科代码：0905         

授 农学硕士学位) 
 

一、培养目标 

（一）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

“三农”情怀，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我国经济建设和畜牧现代化。 

（二）培养能熟练掌握畜牧学科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从事与畜牧学科

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基本科研能力，以及利用本学科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分析与

解决畜牧生产相关问题的实践创新能力；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具有畜

牧学科国际视野，能在畜牧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机构、科研单位、政府部门及农

牧企业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生产管理、市场营销、产品研发与质检等工作

的优秀人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华中农业大学畜牧学科起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

畜医科，2006 年获批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0 年获批设立畜牧学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A+，

2021 年再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畜牧学是研究畜禽遗传育种、繁殖、营养、饲养管理、生态安全与环境控制，

以及畜禽产品生产加工和畜牧经营等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

的综合性学科。畜牧学在保障优质肉蛋奶等畜产品生产与供给方面发挥支撑作用，

对于维护畜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近年来，现

代生物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交叉融合，

为畜牧学科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二级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是研究动物主要经济性状遗传、育种与繁殖理论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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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不断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和繁育效率的科学。动物遗传育种学是研究动物遗传

物质的传递、表达及变异规律，并以此指导和应用于动物遗传改良和育种实践的

科学，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包括：动物结构基因组学与功能基因组学，动物主要

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动物遗传资源评价、保护与利用，动物育种原理与方

法，动物良种繁育体系建立，杂种优势利用，动物新品种（系）选育，基因组选

择与选配理论与方法，动物基因编辑与转基因育种，大数据技术与精准育种，表

观遗传学，宿主与环境互作等。动物繁殖学是揭示动物生殖活动规律及其调节机

制，制订相应管理措施，防治繁殖障碍，开发提高动物繁殖效率新技术的学科。

研究内容包括动物生殖规律、繁殖内分泌、动物克隆、性别鉴定与控制、干细胞

与胚胎工程等繁殖理论与技术、繁殖障碍和繁殖管理、营养与繁殖互作、环境与

生殖健康。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是研究营养物质在动物体内消化吸收、代谢利用、饲料

营养价值评定、饲料加工与调制、饲料安全与质量控制、饲养管理等理论与技术

的学科。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有：猪营养与调控，家禽营养与调控，反刍动物营

养与调控，饲料与安全，数字畜牧与营养，动物精准饲养，宠物营养与饲料，消

化道微生物与动物健康，表观遗传学与营养物质代谢等。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本学科是以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潜在开发价值的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

象，涉及种质资源、驯养与繁殖、营养与饲料、饲养与管理、产品加工与开发

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范围和内容有：特种经济动物种质资源开

发与利用、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料、饲养管理与产品研发、特种经济动

物行为学与福利、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驯养、特种经济动物肠道微生物资源挖

掘与利用、特种经济动物基因组与演化等。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根据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内涵与需求，本学科是研究畜禽重要经济性状遗传

改良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技术、畜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生态养殖与环

境控制、智能装备与动物福利的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范围与内容有：畜禽重

要经济性状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技术、高效快速扩繁及智能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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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精技术、无菌（实验）动物制备、繁育与应用，精准智能化饲喂技术、精准

智能化畜禽舍环境控制技术、不同生产环节的智能化管理技术、智能装备研发

与系统集成等畜禽智能养殖技术，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微生物-动物-环境互

作、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生态养殖与绿色发展技术，主要

畜禽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工艺及参数，现代化畜牧场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设计等

先进生产工艺技术。 

三、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实行导师指导小组制，导师教书育人，关心研

究生全面成长。 

（二）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学术修养与论文研究工作并重，注重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 长不超过 5 年(含休学)。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学分要求 

1.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24 个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不低于 7 个学分，一级学

科核心课不低于 2 个学分，二级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2 个学分。 

2.必须选修一门全英文课程（不低于 1 个学分）。 

3.本研贯通课：硕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师

指导下选修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考核合格后取得课程成绩，列

入研究生 

成绩单。硕士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 多不超过 2 门，计入研究生课

程学分。 

（二）课程目录（见附录）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主要从事畜禽重要性状

的遗传规律研究和重要性状选育的育种方法研究，畜禽繁殖规律及繁殖新技术

应用基础研究，应熟练掌握遗传学、育种学和繁殖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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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应注重研究内容与育种需求、繁殖特性的结合。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

的畜禽生产学、遗传学、育种学、繁殖学、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并熟悉分

子遗传学、细胞遗传学、群体数量遗传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试验设计

与生物统计学、内分泌学、免疫学、进化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专门化知识，，

在遗传规律研究、育种和繁殖实践中加以利用，具备以畜禽遗传育种、繁殖理

论与方法指导生产实践的能力。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主要从事营养物质与动

物机体相互作用规律和饲料科学利用研究，应熟练掌握动物营养学和饲料学理

论、技术与方法，应注重研究内容与饲养实践的结合。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

扎实的动物科学进展、高级动物营养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前沿的基础知

识，并了解高级饲料学、分子营养学、动物营养调控、动物蛋白质周转与代

谢、动物消化道健康、动物营养研究方法、饲料毒物与抗营养因子、饲料安全

与质量控制等的专门化知识，并在畜禽生产实践中加以综合利用，具备以动物

营养与饲料科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实践的能力。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主要从事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

繁育、营养与饲养、疾病防治的研究，应熟练掌握特种经济动物学、特种经济

动物驯化与繁育等相关理论、技术和方法，特别应注重研究内容与特种经济动

物养殖需求相结合，解决特种经济动物物种在繁殖、育种、饲养及疾病防控等

存在的科学问题。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动物科学进展、特种经济动物

学、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育的基础知识，并具备动物生殖生理学、动物繁殖

生物技术、动物遗传育种、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等专门化知识，并在特种经济

动物繁育与养殖中加以利用，具备指导特种经济动物生产实践的能力。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研究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主要从事畜禽遗传改

良、畜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实验动物生产标准化、生态循环养殖与环境控

制、畜禽养殖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利用等应用基础及应用研究，应熟练掌握动

物生产学、畜牧场规划与设计、畜牧环境与工程、实验动物学的理论、技术与

方法，特别应注重研究目标与集约化、智能化动物生产实践需求的结合。硕士

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动物生产技术前沿、动物数量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智慧农业导论的专业基础知识，并熟悉畜禽种质工程、动物繁殖学、畜禽育种

学、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畜牧场规划与设计、智慧牧场管理、动物安全生



15 

产、动物遗传资源学、动物营养调控、生物信息学、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等专

门化知识，能在畜禽生产实践中加以利用，具备以畜禽生产与畜牧工程理论与

方法指导生态智慧养殖生产实践的能力。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和院情，了解学校研究

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学术

道德与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业学术期刊，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告，

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通过后获得 1 个学分。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10 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不少

于 2 次为跨二级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含校内外学术讲座、学术会

议、学术讨论会等）。在系统提交学术交流（听学术报告）记录，由导师审核后

获得 1 个学分。 

（五）实践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多种形式参加实践活动（包括助研、助

教、助管、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形式），累计时间不少于 2 周，完成社会实践

报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 1 个学分。 

七、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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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

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选择研究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

量时应全面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都应充分重视，做好开

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三学

期完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及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

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论文主

要研究内容，重要试验材料及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可行性分析，工作基础与

已有进展，研究计划与进度安排，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

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 

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撰写论文开题

报告，开题前须通过研究生一体化系统备案公示；经审核合格后获得 1 个学

分。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 

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

仍未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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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

论文。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过盲

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

录与图片等。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要参见《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

求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

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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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 

31421000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2210001001 硕士生英语 32 2 春秋季 外国语学院  

204210007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32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两门线上

课程二选

一 20421000700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6 1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2110002001 动物科学史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

科

核

心

课 

一级学科

核心课 

302210003001 
动物科学进展 A 动物遗传

育种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遗传

育种 

 
302210003002 

动物科学进展 B 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

学 

302210003003 
动物科学进展 C 动物生殖

生理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繁殖

学 

302210003004 
动物科学进展 D 特种经济

动物学专题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特种经济

动物饲养

302210003005 
动物科学进展 E 动物生产

技术前沿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生产

与畜牧工

程 

二级学科

核心课 

302210003006 分子生物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遗传

育种 

302210003007 高级动物营养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

学 

302210003008 动物繁殖生物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繁殖

学 

302210003009 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育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特种经济

动物饲养

302210003010 动物数量遗传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生产

与畜牧工

程 

选

修

课 

全英文课程 

302210006002 

基因组学分析前沿（专

题） 
Edge-cutting Issues in 
Genomic Analysis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必选一门

302210006003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前沿

Frontiers in Animal Nutrition
 and Feed Science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4 

动物繁殖与生物技术研究

进展 
Progress of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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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10004004 动物育种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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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硕士畜牧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专业学位    学位层次：硕士    学科代码：095133          

授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一）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畜牧现代化服务。 

（二）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畜牧领域是与养殖技术推广任职资格相联系的农业

推广硕士专业学位领域。主要为养殖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推广和职业技术教

育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华中农业大学畜牧学科起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

畜医科，2006 年获批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0 年获批设立畜牧学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A+，

2021 年再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是为适应我国农业

发展，完善我国农业科学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而设立的新型学位类型。 

畜牧学是研究畜禽遗传育种、繁殖、营养、饲养管理、生态安全与环境控制，

以及畜禽产品生产加工和畜牧经营等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

的综合性学科。畜牧学在保障优质肉蛋奶等畜产品生产与供给方面发挥支撑作用，

对于维护畜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近年来，现

代生物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新材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交叉融合，

为畜牧学科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研究方向简介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方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方向是研究动物主要经济性状遗传、育种与繁殖理论及

技术，不断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和繁育效率的科学。本方向的专业硕士主要从事动

物新品种或品系的培育、动物经济性状的分子标记挖掘与应用、动物种源鉴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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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动物系谱构建、新型核酸或蛋白检测方法、育种或生产管理软件、育种新

技术、育种新材料的创制、动物表型组学、基因编辑、动物克隆、繁殖内分泌、

繁殖技术等应用型研发。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方向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方向是研究营养物质在动物体内消化吸收、代谢利

用、饲料营养价值评定、饲料加工与调制、饲料安全与质量控制、饲养管理等

理论与技术的学科。本方向的专业硕士主要从事猪的营养与饲养，家禽营养与

饲养，反刍动物营养与饲养，宠物营养与饲养，饲料生产加工，饲料配方设计

与应用，饲料与安全，饲料添加剂研发，精准饲养技术等应用型研究。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方向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方向是以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象，运用动物学、畜牧

学和兽医学等现代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育、营养与饲

养、疾病防治等，以提高特种经济动物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等的学科。本方向

的专业硕士主要从事特种经济动物繁育理论和技术推广、营养与饲料研究、特

种经济动物驯化与驯养、饲养管理与产品研发等应用型研究。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方向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方向是研究畜禽重要经济性状遗传改良与新品种（配

套系）培育技术、畜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生态养殖与环境控制、智能装备

与动物福利的综合性学科。本方向的专业硕士主要从事畜禽重要经济性状遗传

改良与新品种（配套系）培育技术、高效快速扩繁及智能人工授精技术、无菌

（实验）动物制备、繁育与应用，精准智能化饲喂技术、精准智能化畜禽舍环

境控制技术、不同生产环节的智能化管理技术、智能装备研发与系统集成等畜

禽智能养殖技术，生态循环养殖模式、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生态养殖与绿色发展技术，主要畜禽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工艺及参数，现代

畜牧场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设计等先进生产工艺技术等应用型研究。 

三、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专业型(应用型)研究生实行校内外导师指导组(或双导师)制，

导师教书育人，关心研究生全面成长。 

（二）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学术修养与论文试验工作并重，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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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生产实践环节培养，注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 长不超过 4 年(含休学)。非全日

制专业型研究生 长学习年限根据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性培

养方案的规定执行。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内未能完成学业的，经个人申请、导师

同意、学院审核、学校批准，可以申请延期毕业,学习时间不得超过学校规定的

长学习年限。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学分要求：课程学分不低于 22 个学分 

1.公共必修课（7 学分） 

①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2 学分) 

②英语(2 学分)  

③自然辩证法概论(1 学分)  

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2.学科核心课（不少于 10 学分） 

①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2 学分） 

②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2 学分） 

③动物营养与饲养学（2 学分） 

④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2 学分） 

⑤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2 学分） 

3.选修课（不少于 5 学分） 

（二）主要环节内容及要求（不少于 8 学分） 

①开题报告（1 学分） 

②文献综述（1 学分） 

③专业实践（6 学分） 

4.本研贯通课：硕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师

指导下选修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考核合格后取得课程成绩，列

入研究生成绩单。硕士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 多不超过 2 门，计入





24 

主要从事畜禽遗传改良、畜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实验动物生产标准

化、生态循环养殖与环境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利用等应用研

究，应熟练掌握动物生产学、畜牧场规划与设计、畜牧环境与工程、实验动物

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特别应注重研究目标与集约化、智能化动物生产实践

需求的结合。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动

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家畜生态

与环境控制技术的专业基础知识，并熟悉畜禽种质工程、畜禽育种学、畜禽生

态与环境控制、畜牧场规划与设计、智慧牧场管理、动物安全生产、试验设计

与数据分析等专门化知识，能在畜禽生产实践中加以利用，具备以畜禽生产与

畜牧工程理论与方法指导生态智慧养殖生产实践的能力。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

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与安全

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个学分） 

本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

要专业学术期刊，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

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 个学分）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需到校外部门、企业或本校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6 个月。其中无法在校外实习，需在校内完成一个非学位论文内的创新训练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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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选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选题必须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应用型课

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全面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

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个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应充分重视，做好开题

报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三

学期完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

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

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 

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撰写论文开题

报告，开题前须通过研究生一体化管理系统备案公示。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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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

仍未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四）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

论文。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过盲

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

录与图片等。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要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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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开课对象 

必

修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31421000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6 2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业硕士 
（畜牧） 

31421000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2210001001 硕士生英语 32 2 秋季 外国语学院 

3062200030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

科

核

心

课 

一

级

学

科

核

心

课 

302220003001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2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3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4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5 家畜生态与环境控制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选修课 

302220003040 
实验动物学（实验动物专项必

选）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6 分子生物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2 动物基因组育种原理与应用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3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4 动物育种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5 现代遗传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6 蛋白质组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7 猪生化和分子遗传实验导论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8 动物基因组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09 R 语言与高通量数据处理 32 2 暑假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0 动物表观基因组学 101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1 动物三维基因组学 102 32 2 暑假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17 动物消化道健康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0 科学文献精准搜索与阅读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1 饲料安全与质量控制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9 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育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10 动物数量遗传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3 禽育种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4 动物安全生产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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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开课对象 

302210004025 智慧牧场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6 禽类繁殖生物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7 生态循环养殖专题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28 现代畜牧场规划与设计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0 畜禽种质工程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4002 特种动物资源及养殖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4001 种猪繁殖与性能测定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全英文课程 

302210006004 

动物繁殖与生物技术研究进展 

Progress of Animal Reproduction 

and Biotechnology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5 
动物遗传资源学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本研贯通课 

3023009309 家畜育种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42 普通遗传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10 动物营养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50 动物繁殖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301 动物生产学 40 2.5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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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学术型    学位层次：博士一级    学科代码：0906         

授 农学博士学位) 
 

一、培养目标 

（一）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

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二）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系统专业知识和研究技能，具有独立从事兽医

学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性科研能力，掌握本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有国际

视野，具有“创新、创造、创业”精神与能力，引领科学研究，解决国家重大需

求，能胜任兽医学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产品研发、政府部门及企事业管

理等工作的高级人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起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畜医科，现具有

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以保障动物和人类健康

为宗旨，为畜牧业保驾护航，保障食品安全，维护环境与生态安全；设有基础

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 4 个学科方向。

本学科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获得 A+，2017 年、2021 年均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学科。猪病学、兽药残留检测与食品安全评价等优势领域国际一流；支撑

农业科学进入 ESI 前 1‰，植物学与动物学 ESI 前 1‰，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等三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 

本学科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拥有我国兽医学科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

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 5 个省部级创新团队，建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联

合）、2 个国家专业实验室及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等 19 个研究基地和平

台。 

动物医学院秉承“产学研相结合、协同创新”的发展理念，先后研发了 30 余

种新型疫苗与诊断试剂，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5 项、新兽药证书 26 项，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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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动物生物制品行业技术创新；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4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 项等；陈

焕春院士等专家牵头组织的系列战略咨询与重大专项建议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科技部等部门采纳和实施；与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兽医学院、澳大利亚默

多克大学、美国佐治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 10 余所大学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

系。 

（二）二级学科简介 

本学科设有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

安全 4 个二级学科。 

1.基础兽医学 

基础兽医学是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疾病发生

与发展规律、药物开发及应用的学科。由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学

与生物化学、兽医病理学、兽医药理学及毒理学等分支学科组成。本学科是湖

ἱ

医 学学毒

剖临床ᶶ、兽学 免 共卫生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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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科研平台。 

3.临床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是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水平到个体和群体水平，研

究动物临床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诊断与防治的学科。本学科由兽医临床诊

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及中兽医学等五个三级学科组

成。研究内容包括家畜、家禽、伴侣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疾病诊治与防

控等。本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建有教学动物医院、动物营养与代谢病研

究中心、兽医针刺针麻培训基地、宠物药品临床试验基地（GCP）及药品非临

床研究基地（GLP）。 

4.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是在“一个健康”的理念下研究人兽共患病、动物

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学、动物生物安全等，从而保

障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综合性学科。本学科目前包含人兽共患

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两个三级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人兽共患病病原生态学、

流行病学、致病与免疫机制、综合防控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动物源性食品风

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安全防控，病原耐药性风险监测及防控、病原耐药性形

成及传播机制，实验动物比较医学等。本学科依托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动物疾病防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

室（武汉）、生猪健康养殖协同创新中心（省部共建）、湖北省兽医流行病学国

际合作基地、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 

三、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实行导师指导小组制，导师教书育人，关

心研究生全面成长。 

（二）博士研究生以提升学术修养和开展论文试验工作为主，注重学术创

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 长不超过 6 年(含休学)；提前攻博研

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6 年(含硕士阶段)， 长不超过 8 年(含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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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兽医产科学、中兽医学等学科基础知识，以及掌握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

学、兽医临床技术、动物营养代谢病与中毒病、兽医影像诊断和临床鉴别诊断

思维和技能，熟悉临床兽医学领域研究进展，具备较强的动物疾病诊疗基础理

论研究、临床治疗制剂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复杂临床疾病防治等专门知识和技

术开发能力。 

4.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

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应熟练掌握兽医公共卫生学相关理论、技术与方法，特别

应注重兽医学和人类医学的交叉融合。博士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兽医学前沿、兽医

公共卫生学专业基础知识，熟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兽共患病学、兽医

流行病学、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现代免疫学、比较免疫学、生物信息

学等知识，具备人兽共患病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理论研究、技术与产品研发的能

力。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

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

与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业学术期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

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博士生资格考核（考试通过获得 1 学分） 

修完全部课程学分后参加考核。通过者继续按博士生培养。考核未通过

者，硕士起点博士生作退学处理，本科起点博士生转为硕士层次继续学习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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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处理。硕士起点博士生在入学后第三、四学期进行，本科起点博士生结合

转博考核进行。 

（五）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定期参加课题组的学术讨论会，参加不少于 20 次的学术活动，并至少做 2

次以上的公开学术报告，并至少赴境外参加一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

或者国际访学（在职博士生除外）。经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评估合格后获得 1 个

学分。 

（六）实践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

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 

以助研、助教、进入科研机构或企业参加实践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少于 2 周

的实践活动，鼓励博士生以助教身份进入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课堂，完成实践报

告，经培养单位或指导教师评估合格为通过并获得 1 个学分。 

 

七、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选题 

博士研究生选题应致力于解决兽医学的相关科学问题，在兽医学的理论、

技术、方法、产品上有创新性发现，推动兽医学科发展。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应充分重视，做好开题

报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四

学期完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

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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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

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 

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撰写论文开题

报告，开题前须通过研究生一体化系统备案公示。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 

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

仍未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四）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

论文。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1.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过盲

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

录与图片等。 

2.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执

行。 

3.论文答辩 

通过学院答辩资格审核后，按照学校关于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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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要参见《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

求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

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及有

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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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 

31411000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2110001001 博士生英语 32 2 春秋季 外国语学院  

204210007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32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两门线上课程

二选一 20421000700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6 1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2110002002 兽医科学史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

科

核

心

课 

一级学科

核心课 
302110003005 兽医学前沿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二级学科

核心课 

302110003006 基础兽医学新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学 

302110003007 现代微生物学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预防兽医学/

兽医公共卫生

与食品安全 

302110003008 临床兽医学 seminar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临床兽医学 

选 

修 

课 

全英文课程 

302210006011 
抗菌药耐药性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2 

动物流行病学原理和方

法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4 
现代免疫学 

Modern Immunology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3 

顶复门原虫的生化与细

胞生物学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of Parasites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9 
马病概论 

Equine General Medicine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5 

小动物疾病专题 

Seminar on Small Animal 

Diseases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6 

兽医科技英语 

English for Veterinary 

Science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专业课程 

302210004031 兽医病理学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2 现代动物生理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3 动物细胞病理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4 动物细胞实验技术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8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10004035 高级动物组织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6 
动物形态学研究方法与

原理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7 神经生物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5002 基因编辑研究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0 学术道德与科技写作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1 动物疾病病理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5 兽医内科学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110004001 临床兽医学研究方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8 受体和信号转导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9 兽医药物代谢动力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1 药物化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110004002 基础兽医前沿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7 猪病学进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1 细菌学实验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3 免疫学实验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6 兽医生物制品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科交叉 

课程 

302110003002 动物组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必修一门 

302110003003 物质代谢与营养调控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110003004 动物繁殖科学研究进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兽医学一级学科之外课

程任选 
    

本研贯通课 

302210003015 基础兽医学实验方法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除

兽药方向）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预防兽医 

302210003017 兽医临床技术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临床兽医 

302210003018 兽医公共卫生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兽医公共卫生

与食品安全 

302210003019 兽药科学实验方法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兽

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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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专业学位    学位层次：博士    一级学科代码：0952             

授兽医博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1. 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为

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2. 全面系统地掌握专业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宽广的相关学科知识，熟悉国

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能够熟练阅读专业领域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口语能力

和一定的书面交流能力。熟悉我国兽医事业的现状，了解国际兽医行业的发展动

态和趋势。 

3. 有较强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较强的

统筹决策、组织管理和业务实施能力。能独立担负兽医科技服务、技术监督、管

理与开发、兽医临床等工作，能独立制定相关的项目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学科（方向）简介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适应国家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分类管理的要求，面向动

物诊疗机构、动物养殖生产企业、兽药生产与营销企业以及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公共卫生、兽医卫生监督执法、兽医行政管理、海关、兽医社会组织和兽

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部门，培养从事动物诊疗、动物疫病检疫、公共卫生、技

术监督、技术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水平人才。报考本专业学

位的考生应符合兽医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且具有兽医学相关的学历、学位。 

涉及的核心方向为动物疾病诊疗、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动物源食品安

全、兽医公共卫生和兽药创制等 5 个方向。 

三、培养方式 

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 

论文指导实行导师负责制，成立指导小组，由导师及非教学部门具有高级

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 

培养过程由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学位论文研究三个主要环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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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一般为 4 年，达到规定要求可提前至 3 年， 长不超过 6 年(含休学)；硕

博连读、提前攻博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6 年(含硕士阶段)，达到规定要求可

提前至 5 年， 长不超过 8 年(含休学)。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19.5 学分。 

其中公共必修课不低于 4 学分，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11.5 个学分，选修课不

低于 4 学分。 

1.公共必修课（4 学分） 

①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分） 

②博士生英语（2 学分）                     

2.学科核心课（11.5 学分） 

①兽医学研究进展专博（3 学分） 

②兽医生物技术进展（1.5 学分）                

③高级动物免疫学（2 学分） 

④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展（3 学分） 

⑤兽医法规（2 学分） 

3.选修课（至少 2 门，不少于 4 学分） 

4.本研贯通课程：博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

师指导下选修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成绩列入成绩单，但不计学

分。 

（二）主要环节及内容要求（不少于 10 学分） 

1.开题报告（1 学分） 

2.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1 学分） 

3.博士生资格考试（1 学分） 

4.学术活动（1 学分） 

5.专业实践（6 学分） 

六、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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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进一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

究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实验室环境与工作流程。学校、学

院、学科、实验室、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与实验室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业学术期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

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博士生资格考试（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修完全部课程学分后参加考核。通过者继续按博士生培养。考核未通过

者，硕士起点博士生作退学处理，本科起点博士生转为硕士层次继续学习或作

退学处理。硕士起点博士生在入学后第三、四学期进行，本科起点博士生结合

转博考核进行。 

（五）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参加校内外学术活动并撰写每次参加学术活动的体会。

由导师（或导师指定专人）签字审核。每年参加不少于 10 次学术报告。鼓励博

士生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国内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 

（六）兽医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 学分）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至少接受 1 年动物诊疗、动物卫生与兽医行业管

理等方面的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应在实践教学基地完成。 

动物诊疗实践要求熟练掌握常见动物疾病诊断与治疗技术，并在某一方面

有特长，对检查结果做出正确判断与解释，能够胜任动物医院管理工作。 

动物卫生与兽医行业管理实践要求掌握我国动物卫生与行业管理的有关法

律法规，能够制定动物疫病预防与疫情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能够制定动物疫

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并组织实施，能够组织实施动物检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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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全程。 

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要从思想、道德品质等

方面教书育人，严格要求。 

学院应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条件建设，深化研究生思想政

治工作内涵、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与实效性。 

七、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一）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必须密切结合实际，针对动物疫病防控、动物诊疗、兽药开

发与使用、兽医公共卫生、技术服务、技术监督、政策法规、系统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重要技术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应体现交叉性、应用性和创新性。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应充分重视，做好开题

报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四

学期完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

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

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

撰写论文开题报告，开题前须通过研究生一体化系统备案公示。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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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 

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对未通过考核者预警，第二次仍未通

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四）学位论文撰写 

1.论文形式 

兽医博士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专题研究、案（病）例分析、技术创新、制品

或产品研发、政策法规与系统管理等多种形式。 

2.规范要求 

①涉及的名词术语要使用科学名称。 

②采用标准的、规定的或公认的分析方法，并注明出处，自己建立的新方

法须详细描述操作程序，对采用的实验材料进行必要的说明。                          

③数据处理要符合统计学要求。 

④除了惯用缩略语外，缩略语第一次出现时必须注明全称，全文缩略语用

单独列表形式排出，列在文前或参考文献后。 

⑤应配有必要的图表，并附有中英文图表标题和注释。 

⑥应有专门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阐明研究结果的科学意

义，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意向，避免将研究结果简单罗列。 

⑦应有专门部分对有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⑧整个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 5 万字。 

⑨参考文献应有一定数量，其中近期国内外文献应占较高比例。 

（五）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论文研究内容应体现系统性、完整性、创新性和应用性。可以对同一个问

题进行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也可以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横向研究。 

1.专题研究类：研究的范围应有一定的广度，采集的数据应具有代表性，

客观准确反映事物实际情况，应有典型案例分析，归纳总结出事物的规律，提

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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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病）例分析类：应有一定的案（病）例数量，对案（病）例的共性

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提出对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并在应

用过程中取得实际效果。或者对某个有价值的疑难案（病）例的全过程进行系

统和完整地分析，获得有意义的结果，并可供今后的实践借鉴。 

3.技术创新类：应建立新的技术方法或对现有的技术做出重要改进，并实

施了应用，应用应有一定的规模或数量，或建立的方法提交申请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 

4.制品或产品研发类：应完成新产品实验室研发，或完成新产品的中间试

验，或完成临床试验。 

5.政策法规与系统管理类：应介绍问题提出的背景，分析国内外相关的进

展与发展趋势，总结本地区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

措施。论文应详细占有资料，有案例分析调查或统计数据。提出准确问题，原

因分析应透彻，理论观点应符合实际，意见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十、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基本要求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参见《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兽医博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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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开课对象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31411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春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 

3121100001 博士生英语 32 2 春季 外国语学院 博士生 

学

科

核

心

课 
 

一

级

学

科

核

心

课 

302120003001 兽医学研究进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120003002 兽医生物技术进展 24 1.5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硕博贯

通） 

二

级

学

科

核

心

课 

302220003009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

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硕博贯

通） 

302220003006 兽医法规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硕博贯

通） 

选修课 

302210004031 兽医病理学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33 
 

动物细胞病理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34 动物细胞实验技术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37 神经生物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40  
 

学术道德与科技写作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6008 兽医病理学描述与诊断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45 兽医内科学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47 
小动物疾病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48 
受体和信号转导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51 
药物化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6011 
抗菌药耐药性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6012 
动物流行病学原理和方

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选修课 

 302210004057 
 

猪病学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63 
免疫学实验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6014 
现代免疫学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66 
兽医生物制品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302210004067 
禽病学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博士生 

 
或其它导师指定选修的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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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开课对象

本研贯通课 

3023009169 细胞生物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本科生 

3023009258 兽医药理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350 动物组织胚胎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54 兽医病理解剖学 40 2.5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01 动物生理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352 动物生物化学 64 4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62 动物传染病学 64 4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62 兽医临床诊断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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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学术型    学位层次：硕士    一级学科代码：0906  

授 农学硕士学位) 
 

一、培养目标 

（一）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

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二）熟练地掌握兽医学科基本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具有从事与兽医学科

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基本科研能力，以及利用本学科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分析与

解决兽医生产相关问题的实践创新能力；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具有国

际视野，具有“创新、创造、创业”精神与能力，能在兽医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

研机构、政府部门、农牧企业及动物诊疗机构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动物疾

病诊疗与防控、产品研发等工作的优秀人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起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畜医科，现具有

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以保障动物和人类健康

为宗旨，为畜牧业保驾护航，保障食品安全，维护环境与生态安全；设有基础

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 4 个学科方向；

培养具有“创新、创造、创业”（三创）精神与能力的兽医学高水平人才，引领

科学研究，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本学科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获得 A+，2017、

2021 年均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猪病学、兽药残留检测与食品安全评价

等优势领域国际一流；支撑农业科学进入 ESI 前 1‰，植物学与动物学 ESI 前

1‰，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等三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 

本学科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拥有我国兽医学科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

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 5 个省部级创新团队，建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联

合）、2 个国家专业实验室及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等研究基地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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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动物医学院秉承“产学研相结合、协同创新”的发展理念，在猪

病、人兽共患病、兽药残留检测与食品安全评价等领域形成了优势与特色，享

有国际声誉。先后研发了 30 余种新型疫苗与诊断试剂，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5 项、新兽药证书 26 项，引领了我国动物生物制品行业技术创新；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何

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 项等；陈焕春院士等专家牵头组织的系列战略咨询与重大

专项建议得到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和肯定，并被国家基金委、科技

部等部门采纳和实施；与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兽医学院、澳大利亚默多克大

学、美国佐治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 10 余所大学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 

（二）二级学科（研究方向）简介 

本学科设有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公共卫生学 4 个二级

学科。 

1.基础兽医学 

基础兽医学是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疾病发生

与发展、药物作用与应用的学科。由动物解剖组织学与胚胎学、动物生理学与

生物化学、兽医病理学、兽医药理学及毒理学等分支学科组成。本学科是湖北

省重点学科（2002 年）。依托本学科建有农业部兽药残留检测重点实验室

（2011 年）、国家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2007 年）、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

（2004 年）、武汉市动物性食品残留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9 年）、华中农

业大学兽药研究所（1998 年）等科技研究平台。 

2.预防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是研究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规律、病原

生态学、致病与免疫机理、诊断以及预防、控制的原理及技术的学科。本学科

是兽医学一级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

学、兽医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兽医流行病学等四个三级学科组成，研究内

容涉及各种病原(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及其与宿主（家畜、家禽、伴侣动物、

实验动物、野生动物和人等）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层次从群体、个体、细胞

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本学科是“湖北省高校特色学科”，建有农业微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湖北)、国家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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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专业实验室（武汉）、科技部动物疾病防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动物生物

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兽用诊断制剂创制重点实验室、湖北省预防

兽医学重点实验室、动物疫病防控湖北省工程实验室、湖北省兽医流行病学国

际合作基地、湖北省动物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猪健康养殖协同创新中心

（省部共建）、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疫病

诊断中心等科研平台。 

3.临床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是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组织器官水平、系统水平到个体、

群体水平，研究动物临床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诊断、防治的学科。本学科

由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及中兽医学等五个

三级学科组合而成。研究内容包括家畜、家禽、伴侣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

物疾病诊治、防控和环境、兽医公共卫生等。本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建

有教学动物医院、动物营养与代谢病研究中心、兽医针刺针麻培训基地、宠物

药品临床试验基地（GCP）及药品非临床研究基地（GLP）。 

4.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兽医公共卫生学）是通过理解和应用兽医科学

而对人类物质、精神和社会方面福祉的所有贡献的总和，在“一个健康”的理念

下研究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学、

环境生态平衡、动物生物安全等，从而保障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

综合性学科。本学科目前包含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两个三级学科。

研究内容包括人兽共患病病原生态学、流行病学、致病与免疫机制、综合防控

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动物源性食品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安全防控，病原

耐药性风险监测及防控、病原耐药性形成及传播机制，实验动物比较医学等。 

三、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实行导师指导小组制，导师教书育人，关

心研究生全面成长。 

（二）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学术修养与论文试验工作并重，注重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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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 长不超过 5 年(含休学)。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学分要求 

1.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24 个。其中公共必修课不低于 7 个学分，一级学科核

心课不低于 2 个学分，二级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2 个学分。 

2.必须选修一门全英文课程（不低于 1 学分）。 

3.本研贯通课：硕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师

指导下选修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考核合格后取得课程成绩，列

入研究生成绩单。硕士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 多不超过 2 门，计入

研究生课程学分。 

（二）课程目录（见附录）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基础兽医学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生命活动规律、疾病发生与发展、药理毒理

作用及药物开发等研究，应熟练掌握基础兽医的理论、技术与方法。硕士学位

获得者应具有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生化、动物病理学、药理学与

毒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基础兽医学实验操作

技能，熟悉基础兽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具备基础兽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能

力。 

2.预防兽医学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与兽医微生物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虫与寄生虫病

学、兽医流行病学相关的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

现代免疫学、动物传染病学、动物寄生虫病学、兽医流行病学等专业基础知

识，掌握预防兽医学领域研究相关的实验技术与操作技能，了解国内外发展动

态，能理论联系实际，具备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

和管理工作等能力。 

3.临床兽医学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动物临床疾病的诊疗，解决动物生产和动物临床实践中的疾病防

治问题，应熟练掌握兽医诊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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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学等的知识和相关临床技能，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硕士学位获得者应

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了解本学科国内外进展

和动态，掌握兽医临床疾病研究方法，具有较丰富的兽医临床工作经验和较强

的实践操作能力，有独立从事兽医临床诊疗及相关岗位工作的能力。 

4.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

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应熟练掌握兽医公共卫生学相关理论、技术与方法，特别

注意兽医学和人类医学的交叉融合。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兽医公共卫生

学基础知识，熟悉人兽共患病学、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生物安全、

比较免疫学、生物信息学、风险分析等知识，具备以兽医公共卫生学理论与方法

指导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能力。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

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

与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业学术期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

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至少参加 10 次学术交流活动（其中不少

于 2 次为跨二级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学术交流活动含校内外学术讲座、学术会

议、学术讨论会等）。在系统提交学术交流记录，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五）实践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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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

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质，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多种形式参加实践活动（包括助研、助

教、助管、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形式），累计时间不少于 2 周，完成社会实践

报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七、学位论文 

（一）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科学发展趋势，面向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基础或应用型研究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

工作量时应全面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

点。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应充分重视，做好开题

报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第四

学期完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

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

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 

对开题与论证工作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

题报告写作规范》。 

（三）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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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中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

仍未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四）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

论文。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过盲

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

录与图片等。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要参见《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

求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

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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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 

31421000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2210001001 硕士生英语 32 2 春秋季 外国语学院  

204210007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32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两门线上课

程二选一 20421000700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6 1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2110002002 兽医科学史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科

核心

课 

一级学

科核心

课 

302210003011 
兽医学进展 A—基础兽医

方向（除兽药方向）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

（除兽药方

向） 

302210003012 
兽医学进展 B—预防兽医

与兽医公共卫生方向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预防兽医/兽

医公共卫生

与食品安全

302210003013 
兽医学进展 C—临床兽医

方向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临床兽医 

302210003014 
兽医学进展 D—兽药科学

方向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

（兽药方

向） 

二级学

科核心

课 

302210003015 基础兽医学实验方法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

（除兽药方

向）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预防兽医 

302210003017 兽医临床技术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临床兽医 

302210003018 兽医公共卫生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兽医公共卫

生与食品安

全 

302210003019 兽药科学实验方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基础兽医

（兽药方

向） 

选 

修 

课 

全英文课程 

302210006006 

兽医科技英语 

English for Veterinary 

Science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必修一门 

302210006007 

动物临床应用的消化生理

学基础 

Basis of Digestive 

Physiology in Animal 

Clinical Application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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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10006008 

兽医病理学描述与诊断 

Description and Diagnosis 

of Veterinary Pathology 

32 2 暑假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09 
马病概论 

Equine General Medicine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0 

现代仪器分析（双语） 

Modern Instrument 

Analytical Technique 

16 1 暑期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1 
抗菌药耐药性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2 
动物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3 

顶复门原虫的生化与细胞

生物学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of Parasites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4 
现代免疫学 

Modern Immunology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6015 

小动物疾病专题 

Seminar on Small Animal 

Diseases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专业课程（选修

课） 

302210004030 动物细胞信号转导与调控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1 兽医病理学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2 现代动物生理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2 动物细胞病理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4 动物细胞实验技术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5 高级动物组织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6 
动物形态学研究方法与原

理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7 神经生物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8 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39 动物发育生物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5001 营养生理生化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5002 基因编辑研究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0 学术道德与科技写作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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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10004041 动物疾病病理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2 蛋白质化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3 兽医影像及临床鉴别诊断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4 小动物产科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5 兽医内科学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6 兽医外科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7 小动物疾病专题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8 受体和信号转导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49 
兽医药物代谢 

动力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0 药物毒物分析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1 药物化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2 药剂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3 兽药评价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4 高级药理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5 高级动物流行病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6 病毒学实验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7 猪病学进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8 现代寄生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59 寄生虫实验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0 生命科学中的外泌体学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1 细菌学实验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2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3 免疫学实验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4 牛病学进展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5 人兽共患病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4066 兽医生物制品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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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10004067 禽病学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学科交叉课程 

302210003006 分子生物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7 高级动物营养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8 动物繁殖生物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09 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繁育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10 动物数量遗传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兽医学一级学科之外课程

任选 
     

本研贯通课 

3023009169 细胞生物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58 兽医药理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350 动物组织胚胎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54 兽医病理解剖学 40 2.5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01 动物生理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352 动物生物化学 64 4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62 动物传染病学 64 4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62 兽医临床诊断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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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类型:专业学位    学位层次：硕士    一级学科代码：0952  

授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一、培养目标 

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系统掌握专业领域的理论基础和专门知识，具备较宽广的相关学科知识，

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能够较熟练地阅读专业领域的外文资料。熟悉我

国兽医事业的现状，了解国际兽医行业的发展动态和趋势。 

有较强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较强的组

织管理和业务实施能力。能够胜任执业兽医师或官方兽医工作。能独立担负兽

医科技服务、技术监督、管理与开发、项目规划与实施等工作。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起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 1898 年创办的湖北农务学堂畜医科，现具有

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以保障动物和人类健康

为宗旨，为畜牧业保驾护航，保障食品安全，维护环境与生态安全；设有基础

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 4 个学科方向。

本学科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获得 A+，2017 年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猪病

学、兽药残留检测与食品安全评价等优势领域国际一流。 

本学科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拥有我国兽医学科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

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 5 个省部级创新团队，建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联

合）、2 个国家专业实验室及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等 19 个研究基地和平

台。 

动物医学院秉承“产学研相结合、协同创新”的发展理念，先后研发了 30 余

种新型疫苗与诊断试剂，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5 项、新兽药证书 26 项，引领

了我国动物生物制品行业技术创新；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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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二等奖 4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2 项等；陈

焕春院士等专家牵头组织的系列战略咨询与重大专项建议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科技部等部门采纳和实施；与英国皇家兽医学院、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

美国佐治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 10 余所大学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 

兽医硕士是与学术型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面向动物疾病诊疗、畜牧生

产、动物保护、兽医执法与管理、动物检疫等部门培养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

型人才。本学科是研究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的科学，研究对象包括家畜、家

禽、伴侣动物(如犬、猫等)、实验动物、观赏动物、经济动物、野生动物、经

济昆虫(如蜜蜂、蚕等)。随着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兽医学的研究范畴现已扩

大至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人类疾病模型、公共卫生、实验动物、

医药工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并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对农业生产、生物

学及人类医学的发展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方向 

涉及的核心领域为动物疾病诊疗、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动物源食品安

全、兽医公共卫生和兽药创制，按方向进行针对性的培养。 

三、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专业型(应用型)研究生实行校内外导师指导组(或双导师)制；

导师教书育人，关心研究生全面成长。 

（二）硕士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与论文工作并重，注重实践创新能力培

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 长不超过 4 年(含休学)。非全

日制专业型研究生 长学习年限根据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

方案的规定执行。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学分要求：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26 个。其中公共必修课不低于 5

个学分，一级学科核心课不低于 13 个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8 个学分。 

1.公共必修课 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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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3 学分)  

②硕士生英语(2 学分)  

2.一级学科核心课（不少于 13 学分） 

动物生物化学专题        3 学分 

高级动物免疫学          2 学分 

兽医学研究进展          3 学分 

兽医法规                2 学分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展  3 学分 

3.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 

（二）主要环节内容及要求（不少于 8 学分） 

1.开题报告（1 学分） 

2.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1 学分） 

3.专业实践（6 学分） 

4.本研贯通课：硕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师

指导下选修本科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考核合格后取得课程成绩，

列入研究生成绩单。硕士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 多不超过 2 门，

计入研究生课程学分。 

（三）课程目录（见附录）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

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

与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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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术期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

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 学分） 

在学期间应参加兽医实践，经考核合格后获得 6 学分。 

1.实践时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非应届

本科毕业生实践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2.实践场所：培养单位的兽医院或其他与培养单位签订合作培养协议兽医

实践部门。 

动物诊疗实践要求在动物医院各科室轮岗。掌握常见动物疾病诊断与治疗

技术，能够胜任化验室各项工作，熟悉动物医院管理工作。 

动物卫生与兽医行业管理实践要求熟悉我国动物卫生与行业管理的有关法

律法规，掌握动物疫病预防与疫情处理的主要技术与措施，掌握动物疫病流行

病学调查方法与手段，掌握动物检疫的法定程序与技术。 

3.实践考核：实践结束应提交实践学习总结报告。由培养单位与实践单位

共同组成考核组进行考核。 

七、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论文指导实行导师负责制，由导师小组集体指导。导师小组由培养单位与

实践单位导师共同组成。 

（一）论文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必须密切结合实际，针对技术服务、技术监督、业务管理等

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应有一定的新意和实用性。 

（二）论文形式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可以采用调研报告、病例或案例分析、技术

创新、产品研发以及管理决策和政策分析等形式。 

（三）论文评价 

学位论文必须经导师指导小组认可，由攻读学位者本人完成。论文评价应

着重考察学生运用现代科学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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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研究的问题应有一定的新见解或新进展，成果应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或对生产管理有较大实际应用价值。 

调研报告要求客观真实，详细占有资料，分析透彻，讨论深入，能够提出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病例或案例分析要求有一定的病例或案例数量，对病例或案例的共性进行

总结提炼。对疾病的治疗、防控措施采用得当，有借鉴意义。 

技术创新要求建立新的技术方法或对现有的技术做出重要改进，对技术的

各项指标有完整的试验验证，与已有的方法相比，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具有优

越性，并实施应用。 

产品研发要求完成产品的阶段性研发过程，技术指标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管理决策和政策分析要求提出问题准确，原因分析透彻，理论观点符合实

际，意见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四）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

学位论文研究，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

题报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应充分重视，做好开题

报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二学期完

成。具体时间由学院、学科、导师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

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措施；工作基础与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

要参考文献；经费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论

证专家组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

型、可行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

见完善开题报告。 

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撰写论文开题

报告，开题前须通过研究生一体化系统备案公示。 



63 

（五）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

查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

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

性。 

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中

期检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

仍未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六）学位论文撰写 

研究生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撰写学位

论文。 

（七）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过盲

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专家组

成，学位论文作者的导师可以参加论文答辩，但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评

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应有来自非教学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

家。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录与图片等。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要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八）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

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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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开课对象

必

修

课 

公共 
必修课 

31421000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生 

31421000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生 

312210001001 硕士生英语 32 2 秋季 外国语学院 硕士生 

学

科

核

心

课 
 

一

级

学

科

核

心

课 

302220003007 动物生物化学专题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20003008 兽医学研究进展(专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20003006 兽医法规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20003009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选

修

课 

动物疾病

诊疗 

302210004043 
兽医影像及临床鉴别诊断

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45 兽医内科学专题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46 兽医外科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47 小动物疾病专题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3017 兽医临床技术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09 马病概论（全英文）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15 
小动物疾病专题（全英

文）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兽医公共

卫生、动

物源食品

安全 
 

302210004065 人兽共患病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3018 兽医公共卫生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5 高级动物流行病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06 兽医科技英语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动物疫病

防控与检

疫 

302210004055 高级动物流行病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12 
动物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

（全英文）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13 
顶复门原虫的生化与细胞

生物学（全英文）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7 猪病学进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8 现代寄生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9 寄生虫实验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62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63 免疫学实验技术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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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开课学院 开课对象

302210006014 现代免疫学（全英文）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64 牛病学进展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65 人兽共患病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66 兽医生物制品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67 禽病学进展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兽药创制 

302210003019 兽药科学实验方法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48 受体和信号转导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49 兽医药物代谢动力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0 药物毒物分析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10 现代仪器分析（双语） 16 1 暑期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1 药物化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2 药剂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3 兽药评价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4054 高级药理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302210006011 抗菌药耐药性（全英文）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本研贯通课 

 �Ø0��Ø	k�–L’  硕士生 �Ø0��Ø	k�–L’  硕士生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Ø0��Ø	k�–L’  硕士生 季 动科动医学院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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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高级临床创新班） 

(学位类型:专业学位    学位层次：硕士    一级学科代码：0952         

授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 
 

一、 培养目标 

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围绕新农科对人才培养的新定位，培养行业发展需要的卓越兽医人才。面向

兽医临床，培养专业化、高素质、实践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临床

兽医及行业管理人才。 

二、学科简介及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现具有兽医硕士、兽医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学科以保障动物和人

类健康、提高动物福利为宗旨，为畜牧业保驾护航。建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联合）、2 个国家专业实验室、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教学动物医院及通

过 CNAS 认证的动物疫病诊断中心等 21 个校内研究基地和平台。与国内龙头

农牧企业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了校外实践教学

基地。与美国明尼苏 、 个兽 ѯ 药 兽 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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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检测平台，应用高通量检测技术等为国内外养殖企业

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 

（二）研究方向简介 

依托我校教学动物医院、行业高水平动物医院及大型畜牧养殖场，针对临

床疑难问题，开展诊疗和防控研究，研究方向包括牧场动物临床兽医方向和小

动物临床兽医方向，涉及家畜、家禽、伴侣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疾病诊

治与防控等。 

三、 培养方式 

（一）实行导师团指导制，导师教书育人，关心研究生全面成长。 

（二）强化兽医临床理论与实践培养，理论课由校内外知名专家和 DVM

讲授，实践采用轮转模式，注重临床诊疗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高级临床兽医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 长不超过 4 年(含休学)。本校本硕

贯通为“4 年+3 年”模式（本科获得保研资格后，第五年开始进入研究生学习）。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学分要求：牧场动物方向课程学分不低于 35 个；小动物方向课

程学分不低于 40 个。 

1. 公共学位课（5 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3 学分 

硕士生英语   2 学分 

2. 一级学科核心课（13 学分） 

动物生物化学专题   3 学分 

高级动物免疫学    2 学分 

兽医学研究进展   3 学分 

兽医法规   2 学分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展   3 学分 

3. 二级学科核心课（详见课程目录） 

牧场动物方向：1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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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方向：22 学分 

（二）主要环节内容及要求（不少于 8 学分） 

1.开题报告（1 学分） 

2.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1 学分） 

3.专业实践（6 学分） 

4.本研贯通课 

硕士研究生根据个人专业基础及课题研究需要，可在导师指导下选修本科

生专业核心课程和本科通识课，考核合格后取得课程成绩，列入研究生成绩

单。硕士研究生选修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 多不超过 2 门，计入研究生课程学

分。 

（三）课程目录（见附录） 

（四）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牧场动物临床兽医方向 

主要从事畜禽养殖场的疾病诊断、治疗、防控等研究以及牧场运营管理

等。该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兽医临床诊疗及鉴别诊断技术、农场动物传染

病综合防控技术、兽医临床沟通及病案写作技能，熟悉兽医法规和兽医技术进

展，能够胜任执业兽医及官方兽医工作。 

2.小动物临床兽医方向 

主要从事小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研究以及动物医院的运营管理

等。该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扎实的兽医临床诊疗及鉴别诊断技术、兽医外产科技

术、兽医内科疾病诊疗技术、中兽药应用及针灸技术、小动物疾病诊疗技术、

兽医临床沟通及病案写作技能、动物医院运营管理等专业基础知识，熟悉兽医

法规和兽医技术进展，能够胜任执业兽医及官方兽医工作。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高级临床兽医硕士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进一步了解校情、院情，

了解学校研究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学习环境与工作流程。学

校、学院、学科、实验室、导师团对研究生加强学风与实验室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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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临床兽医硕士在导师团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养要

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实践

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

业学术期刊，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告，

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团审核后获得学分。 

（四）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 学分）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需到养殖企业、动物诊疗机构等相关单位进行专业

实践，时间不少于 18 个月。培养过程中定期考核，入学 1 年后进行理论和实践

综合考评，不合格的学生自动转为普通专硕。 

牧场动物方向：实践地点为诊断实验室和国家级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核心种

猪、禽、牛场或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由导师团负责指导，在导

师指导下参与构建生物安全体系；以养殖场兽医疑难问题为对象，开展病因调

查、确诊和综合防控研究。制定和实施规模化养殖场（猪、牛、羊、禽）疫病

净化方案，净化创建场（或示范场）。 

小动物方向：在动物医院门诊、住院部、手术室、治疗室、药房、检验

科、影像室等每个科室轮转（具体时长待定）；由导师团负责指导，深入临床一

线，辅助导师坐诊；做好病例记录和分析，发表病例报告（CASE REPORTS）

文章。 

七、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选题 

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

兽医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 

牧场动物方向：以养殖场兽医疑难问题为对象，开展病因调查、确诊和流

行病学前瞻性控制计划研究。制定和实施规模化养殖场（猪、牛、羊、禽）疫

病净化方案，净化创建场（或示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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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方向：以小动物临床疾病为对象，利用现代化诊疗设备开展病因调

查、诊断、治疗研究。探索影响疾病发生的风险因素，创新疾病预防与治疗方

案。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 

学位论文开题与论证工作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完成。具体时

间由学院、学科、导师团确定。 

开题报告：包括，摘要；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

外研究综述，选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试验方法）、技术路线、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基础与

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经费

预算；导师意见；选题评议；学院审核等部分。 

开题论证：学院、学科或导师团集中组织开题论证；导师团为论证专家组

重要成员；专家组对选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模型、可行

性等重点论证，形成明确的选题评议意见与建议；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开

题报告。 

对开题与论证工作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

题报告写作规范》。 

（三）中期检查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至少在开题论证后一学期开始进行。中期检查

的主要内容为：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

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

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

作有关要求》。 

（四）学位论文撰写 

高级临床兽医硕士学位论文可以是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研究论文、病例

分析报告等。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位论文完成后，聘请校内同行专家评阅论文，论文评阅方式为盲评。通

过盲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原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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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与图片等。 

申请论文答辩的成果条件、论文评阅、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要求等具体

参见《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高级临床兽医硕士申请学位成果基本要求暂行

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盲评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农

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等。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校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意见

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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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程目录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

课 

31421000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6 2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421000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2210001001 硕士生英语 32 2 春秋季 外国语学院  

学

科

核

心

课 
 
 

一级

学科

核心

课 

 

302220003007 动物生物化学专题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8 兽医学研究进展(专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6 兽医法规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9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二级

学科

核心

课 

302220003035 现代企业管理与经营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况（语

言文化）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28 高尔夫射箭特色课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30 政策与分析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二级

学科

核心

课：

小动

物方

向 

302220003010 高阶影像课程综合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1 高阶临床病理课程综合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2 高阶外科课程综合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3 高阶内科课程综合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4 皮肤病专科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5 眼科专科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6 小动物产科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7 野生及异宠动物医学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二级

学科

核心

课：

牧场

动物

方向 

302220003011 高阶临床病理课程综合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8 动物疫病临床诊断高级高阶课程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19 规模化养殖场疫病综合防控技术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20 高阶兽医产科学综合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25 智慧牧场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本研贯通课 
3023009169 细胞生物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58 兽医药理学 40 2.5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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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009350 动物组织胚胎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54 兽医病理解剖学 40 2.5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01 动物生理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352 动物生物化学 64 4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162 动物传染病学 64 4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3009262 兽医临床诊断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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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级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 

直博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适用范围及领域简介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国家工程硕博士生培养改革专项招收的直博研究生（以下

简称专项直博生），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一）作物信息学：作物信息学是作物学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智能装

备技术、数学与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和大数据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学科，研究

作物生长、发育和生产相关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精准化的信息获取、传输、处理

和分析，服务于作物智能育种和作物智能生产管理。主要研究方向有统计基因组

学、作物大数据与系统生物学、作物表型组学、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主要合

作企业有先正达集团中国和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兽医：依托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博士学位点、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点等，聚焦国家对动物种业、动物疫病防控的重大战略需求，

依托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生物育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生猪）、动物育种与健康养殖前沿科学中心等

科研平台，将动物育种、生物医药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关工程产品和技术，服

务于畜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主要培养方向有生物育种、生物医药，主要

合作企业有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生物与医药：依托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博士点，聚焦国家对农业安全

高效生产和生物育种的战略需求，依托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

室、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微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将生

物学和生物工程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关工程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主要培养方向有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与工程、生物资源与

环境工程、生物育种等。主要合作企业有先正达集团中国、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培养定位及目标  

聚焦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设备、生物育种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打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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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政治坚定，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基础理论功底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突

出，具备突出工程技术创新创造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难题，国际视野宽

阔，扎根工程实践和生产一线，引领育种工程技术发展的卓越领军人才。 

三、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专项直博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5 年， 长不超过 7 年（含

休学），达到学校规定要求可提前至 4 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培养环节采

取“1+4”模式。第 1 学年按照培养方案完成指定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学分。后

4 学年进行开展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专业实践须紧密结合企业生产一线研

发任务开展，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学位论文工作须

与专业实践紧密结合，其论文选题应来源于专业实践。 

（二）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工作，一般可依托以下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1.依托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2.针对企业工程技术需求“揭榜挂帅”，通过定向委托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3.依托企业自有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三）校企导师组指导 

采取校企导师组指导制度，学校、企业组建专家委员会，为每位专项直博生

确定学校责任导师和企业责任导师。专项直博生在学校期间，企业导师定期了解

学生学习情况；学生在企业期间，学校导师定期了解学生专业实践、学位论文工

作情况，双方导师密切配合，共同指导研究生。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生个性化

培养的需求，设置 7 个课程群，主要包括公共必修课程（不少于 6 个学分）、高

阶数理课程、专业领域核心课程、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工程和装备课程、信息技

术和人工智能课程、综合素养课程。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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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生

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与安

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在校企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

培养要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文献综述、

学术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学分） 

专项直博生学习期间，在导师（组）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

及重要专业学术期刊，撰写《博士研究生文献综述报告》，上交导师审阅，导师

写出评语、评定等级。文献综述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不限于以下内容）：科

学技术问题的提出（从历史进展论述）；围绕这个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存

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创新点、思路或优势。导师对学生的

文献综述写出评语、评定等级。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专项直博生需参加不少于 10 场学术活动并撰写学习体会，鼓励博士生参加

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访问国内外知名企业。 

（五）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项直博生熟悉相关工程领域工艺、流程、标准、相关技术和职

业规范等的有效途径，是研究生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阶段，也

是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 

专业实践全过程由企业负责，实践项目由企业提出并经学校确认，范围包括

（不限于）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揭榜挂帅”需求项目以及企业在研项目。

研究生须在校企导师组指导下，面向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中的工程技术研发任务，

参与或承担 1-2 个具有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工程攻关项目。 

专业实践实行工学交替模式，专项直博生在企业专业实践期间，根据需要也

可返校与学校导师、同学交流研讨实践项目进展，查阅图书文献，利用学校科研

平台、仪器设备进行补充研究等。专业实践结束后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须有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意见以及校企导师组的审核意见，重点审核学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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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专业实践计划任务情况、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效等。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专业实践，属于相

关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重要工程实践问题，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创

新，具备饱满的工作量。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

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

技术研发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选题、开题、年度工作进展报告、中期考核、论文或

报告撰写、预答辩、学术规范检查、成果认定、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等环节，

校企双方共同商定各环节考核、评审专家组成人员，学位论文应由校企双导师（组）

共同署名。 

（一）学位论文选题审查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专业实践，属于相

关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重要工程实践问题，能够体现专项直博生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要有重要的实际

应用价值和较好的推广价值。选题范围主要涵盖（不限于）以下方面： 

1.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2.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3. 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4. 工程技术项目的规划或研究； 

5. 工程设计与实施； 

6. 技术标准制定； 

7. 其他同等水平的工程应用类研究。 

学校联合企业组成学位论文选题审查小组对于论文选题进行审查，工作具

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审查指导性意见》。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学分）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选题来源与选题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技

术研究、项目设计实施或产品研发的 新进展，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

线、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预期成果以及工作进度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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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直博生在第 3 学年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开题

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写作规范与开题论证工作的具

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累计两次开题报告未通过，可以申请

变更为同专业同类别硕士研究生继续学习或作退学处理。 

（三）年度工作进展报告 

专项直博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每年应提交年度工作进展报告，重点总

结取得的研究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校企导师组给予指

导和督促，及时协助解决相关问题。 

（四）中期检查 

学校联合企业成立中期考核小组，指导、监督学生的中期检查工作。专项直

博生须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的一年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考核报告。中

期考核报告的内容包括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阶段性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进行说明，并对下一阶

段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计划进行阐述。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仍未通

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可以申请变更为同专业同类别硕士研究生继续学

习或作退学处理。专项直博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于第 8 学期结束前完成。对中

期检查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管理办法》。由

企业提出并经学校确认，可将中期考核与当年度工作进展报告合并进行。 

（五）学位论文撰写 

专项直博生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

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研发

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学位论文是申请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

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六）预答辩 

专项直博生应在校企联合培养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预

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复制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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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评阅环节，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前

均应参加盲评。专项直博生学位论文须由 5 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博士研究生

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应占半

数以上。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

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等。 

（八）学位论文答辩 

专项直博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答辩由学校和合作企

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答辩委员会须至少由 5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博士

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企业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具体

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

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等。 

（九）学位授予 

专项直博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按要求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

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达到《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标准》的相关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专项直博生，由学校授予学科

或专业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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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专项直博生培养方案制订主要框架 

（1）课程学习及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不少于 6 学

分） 

课程群 1：公共必修课程（≥6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411000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 

312110001001 博士生英语 32 2 春/秋季 外国语学院 必修 

204210007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32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二选一 

20421000700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6 1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7220003002 工程伦理 16 1 秋季 工学院 

三选一 304210002001 工程伦理 16 1 秋季 生科院 

303210002003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资环院 

 

课程群 2：高阶数理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0210003009 高等工程数学 48 3 秋季 理学院  

310110003001 现代数学 48 3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4010 多元统计 48 3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30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48 3 秋季 理学院  

 

课程群 3：专业领域核心课程 

① 作物信息学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1210003005 农业与农村 16 1 秋季 植科院  

301210003024 
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

习 
32 2 秋季 植科院 

作物信

息学专

业研究

生二选

一 

301210003025 智慧农业研究进展 32 2 秋季 植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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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110002001 动物科学史 16 1 1 动科动医学院 动物遗传育

种与繁殖专

业研究生必

修 
 

302110003001 动物科学前沿 16 1 1 动科动医学院 

302110003002 动物组学 48 3 2 动科动医学院 

 

③ 兽医博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120003001 兽医学研究进展(专博)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兽医专业研

究生必修 

 

302120003002 兽医生物技术进展 24 1.5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9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

展（专博）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6 兽医法规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④ 生物与医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4210004022 高级生物化学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110003003 生物与医药前沿进展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1 基因工程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3 合成生物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2 生物工程前沿 16 1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4004 生物催化与酶工程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20003001 生物工艺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4003 现代分离工程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4 基因组学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5 作物育种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6 分子免疫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7 肿瘤分子生物学 16 1 秋季 生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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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群 4：校企联合实践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1210004062 科技农业大讲堂 16 1 秋季 植科院  

302220003036 新兽药申报材料撰写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科前生物 
 

302220003037 生物制品创制高阶课程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科前生物 
 

3043009907 生物产业论坛 16 1 秋季 生科院 本研贯通课

302220003023 现代饲料生物技术与应用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课程群 5：工程和装备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7210003001 现代农业工程专题 32 2 秋季 工学院  

307220003003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48 3 秋季 工学院  

307210006001 现代农业装备 24 1.5 秋季 工学院  

307210004005 机电一体化技术 24 1.5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19 高等机械设计理论 32 2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01 实验优化技术 32 2 秋季 工学院 
 

 

课程群 6：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7210004019 农业大数据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1 农业机器人 32 2 秋季 工学院  

317210003002 数据挖掘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17210003004 机器学习引导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2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分析 24 1.5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18 物联网技术与装备 32 2 秋季 工学院  

317210004021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工程 32 2 春季 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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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群 7：综合素养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7210002001 农业工程发展史 16 1 秋季 工学院  

301210002002 农业科技史 16 1 秋季 植科院  

302110002002 兽医科学史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4210002002 生命科学发展简史 16 1 秋季 生科院  

314210003001 形式逻辑 16 1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22200030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

况（语言文化）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6220004032 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 16 1 秋季 经管学院  

3062200030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

战略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313210004007 高尔夫射箭等特色体育课 32 2 春季 体育部  

204210007003 现代生活美学-花香茶之道 29 2 
春/秋

季 
研究生院  

30220003033 
设计美学概论（人文艺术

修养）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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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环节内容及要求 （9 个学分） 

环节名称 安排及要求 学分 时间节点 

1.制订个人培养

计划 

根据培养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 
 开学第 1个月 

2.文献综述 

完成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

期刊阅读，经导师考核，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

力。 

1  

3.学术活动 

定期参加不少于 10 次学术活动并撰写心得体

会，鼓励博士生赴境外参加所在学科领域的国

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或参观国外知名企业。 

1  

4.专业实践 
专项直博生需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6个月。 
6  

5.开题报告 
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1 第六学期结束前

6.年度工作进展

报告 

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每年应提交年度工作进

展报告。 
  

7.中期检查 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考核报告。  第八学期结束前

8.预答辩 

完成学位论文并经导师审阅认可后，提出学位

论文预答辩申请，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复制

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 

 
距正式答辩时间

应不少于 3个月

9.学位论文答辩 
学校和合作企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学生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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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级国家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领域简介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国家工程硕博士生培养改革专项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以下

简称专项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一）农艺与种业、作物遗传育种、作物信息学： 

农艺与种业是以实现农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生产为目标，为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的学科。主要研究

方向有作物育种与种子生产技术、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大田作物生产与栽

培管理技术和特用作物育种与栽培技术。 

作物遗传育种是研究作物性状遗传变异规律和作物与环境互作机制，创新作

物种质资源与育种理论和技术体系，培育作物优良品种的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

作物基因组学、作物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作物-生物-非生物互作、作物生

物技术和作物种质资源创新与育种。 

作物信息学是作物学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智能装备技术、数学与统计

学理论与方法和大数据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统计基因

组学、作物大数据与系统生物学、作物表型组学、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 

作物信息学、作物遗传育种和农艺与种业工程硕士由学校与先正达集团中国

和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培养。 

（二）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兽医：聚焦国家对动物种业、动物疫病防控的

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家畜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生物育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生猪）、动物育种与健康养殖

前沿科学中心等科研平台，将动物育种、生物医药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关工程

产品和技术，服务于畜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主要培养方向有生物育种、

生物医药，合作企业有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生物与医药：聚焦国家对农业安全高效生产和生物育种的战略需求，

依托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

微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将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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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程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培养方向有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

与工程、生物资源与环境工程、农业生物改良工程等。主要合作企业有先正达集

团中国、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培养定位及目标 

聚焦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设备、生物育种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打造一

支政治坚定，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基础理论功底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突

出，具备较强工程技术创新创造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难题，国际视野宽

阔，扎根工程实践和生产一线的高水平育种工程技术人才。 

三、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专项硕士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 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5年（含休学），达到学校规定要求可提前至 2 年毕业。 

四、培养方式 

（一）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培养环节采

取“1+2”模式。第 1 学年按照培养方案完成指定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学分。后

2学年进行开展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专业实践须紧密结合企业生产一线研

发任务开展，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学位论文工作须

与专业实践紧密结合，其论文选题应来源于专业实践。 

（二）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工作，一般可采取以下方式开展联合培养 

1.依托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2.依托企业工程技术需求“揭榜挂帅”开展联合培养 

3.依托企业在研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三）校企导师组指导 

采取校企导师组指导制度，学校、企业组建专家委员会，为每位专项硕士生

确定学校责任导师和企业责任导师。学生在学校期间，企业导师定期了解学生学

习情况；学生在企业期间，学校导师定期了解学生专业实践、学位论文工作情况，

双方导师密切配合，共同指导研究生。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24 学分。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生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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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需求，设置 7 个课程群，主要包括公共必修课程（不少于 7 个学分）、高

阶数理课程、专业领域核心课程、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工程和装备课程、信息技

术和人工智能课程、综合素养课程。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了解学校研究生

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学科、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与安

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一个月，在校企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培

养要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文献综述、学

术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学分） 

专项硕士生学习期间，在导师（组）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

及重要专业学术期刊，撰写《硕士研究生文献综述报告》，上交导师审阅。文献

综述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不限于以下内容）：科学问题的提出（从历史进展

论述）；围绕这个科学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有什么解决

办法、创新点、思路或优势。导师须对学生的文献综述写出评语、评定等级。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专项硕士生需参加不少于 8 场学术活动并撰写学习体会，鼓励硕士生参加所

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访问国内外知名企业。 

（五）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项硕士生熟悉相关工程领域工艺、流程、标准、相关技术和职

业规范等的有效途径，是研究生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阶段，也

是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 

专业实践全过程由企业负责，实践项目由企业提出并经学校确认，范围包括

（不限于）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揭榜挂帅”需求项目以及企业自研项目。

研究生须在导师组指导下，面向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中的工程技术研发任务，参与

或承担 1-2 个具有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工程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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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实行工学交替模式，专项硕士生在企业专业实践期间，根据需要也

可返校与学校导师、同学交流研讨实践项目进展，查阅图书文献，利用学校科研

平台、仪器设备进行补充研究等。专业实践结束后须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须有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意见以及校企导师组的审核意见，重点审核学生完

成专业实践计划任务情况、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效等。 

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工程实际，有较好

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创新，具备充足的工作量。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

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

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选题、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或报告撰写、预答辩、

学术规范检查、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等环节，校企双方共同商定各环节考核、

评审专家组成人员，学位论文应由校企双导师（组）共同署名。 

（一）学位论文选题审查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专业实践。拟开展

的学位论文研究应具有理论深度和先进性，体现专项硕士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选题范围主要涵盖（不限于）以下方

面： 

1.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2.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3. 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4. 工程技术项目的规划或研究； 

5. 工程设计与实施； 

6. 技术标准制定； 

7. 其他同等水平的工程应用类研究。 

学校联合企业组成学位论文选题审查小组对于论文选题进行审查，工作具

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审查指导性意见》。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学分） 

开题报告的内容包括选题来源与选题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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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项目设计实施或产品研发的 新进展，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

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预期成果以及工作进度安排等。 

专项硕士生在第 2 学年上半年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写作规范与开题论证工作的

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累计两次开题报告未通过，认为不

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三）中期考核 

学校联合企业成立中期考核小组，指导、监督学生的中期检查工作。专项硕

士生须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的一年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考核报告。中

期考核报告的内容包括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阶段性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进行说明，并对下一阶

段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计划进行阐述。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仍未通

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对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

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四）学位论文撰写 

专项硕士生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

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研发

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学位论文是申请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

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五）预答辩 

专项硕士生应在校企联合培养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通

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复制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 

（六）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评阅环节，专项硕士生学位论文须

由 3 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

其中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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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论文答辩 

专项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离开题至少 12 个月。答辩由学校和合作企

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答辩委员会须至少由 3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硕士

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企业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具体

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

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等。 

（八）学位授予 

专项硕士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按要求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

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达到《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标准》的相关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专项硕士生，由学校授予学科

或专业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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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作物遗传育种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1210003018 作物基因组学 32 2 秋季 植科院 
作物遗

传育种

专业研

究生二

选一 
301210003019 数量遗传学 32 2 秋季 植科院 

301210003004 作物生产理论与实践 48 3 秋季 植科院  

301210003005 农业与农村 16 1 春季 植科院  

301210003020 作物遗传育种研究进展 48 3 秋季 植科院  

 

⑦ 作物信息学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1210003019 数量遗传学 32 2 秋季 植科院 
作物信

息学专

业研究

生二选

一 
301210003024 

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

习 
32 2 秋季 植科院 

301210003004 作物生产理论与实践 48 3 秋季 植科院  

301210003005 农业与农村 16 1 春季 植科院  

301210003025 智慧农业研究进展 32 2 秋季 植科院  

 

⑧ 畜牧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20003001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

法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畜牧专

业研究

生必修 

302220003002 动物繁殖理论与生物技

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3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4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5 家畜生态与环境控制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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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兽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20003007 动物生物化学专题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兽医专业

研究生必

修 

 

302210003016 高级动物免疫学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8 兽医学研究进展(专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6 兽医法规 32 2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09 兽医诊断原理与技术进

展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院 

 

⑩ 生物与医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4210004022 高级生物化学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110003003 生物与医药前沿进展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1 基因工程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3 合成生物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2 生物工程前沿 16 1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4004 生物催化与酶工程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20003001 生物工艺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4003 现代分离工程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4 基因组学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5 作物育种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6 分子免疫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7 肿瘤分子生物学 16 1 秋季 生科院  

 

课程群 4：校企联合实践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1210004062 科技农业大讲堂 16 1 秋季 植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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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20003036 新兽药申报材料撰写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科前生物 
 

302220003037 生物制品创制高阶课程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科前生物 
 

3043009907 生物产业论坛 16 1 秋季 生科院 本研贯通 

302220003023 现代饲料生物技术与应用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课程群 5：工程和装备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7210003001 现代农业工程专题 32 2 秋季 工学院  

307220003003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48 3 秋季 工学院  

307210006001 现代农业装备 24 1.5 秋季 工学院  

307210004005 机电一体化技术 24 1.5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19 高等机械设计理论 32 2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01 实验优化技术 32 2 秋季 工学院  

 

课程群 6：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7210004019 农业大数据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1 农业机器人 32 2 秋季 工学院  

317210003002 数据挖掘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17210003004 机器学习引导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2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分析 24 1.5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18 物联网技术与装备 32 2 秋季 工学院  

317210004021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工程 32 2 春季 信息学院  

 

课程群 7：综合素养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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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10002001 农业工程发展史 16 1 秋季 工学院  

301210002002 农业科技史 16 1 秋季 植科院  

304210002002 生命科学发展简史 16 1 秋季 生科院  

314210003001 形式逻辑  16 1 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

院 
 

3022200030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概况（语言文化）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6220004032 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 16 1 秋季 经管学院  

3062200030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

兴战略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313210004007 
高尔夫射箭等特色体育

课 
32 2 春季 体育部  

204210007003 
现代生活美学-花香茶

之道 
29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220003033 
设计美学概论（人文艺

术修养）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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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环节内容及要求 （≥9个学分） 

环节名称 安排及要求 学分 时间节点 

1.制订个人培养

计划 

根据培养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 
 开学第 1个月 

2.文献综述 

完成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

期刊阅读，经导师考核，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

力。 

1  

3.学术活动 

定期参加不少于 8次学术活动并撰写心得体

会，鼓励硕士生赴境外参加所在学科领域的国

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或参观国外知名企业。 

1  

4.专业实践 
专项硕士生需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6个月。 
6  

5.开题报告 
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1 第三学期结束前

6.中期检查 
在完成开题一年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

考核报告。 
 第五学期结束前

7.预答辩 

完成学位论文并经导师审阅认可后，提出学位

论文预答辩申请，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复制

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 

 
论文评阅送审前

完成 

8.学位论文答辩 

 

学校和合作企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学生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 
 

距离开题至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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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适用范围及领域简介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湖北省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招收的博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专项博士生）。 

（一）兽医：聚焦国家对动物疫病防控的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农业微生物资

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生物育

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生猪>、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国家兽药安全评价实验

室、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华中农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疫病防控国家工程实验

室、动物疫病防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将兽医学和生物医药前沿研究

成果转化为相关工程产品和技术，服务于畜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主要培

养方向有兽药创制与应用、药物化学等，由学校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回盛生物）联合培养。 

（二）微生物学、生物与医药：依托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生物与医药专

业学位博士点，聚焦国家对农业安全高效生产和生物育种的战略需求，依托农业

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微生物

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将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关工

程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主要培养方向有合成

生物学、生物技术与工程、生物资源与环境工程等，由学校与回盛生物联合培养。 

五、培养定位及目标  

聚焦生命健康及生物医药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爱

党报国，敬业奉献，基础理论功底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突出，具备较强工

程技术创新创造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难题，国际视野宽阔，扎根兽药工

程实践和生产一线的卓越工程师领军人才。 

六、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专项博士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 长不超过 6 年（含

休学），达到学校规定要求可申请提前至 3 年毕业。 

七、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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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培养环节采

取“1+3”模式。第 1 学年按照培养方案完成指定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学分，并

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工作。后 3 学年开展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专业实践须紧

密结合企业生产一线研发任务开展，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撰写专业实践总结

报告；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结合，其论文选题应来源于专业实践。 

（二）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工作，一般可依托以下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1.依托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2.针对企业工程技术需求“揭榜挂帅”，通过定向委托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3.依托企业自有项目开展联合培养。 

（三）校企导师组指导 

采取校企导师组指导制度，学校、企业组建专家委员会，为每位专项博士生

确定学校责任导师和企业责任导师。校企导师共同负责研究生全过程培养，要求

学生每月至少一次汇报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及工程技术项目研究等

阶段的进展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解决培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研究生

完成课程学习、工程技术项目研究、学位论文撰写等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生个性化

培养的需求，设置 5 个课程群，主要包括公共必修课程（不少于 6 个学分）、专

业领域核心课程、校企联合实践课程、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课程、综合素养课程。 

六、培养环节 

（一）入学教育 

研究生在入学后必须参加入学教育，深入了解校情、院情及联合培养企业基

本情况，了解学校研究生培养基本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学院、学科、企

业、导师对研究生加强学风与安全教育。 

（二）个人培养计划制定 

研究生入学后一个月内，在校企导师组指导下，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研究生

培养要求、研究生个人特点等，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包括课程学习、文献综述、

学术活动、论文选题等内容。 

（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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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博士生学习期间，在导师（组）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

及重要专业学术期刊，撰写《博士研究生文献综述报告》，上交导师审阅，导师

写出评语、评定等级。文献综述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不限于以下内容）：科

学技术问题的提出（从历史进展论述）；围绕这个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存

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创新点、思路或优势。导师对学生的

文献综述写出评语、评定等级。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专项博士生需参加不少于 10 场学术活动（包括企业举办的相关学术活动）

并撰写学习体会，鼓励博士生参加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访

问国内外知名企业。 

（五）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 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项博士生熟悉相关工程领域工艺、流程、标准、相关技术和职

业规范等的有效途径，是研究生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阶段，也

是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 

专业实践全过程由企业负责，实践项目由企业提出并经学校确认，范围包括

（不限于）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揭榜挂帅”需求项目以及企业在研项目。

研究生须在校企导师组指导下，面向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中的工程技术研发任务，

参与或承担 1-2 个具有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工程攻关项目。 

专业实践实行工学交替模式，专项博士生在企业专业实践期间，根据需要也

可返校与学校导师、同学交流研讨实践项目进展，查阅图书文献，利用学校科研

平台、仪器设备进行补充研究等。专业实践结束后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须有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意见以及校企导师组的审核意见，重点审核学生完

成专业实践计划任务情况、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效等。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专业实践，属于相

关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重要工程实践问题，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创

新，具备饱满的工作量。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

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

技术研发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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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选题、开题、年度工作进展报告、中期考核、论文或

报告撰写、预答辩、学术规范检查、成果认定、学位论文的评阅和答辩等环节，

校企双方共同商定各环节考核、评审专家组成人员，学位论文应由校企双导师（组）

共同署名。 

（一）学位论文选题审查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专业实践，属于相

关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重要工程实践问题，能够体现专项博士生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要有重要的实际

应用价值和较好的推广价值。选题范围主要涵盖（不限于）以下方面： 

8.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9.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10. 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11. 工程技术项目的规划或研究； 

12. 工程设计与实施； 

13. 技术标准制定； 

14. 其他同等水平的工程应用类研究。 

学校联合企业组成学位论文选题审查小组对于论文选题进行审查，工作具

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审查指导性意见》。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选题来源与选题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技

术研究、项目设计实施或产品研发的 新进展，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

线、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预期成果以及工作进度安排等。 

专项博士生在第 4 学期前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开

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写作规范与开题论证工作的

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累计两次开题报告未通过，可以申

请变更为同专业同类别硕士研究生继续学习或作退学处理。 

（三）年度工作进展报告 

专项博士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每年应提交年度工作进展报告，重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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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取得的研究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等，校企导师组给予指

导和督促，及时协助解决相关问题。 

（四）中期检查 

学校联合企业成立中期考核小组，指导、监督学生的中期检查工作。专项博

士生须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的一年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考核报告。中

期考核报告的内容包括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阶段性

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进行说明，并对下一阶

段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计划进行阐述。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仍未通

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可以申请变更为同专业同类别硕士研究生继续学

习或作退学处理。专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于第 6 学期结束前完成。对中

期检查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管理办法》。由

企业提出并经学校确认，可将中期考核与当年度工作进展报告合并进行。 

（五）学位论文撰写 

专项博士生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

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研发

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学位论文是申请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

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六）预答辩 

专项博士生应在校企联合培养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预

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复制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等。 

（七）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评阅环节，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前

均应参加盲评。专项博士生学位论文须由 5 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博士研究生

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应占半

数以上。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

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等。 

（八）学位论文答辩 

专项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答辩由学校和合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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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答辩委员会须至少由 5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博士

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企业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具体

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

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等。 

（九）学位授予 

专项博士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按要求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

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达到《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标准》的相关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专项博士生，由学校授予学科

或专业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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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专项博士生培养方案制订主要框架 

（1）课程学习及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不少于 6 学

分） 

课程群 1：公共必修课程（≥6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411000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春/秋季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必修 

312110001001 博士生英语 32 2 春/秋季 外国语学院 必修 

204210007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32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二选一 

204210007002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6 1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7220003002 工程伦理 16 1 秋季 工学院 

三选一 304210002001 工程伦理 16 1 秋季 生科院 

303210002003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资环院 

 

课程群 2：专业领域核心课程 

11 兽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120003001 兽医学研究进展(专博)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

学院 
 

302210004051 药物化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

学院 
 

302210004049 兽医药物代谢动力学 48 3 春季
动科动医

学院 
 

 

12 微生物学、生物与医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4210004022 高级生物化学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110003003 生物与医药前沿进展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1 基因工程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3 合成生物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2 生物工程前沿 16 1 秋季 生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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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化学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0210004032 有机波谱分析 32 2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4035 合成化学 48 3 秋季 理学院  

302210004051 药物化学 48 3 秋季 
动科动医学

院 
 

 

课程群 3：校企联合实践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20003038 新兽药申报与注册 16 1 春季
回盛生物   

动科动医学院 
 

302220003039 兽药创制高阶课程 32 2 春季
回盛生物   

动科动医学院 
 

3043009907 生物产业论坛 16 1 秋季 生科院 本研贯通课

 

课程群 4：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7210004019 农业大数据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17210003002 数据挖掘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17210003004 机器学习引导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2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分析 24 1.5 春季 工学院  

 

课程群 5：综合素养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7210002001 农业工程发展史 16 1 秋季 工学院  

302110002002 兽医科学史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4210002002 生命科学发展简史 16 1 秋季 生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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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环节内容及要求 （9 个学分） 

环节名称 安排及要求 学分 时间节点 

1.制订个人培养

计划 

根据培养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 
 开学第 1个月 

2.文献综述 

完成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

期刊阅读，经导师考核，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

力。 

1  

3.学术活动 

定期参加不少于 10 次学术活动并撰写心得体

会，鼓励博士生赴境外参加所在学科领域的国

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或参观国外知名企业。 

1  

4.专业实践 
专项博士生需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6个月。 
6  

5.开题报告 
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1 第四学期结束前

6.年度工作进展

报告 

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每年应提交年度工作进

展报告。 
  

7.中期检查 
在完成开题一年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

考核报告。 
 第六学期结束前

8.预答辩 

完成学位论文并经导师审阅认可后，提出学位

论文预答辩申请，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复制

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 

 
距正式答辩时间

应不少于 3个月

9.学位论文答辩 

 

学校和合作企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学生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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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领域简介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湖北省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项目招收的硕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专项硕士生）。 

（三）兽医、化学：聚焦国家对动物疫病防控的重大战略需求，依托农业微

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合>、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生物育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生猪>、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国家兽药安全评

价实验室、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华中农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疫病防控国家工

程实验室、动物疫病防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将兽医学和生物医药前

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相关工程产品和技术，服务于畜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

主要培养方向有兽药创制与应用、药物化学等，由学校与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盛生物）联合培养。 

（二）生物与医药：聚焦国家对农业安全高效生产和生物育种的战略需求，

依托农业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

微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将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

相关工程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培养方向有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

与工程、生物资源与环境工程、农业生物改良工程等，由学校与回盛生物联合培

养。 

二、培养定位及目标 

聚焦生命健康及生物医药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爱

党报国，敬业奉献，基础理论功底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突出，具备较强工

程技术创新创造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难题，国际视野宽阔，扎根兽药工

程实践和生产一线的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 

三、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专项硕士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 长修业年限不超过

5年（含休学），达到学校规定要求可申请提前至 2 年毕业。 

六、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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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培养环节采

取“1+2”模式。第 1 学年按照培养方案完成指定课程学习并取得规定学分，并

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工作。后 2学年开展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专业实践须紧

密结合企业生产一线研发任务开展，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撰写专业实践总结

报告；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结合，其论文选题应来源于专业实践。 

（二）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工作，一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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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综述（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专项硕士生学习期间，在导师（组）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

及重要专业学术期刊，撰写《硕士研究生文献综述报告》，上交导师审阅。文献

综述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不限于以下内容）：科学问题的提出（从历史进展

论述）；围绕这个科学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有什么解决

办法、创新点、思路或优势。导师须对学生的文献综述写出评语、评定等级。 

（四）学术活动（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专项硕士生需参加不少于 8 场学术活动（包括企业举办的相关学术活动）并

撰写学习体会，鼓励硕士生参加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访问

国内外知名企业。 

（五）专业实践（审核合格后获得 6 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项硕士生熟悉相关工程领域工艺、流程、标准、相关技术和职

业规范等的有效途径，是研究生结合工程实际开展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阶段，也

是申请学位的必要条件。 

专业实践全过程由企业负责，实践项目由企业提出并经学校确认，范围包括

（不限于）双方横向合作科研项目、“揭榜挂帅”需求项目以及企业自研项目。

研究生须在导师组指导下，面向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中的工程技术研发任务，参与

或承担 1-2 个具有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工程攻关项目。 

专业实践实行工学交替模式，专项硕士生在企业专业实践期间，根据需要也

可返校与学校导师、同学交流研讨实践项目进展，查阅图书文献，利用学校科研

平台、仪器设备进行补充研究等。专业实践结束后须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须有专业实践单位的考核评价意见以及校企导师组的审核意见，重点审核学生完

成专业实践计划任务情况、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效等。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工程实际，有较好

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创新，具备充足的工作量。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

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

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选题、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或报告撰写、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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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检查、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等环节，校企双方共同商定各环节考核、评

审专家组成人员，学位论文应由校企双导师（组）共同署名。 

（一）学位论文选题审查 

学位论文工作须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专业实践。拟开展

的学位论文研究应具有理论深度和先进性，体现专项硕士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选题范围主要涵盖（不限于）以下方

面： 

8.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9.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10. 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11. 工程技术项目的规划或研究； 

12. 工程设计与实施； 

13. 技术标准制定； 

14. 其他同等水平的工程应用类研究。 

学校联合企业组成学位论文选题审查小组对于论文选题进行审查，工作具

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审查指导性意见》。 

（二）开题报告与论证（审核合格后获得 1 学分） 

开题报告的内容包括选题来源与选题意义，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技术研

究、项目设计实施或产品研发的 新进展，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

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分析，预期成果以及工作进度安排等。 

专项硕士生在第 2 学年上半年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写作规范与开题论证工作的

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写作规范》。累计两次开题报告未通过，认为不

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 

（三）中期考核 

学校联合企业成立中期考核小组，指导、监督学生的中期检查工作。专项硕

士生须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考核报告。

中期考核报告的内容包括学位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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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进行说明，并对下一

阶段的研究内容和工作计划进行阐述。未通过考核者启动预警机制，第二次仍未

通过中期考核、不宜继续培养者，作退学处理。对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参见《华

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四）学位论文撰写 

专项硕士生学位论文成果形式可以是工程新技术研究、重大工程设计、新产

品或新装置研制等，并以文字形式表述，表明研究生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研发

工作，并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学位论文是申请和授予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

论文撰写的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五）预答辩 

专项硕士生应在校企联合培养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出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通

过预答辩后，方可进入复制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 

（六）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评阅环节，专项硕士生学位论文须

由 3 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

其中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具体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管理办法》《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

等。 

（七）学位论文答辩 

专项硕士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离开题至少 10 个月。答辩由学校和合作企

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答辩委员会须至少由 3位相关专业领域具有工程硕士

研究生指导资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企业专家应占半数以上。具体

要求参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实施工作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

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等。 

（八）学位授予 

专项硕士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按要求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

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达到《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标准》的相关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专项硕士生，由学校授予学科

或专业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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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专项硕士生培养方案制订主要框架 

（1）课程学习及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24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不少于 7 学

分） 

课程群 1：公共必修课程（≥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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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生物与医药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4210004022 高级生物化学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1 基因工程 32 2 春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3 合成生物学 32 2 秋季 生科院  

304210003002 生物工程前沿 16 1 秋季 生科院  

 

16 化学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0210004032 有机波谱分析 32 2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4035 合成化学 48 3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3008 高等有机化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3006 仪器分析 32 2 秋季 理学院  

310210004033 仪器分析与表征实验 32 1 秋季 理学院  

 

课程群 4：校企联合实践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2220003038 新兽药申报与注册 16 1 春季 回盛生物  

302220003039 兽药创制高阶课程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

院 
 

302210004053 兽药评价 16 1 秋季 
动科动医学

院 
 

3043009907 生物产业论坛 16 1 秋季 生科院 
本研贯通

课 

 

 

课程群 5：工程和装备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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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10003001 现代农业工程专题 32 2 秋季 工学院  

307220003003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 48 3 秋季 工学院  

307210006001 现代农业装备 24 1.5 秋季 工学院  

307210004005 机电一体化技术 24 1.5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19 高等机械设计理论 32 2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01 实验优化技术 32 2 秋季 工学院  

 

课程群 6：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17210004019 农业大数据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1 农业机器人 32 2 秋季 工学院  

317210003002 数据挖掘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17210003004 机器学习引导 32 2 秋季 信息学院  

307110004002 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分析 24 1.5 春季 工学院  

307210004018 物联网技术与装备 32 2 秋季 工学院  

317210004021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工程 32 2 春季 信息学院  

 

课程群 7：综合素养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307210002001 农业工程发展史 16 1 秋季 工学院  

302110002002 兽医科学史 16 1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1210002002 农业科技史 16 1 秋季 植科院  

304210002002 生命科学发展简史 16 1 秋季 生科院  

314210003001 形式逻辑  16 1 秋季 马院  

3022200030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概况（语言文化）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306220004032 现代企业经营与管理 16 1 秋季 经管学院  

3062200030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

兴战略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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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10004007 
高尔夫射箭等特色体育

课 
32 2 春季 体育部  

204210007003 
现代生活美学-花香茶

之道 
29 2 春/秋季 研究生院  

30220003033 
设计美学概论（人文艺

术修养） 
32 2 春季 动科动医学院  

 

(2)培养环节内容及要求 （≥9个学分） 

环节名称 安排及要求 学分 时间节点 

1.制订个人培养

计划 

根据培养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 
 开学第 1个月 

2.文献综述 

完成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

期刊阅读，经导师考核，具备文献综述写作能

力。 

1  

3.学术活动 

定期参加不少于 8次学术活动并撰写心得体

会，鼓励硕士生赴境外参加所在学科领域的国

际学术会议、国际访学或参观国外知名企业。 

1  

4.专业实践 
专项硕士生需到企业进行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6个月。 
6  

5.开题报告 
由校企双方联合组织专家进行学生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通过后可正式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1 第三学期结束前

6.中期检查 
在完成开题半年内，进行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

考核报告。 
 第四学期结束前

7.预答辩 

完成学位论文并经导师审阅认可后，提出学位

论文预答辩申请，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入复制

比检测及论文评阅环节。 

 
论文评阅送审前

完成 

8.学位论文答辩 

 

学校和合作企业双方联合组织专家开展学生学

位论文答辩工作。 
 

距离开题至少

10 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