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兽医学 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位

授予标准

一、学科概况与学科方向

（一）学科概况

湖南农业大学兽医学学科始创于 1951 年，1957 年开始招收兽医

专业本科生，1978 年兽医寄生虫病学开始招生和培养硕士研究生，

1990 年开始招生和培养兽医病理学硕士研究生，2005 年获得兽医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06 年获临床兽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批准设立兽医学博士后流动站，2018 年获得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临床兽医学学科为“十五”、“十一五”省级重点学科。

兽医学学科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

兽医学学科现有师资队伍 71 人，其中 45 岁以上者 23 人，45 岁

以下者 39 人。专任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 45 人，有兽医专业背景者

48 人，具博士学位者 5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22 人（含校外兼

职 3 人）。拥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 人、湖南省“百人计划”3

人、湖南省“芙蓉学者”2 人、湖南省“海外名师计划”1 人、湖南

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人、湖南农业大学“神农学者”特聘教授 1

人。本学科拥有动物科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国家级畜禽安全

生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中兽药创制工程中心(国地联

建)等国家、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 8个；1个农业部中兽药创新团队。

学科紧紧围绕畜禽疫病防控研究和新兽药创制，形成预防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基础兽医学和中兽药学四个研究方向，在猪场疫病净化、

生殖调控和健康养殖方面优势明显，在新兽药、新剂型的开发方面特

色显著。近年来获国家及省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共 8 项。其中低

胆固醇猪肉研发连续三年获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金奖，2018

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获国家Ⅱ、Ⅳ类新兽药各 2 项；



获湖南省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 5 项。

（二）学科方向

学科紧紧围绕湖南省及全国重大动物疾病发生发展新的特点，动

物源性食品安全新的要求，动物健康养殖新的标准，中兽药研究与开

发四大科学问题，聚焦畜禽产业转型升级这一重大任务，凝练四大学

科方向。

1.基础兽医学：依托湖南省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开展动

物干细胞及兽医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兽医药理毒理及兽药代谢规

律探寻，兽药产品创制及药物新制剂研制。该方向专任教师数 15 人，

正高职人数 6人，学术骨干 11 人，学术带头人孙志良教授。

2.临床兽医学：依托湖南省畜禽安全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和畜禽保

健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主要开展动物保健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动

物生殖健康与调控等研究。该方向专任教师数 20 人，正高职人数 7

人，学术骨干 8人，学术带头人文利新教授。

3.预防兽医学：主要开展动物病原分子生物学及免疫学、动物传

染病的诊断及防制、兽医寄生虫病诊断及防治。该方向专任教师数

21 人，正高职人数 6人，学术骨干 8人，学术带头人余兴龙教授。

4.中兽药学：依托兽用中药资源与中兽药创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湖南），中兽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要开展中兽药资源

开发和安全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中兽药药理机制及代谢规律研究，中

兽药产品开发及应用研究。该方向专任教师数 7人，学术骨干 7人，

正高职人数 2人，学术带头人曾建国教授。

二、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思想素养

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热爱劳动，具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学术素养

具有浓厚的兽医学学习、科研和实践兴趣，以解决兽医学学科的

科学问题为己任，勤于学习、娴于思考、敏于发现、勇于探索、乐于

实践；掌握兽医学系统、深入的基础理论和扎实、娴熟的兽医专业技

能，养成重视生产实践和发现问题，科学分析、演绎归纳，潜心研究

的素质；关注兽医学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兽医学研

究方向具有前瞻性思考，勇于创新；熟悉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遵守废弃物处理、毒品处理、生物安全等管理规定；

遵守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

3.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一切学术不端的行为。

不得未经导师许可擅自运用、发表或传播课题组技术专利、保密数据

等未公开的研究成果。

（二）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应能熟练掌握兽医学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相关

的科学实验技能和科学规范；对兽医学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技

术、新进展、新发现以及新趋势有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善于把现代

生物技术，现代化学技术，人工智能科学，现代信息科学等交叉融合

到兽医学科体系，具有独立从事兽医学学科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

在科学理论或技术上实现原创性理论或创造性成果的突破。

（三）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熟练掌握兽医学学科前沿研究动态，具有从各种文献资料获取学

科相关前沿动态、专业知识、研究方法的能力，具备全面和系统分析

所得资料的能力。全面性是指文献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覆盖程度，系统

性则为相关文献之间的关联性和完整性。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应掌握并

利用互联网获取相关研究成果的规范路径和程序。能综合运用兽医学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研究手段，揭示正常与病理条件下动物机体的



变化规律及动物机体正常生命活动规律，研究重大人兽共患病、

动物重要传染病、动物重要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新技术和有效防控措

施。研究新兽药（中兽药）创制、药物作用靶点探寻、药物代谢机制

及规律探讨。熟悉国内外重要的兽医法规。

2.科学研究能力

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了

解本学科相关研究方向国内外动态的基础上，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大需求，具备独立设计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的能

力。能独立组织实施兽医学科基础研究或应用开发的相关课题。具有

独立从事兽用药物、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和实施产业化的能力，具有

从事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能

力，具有较强的兽医临床诊疗能力等。

3.学术创新能力

应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性思考和创造性科学研究。从事

理论研究的相关创造性成果需为本学科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新发

现、新理论、新见解；从事应用性研究的相关创造性成果需为相关行

业的发展提供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

4.学术交流能力

应能熟练归纳、总结兽医学科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

果，能与国内外同行熟练地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较好的口头和文字表

达能力，能展示自己的创新研究成果。

5.其他能力

应有熟练的外语表达与写作能力，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和团结协

作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与开题报告

兽医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的发展或实际需求、导师的

研究项目紧密结合，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较高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

且符合博士研究生所属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工作应充分反映兽



医学、医学、药学等领域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展示该研究领域的

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新发现以及新趋势；开题报告在兽医学一

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公开论证。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文

研究进展等。具体要求按《湖南农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

办法》执行。

3.学位论文预答辩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应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完成后，经导师审核认

可后，向所在学科和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研究生

应根据预答辩中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4.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 完成培养方案及培养计划规定

的课程学习、培养环节要求及学位论文，可申请答辩，答辩通过者，

准予毕业；达到博士学位授予标准者，授予博士学位。申请提前毕业

者另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5.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在不涉及泄密的前提下，学位论文的核心研究成果须发表在本学

科领域或相关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或以授权的发明专利、评奖的研

究成果以及国家接受或颁布的标准或著作等形式呈现。

普博生（含硕博连读生）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需达到以下条

件之一：

（1）影响因子不低于 2.0 的 SCI 源刊学术论文 2 篇，其中 1 篇

为 JCRⅡ区及以上；

（2）兽医学及其相关领域 JCRⅠ区以上学术论文 1 篇；

（3）学校认定的国内顶级期刊加上影响因子高于 2.0 以上 SCI

源刊学术论文 1篇；



（4）如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二位出现，须发表 SCI 期刊影响因子

在 5（含 5）以上的学术论文，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三位出现，须发表

SCI 期刊影响因子在 10（含 10）以上的学术论文。

直博生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需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JCRⅡ区及以上且影响因子不低于3.0的SCI源刊学术论文1篇。

（2）兽医学及其相关领域 JCRⅠ区以上学术论文 1 篇；

（3）学校认定的国内顶级期刊加上影响因子高于 2.0 以上 SCI

源刊学术论文 1篇；

（4）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二位出现，须发表 SCI 期刊影响因子在

5（含 5）以上的学术论文，以并列第一作者前三位出现，须发表 SCI

期刊影响因子在 10（含 10）以上的学术论文。

兽医学 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动物医学院

一级学科

名称
兽医学

一级学

科代码
0906

学科方向

1.临床兽医学；

2.预防兽医学；

3.基础兽医学；

4.中兽药学

学习

方式
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少于：14学分
基本

学制

与学

习年限

基本学制：普博生 4年，硕博

连读生 5年

培养环节学分：7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普博生 6年，

硕博士连读生 7年

培养目标

兽医学学科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研究创新为动力，服务三农为目的”，紧密结

合畜禽养殖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需求，紧紧围绕重要动物疫病发生发展规律及防控

关键技术、动物健康养殖新模式及动物疾病诊疗新技术，兽药创制及药物新制剂技

术等重大科学问题，培养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兽医业务及管理部门、大型

养殖集团（公司）以及自主创业等工作的领军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

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

2. 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浓厚的兽医学学习、科研

和实践兴趣，以解决兽医学科的科学问题为己任，勤于学习、娴于思考、敏于发现、

勇于探索、乐于实践；掌握兽医学系统、深入的基础理论和扎实、娴熟的兽医专业

技能，养成重视生产实践和发现问题，科学分析、演绎归纳，潜心研究的素质；关

注兽医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兽医学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思考，勇

于创新；熟悉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3. 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备兽医学及医学、药学等相

关学科方面的学术能力，包括前沿洞察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科学

研究能力、创新创业能力、教学实践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能独立承担和完成兽

医学领域重要科学问题和专门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基础理论或者专门技术上做出创

造性成果。

4.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至少掌握一门外国

语，能熟练阅读兽医学及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学术报告水准、文献凝

练水平、外文写作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

5.身心健康，乐观向上，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三农情怀。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

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时
开课
学院

授课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4学分）

B0000Z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2 1 36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来华留学
生必修《中
国文化》和
《汉语综
合》

B0000Z002 基础外语 2 1 40 外语院
理论
讲授

专业
必修课

（5学分）

B0609E101 兽医学前沿 2 1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102 现代医学免疫学 2 1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103 论文写作指导 1 1 16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专业
选修课

（不少于5
学分）

B0609E201 生物信息学 2 1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2 兽药研究与开发专题 1.5 1 24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3 临床兽医学专题 1.5 1 24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4 基础兽医学专题 1.5 1 24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5 预防兽医学专题 1.5 1 24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公共
选修课

(至少 1门)

从学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目录中选修，具体课程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
表》。

在导师的指导下，除修完本学科要求的课程外，研究生还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补修课
（硕士阶
段主干课
程，不少于
3门）

S0906E101
医学细胞和分子生
物学

跨学科或同等学历报考被录取的博士生必选，须在中期

考核之前完成，不计总学分。

S0906E202 高级动物生理生化

S0906E102 兽医免疫学专题

S0906E103 兽医学研究进展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
时间

1.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课程

计划
制定不少于 20学时的课程学习计划。 0

入学后

1个月内

论文

计划
按博士论文要求认真制定计划。 0 第2学期初

2.学术活动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至少参加学院及以上的学术报告 10次

（其中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 1次），在一级学科范围内

做学术报告 3次。学术活动一般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

博士研究生应填写“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册”，提交相

关的原始证明材料，经导师审定签字后交所在学院核定并

留存，获得 2学分。

2 第 1-7学期

3.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通过综合水平考试者方可参加学位论文开题并获得 1 学

分
1 第 2学期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
时间

4.实践活动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 2个实践活动项目。实践活动包

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不包括以论文研究为目的的实

践）、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等，其中教学

实践为必修环节。学生提交相关的实践活动材料，经导师

审定签字后交所在学院核定并留存，获得 1学分。

1
第 2-5 学

期

5.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至少撰写文献综述报告 3篇，其中一篇

必须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由指导教师批阅，经指导教师

审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查。获得文献阅读与综述 1学分

1
第 1-2 学

期

6.开题报告

兽医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的发展或实际需求、

导师的研究项目紧密结合，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较高的理

论意义或应用价值，且符合博士研究生所属二级学科的研

究方向。研究工作应充分反映兽医学、医学、药学等领域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展示该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

新进展、新发现以及新趋势；开题报告在兽医学一级学科

范围内进行公开论证。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上传

至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以书面形式交所在学院备案后可

获得 1学分。

1 第2学期末

7.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科研创新能力、学

位论文研究进展等。具体要求按《湖南农业大学全日制研

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中期考核通过可获得 1学分。

1 第4学期末

8.学位论文进展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进展中期检查是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进

展情况的一次全面检查，主要检查博士研究生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学位论文研究进度 及学位论文撰写情况等内

容，是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必要环节。博士研究生进入论

文研究过程一年后进行。

0 第 6学期

9.其他要求

学位论文预答辩：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应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完成后，经导师审核认可后，向

所在学科和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应根据预答辩

中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 完成培养方案及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

习、培养环节要求及学位论文，可申请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达

到博士学位授予标准者，授予博士学位。申请提前毕业者另按学校有关文

件规定执行。

本学科推荐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必读或

选读）

1 医学免疫学 龚菲力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2 重要动物病毒的分子生物学 韦平，秦爱建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3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 黄培堂译 检查读书笔记 选读

4 兽医药理与动物治疗学（第九版） 操继跃，刘雅红译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5 Veterianry Research SCI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6 代谢组学-方法与应用 许国旺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7 中国农业科学 杂志 学生汇报 选读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必读或

选读）

8 畜牧兽医学报 杂志 学生汇报 选读

9 新药发现与开发 陈小平，马风余 学生汇报 选读

10
分子生物学：从基因到

蛋白质

Burton

E.Tropp
检查读书笔记 选读

11
医药实验动物模型：制

作与应用
黄国钧，黄勤挽 检查读书笔记 选读



兽医学 学科学术型直博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动物医学院 培养类别 博士

一级学科名称 兽医学 一级学科代码 0906

覆盖二级学科

（或研究方向）

1.基础兽医学；

2.临床兽医学；

3.预防兽医学；

4.中兽医药学。

培养方式 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少于：30 学分

基本学制
5年

培养环节学分： 7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7 年

培养目标

兽医学学科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研究创新为动力，服务三农为目的”，紧密

结合畜禽养殖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需求，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发展规律及防

控关键技术、动物健康养殖新模式及动物疾病诊疗新技术，兽药创制及药物新制剂

技术等重大科学问题，培养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兽医业务及管理部门、大

型养殖集团（公司）以及自主创业等工作的领军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

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

2.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浓厚的兽医学学习、科研

和实践兴趣，以解决兽医学科的科学问题为己任，勤于学习、娴于思考、敏于发现、

勇于探索、乐于实践；掌握兽医学系统、深入的基础理论和扎实、娴熟的兽医专业

技能，养成重视生产实践和发现问题，科学分析、演绎归纳，潜心研究的素质；关

注兽医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兽医学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思考，勇

于创新；熟悉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3.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备兽医学及医学、药学等相

关学科方面的学术能力，包括前沿洞察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科学

研究能力、创新创业能力、教学实践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能独立承担和完成兽

医学领域重要科学问题和专门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基础理论或者专门技术上做出创

造性成果。

4.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至少掌握一门外国

语，能熟练阅读兽医学及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具有较强的学术报告水准、文献凝

练水平、外文写作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

5.身心健康，乐观向上，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三农情怀。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时

开课

学院

考试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

课(6

学

分)

B0000Z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1 学期 36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来华留学

生必修

《中国文

化》和《汉

语综合》

B0000Z002 基础外语 2 1 学期 40 外语院
理论

讲授

S0000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2 1 学期 36 马列院

理论

讲授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学时

开课

学院

考试

方式
备注

专业

必修

课

（11

学分）

B0609E101 兽医学前沿 4
1 学期

64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104 实验室实践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105
现代细胞与医学分子

生物学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103 论文写作指导 1 1 16 动医院

B0609E201 生物信息学概论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专业

选修

课

（不

少于

11 学

分）

B0609E204 基础兽医学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课程建议

安排 1个

学年，1

学期安排

太满。

B0609E203 临床兽医学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5 预防兽医学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6 中兽医药学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2 兽药研发与开发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7
重大人畜共患病研究

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B0609E208 医学伦理专题 2
1 学期

32 动医院
理论

讲授

公共

选修

课（至

少1学

分）

从学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目录中选修，具体课程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表》。

在导师的指导下，除修完本学科要求的课程外，研究生还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补修

课

（不

少于 3

门，为

本科

或硕

士阶

段主

干课

程）

S0906E101 医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

跨专业或学科的研究生必选，须在中期考核之前完成，

不计总学分。

S0906E202 高级动物生理生化

S0906E102 兽医免疫学专题

S0906E103 兽医学研究进展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时间

1.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课程计划

制定不少于29个

学分的课程学习

计划。
0

入学后 1个月内

论文计划

按直博生博士论

文要求认真制定

计划。

第 2 学期初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时间

2.学术活动

兽医博士研究生至少参加学院及以上的学术报告

10 次（其中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 2次），在一级

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 3次。学术活动一般在毕

业资格审核前完成，博士研究生应填写“研究生

参加学术活动记录册”，提交相关的原始证明材

料，经导师审定签字后交所在学院核定并留存，

获得 2学分。

2 第 1-9 学期

3.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通过综合水平考试者方可参加学位论文开题并获

得 1学分
1 第 4学期

4.实践活动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 2个实践活动项目。实

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不包括以论文

研究为目的的实践）、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和创新

创业活动等，其中教学实践为必修环节。学生提

交相关的实践活动材料，经导师审定签字后交所

在学院核定并留存，获得 1学分。

1 第 3—6学期

5.文献阅读与综述

报告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至少撰写文献综述报告 3篇，

其中一篇必须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由指导教师

批阅，经指导教师审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查。

获得文献阅读与综述 1学分

1 第 1－2学期

6.开题报告

兽医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与本学科的发展或实

际需求、导师的研究项目紧密结合，具有突出的

创新性和较高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且符合博

士研究生所属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工作应

充分反映兽医学、医学、药学等领域国内外的研

究进展，展示该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

进展、新发现以及新趋势；开题报告在兽医学一

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公开论证。经专家评审通过的

开题报告，上传至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以书面

形式交所在学院备案后可获得 1学分。

1 第 2学期完成

7.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科研创新

能力、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具体要求按《湖南

农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中期考核通过可获得 1学分。

1 第 5学期完成

8. 学位论文进展中

期检查

学位论文进展中期检查是对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进展情况的一次全面检查，主要检查博士研
究生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位论文研究进度 及
学位论文撰写情况等内容，是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的必要环节。博士研究生进入论文研究过程一年
后进行。

0 第 7 学期

9.其它要求

学位论文预答辩：

兽医学博士研究生应在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完成后，经导师审核认可后，向所在学

科和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应根据预答辩中提出的意见，

对论文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博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 完成培养方案及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培养

环节要求及学位论文，可申请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达到博士学位授予

标准者，授予博士学位。申请提前毕业者另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本学科必读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

1 医学免疫学 龚菲力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2 重要动物病毒的分子生物学 韦平，秦爱建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3 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 黄培堂译 检查读书笔记 选读

4 兽医药理与动物治疗学（第九版） 操继跃，刘雅红译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5 Veterianry Research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6 Nature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7 Science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8 Cell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9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0
Veterinary Immunology and
Immunopathology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1 Veterinary Parasitology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2 Research in Veterinary Medicine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3 Research in Veterinary Science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4 Veterinary Clinical Pathology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5 Veterinary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6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7 Carbohydrate Polymers SCI 期刊 学生汇报 选读

18 代谢组学-方法与应用 许国旺 学生讲授部分内容 选读

19 中国农业科学 杂志 学生汇报 选读

20 畜牧兽医学报 杂志 学生汇报 选读

21 新药发现与开发 陈小平，马风余 学生汇报 选读

22 分子生物学：从基因到蛋白质 Burton E.Tropp 检查读书笔记 选读

23 医药实验动物模型：制作与应用 黄国钧，黄勤挽 检查读书笔记 选读

考核办法：

1.课程考核：将此文献作为课程考核的考试范围；

2.开题报告或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结合论文开题或学科综合水平考试进行；

3.综述报告：撰写阅读综述报告；

4.其他，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