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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培养目标

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培养政治坚定，品德优良，理论扎实，专

业技术过硬的应用型高级兽医人才。针对本区域养殖业情况和疫病态

势，优化课程体系和实训内容，夯实理论基础，强化实践技能，使学

生具备较强的动物保健、疾病诊治与研究、兽药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

能够从事动物疾病诊疗、动物检疫、兽药研发、环境保护、技术监督、

行政管理以及市场开发与管理等工作。

2、学位授予标准

获本专业硕士学位，必须在政治思想、专业素质等方面符合硕士

研究生的基本要求。修满所需学分，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完成培养

方案所要求的专业实践任务，具备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实践能力；学

位论文需达到硕士研究生的要求（详见 2021 版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

准）。

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提高专业技能，培养过程中设置了 8

个重要管控环节（包括培养计划的制定、学术活动参与、专业实践活

动参与、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审查、

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明确每个环节的具体达标要求，并严格

执行。培养方式采取校内、校外“双导师制”，一部分学生通过学校

的实习基地、研究室和实验室等科研平台进行毕业论文的相关课题研

究；一部分学生到校外联合培养基地和相关企业进行毕业论文的试验

研究。所有学生均需完成半年以上的专业实践；培养方式采取课程学

习、实践研究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对达不到培养要求的将进行分流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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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建设的总体情况。

目前，学位点利用雄厚的师资力量，通过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紧

密衔接，已与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兽医硕士人才联合培养模式，

着重突出实践教学和实操能力培养，深化产学研合作力度，实现人才

培养与和产业服务双重目标。

本学位点创建了特色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先后与 30多家企业单位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办学关系，筹建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其中，2020 年与 6家企业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建立了“龙华农牧”

研究生联培班，对 6 个专硕研究生进行联合培养。

2020 年，本学位点共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葛猛），省部级科研项目 6 项，省厅级科研项目 4项，横向课题 1

项。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在研的省级 1项（邬静）、校级 2

项（刘伟、王乃东）。到账科研经费 412.3 万元，其中纵项经费 256.6

万元，横向经费 155.7 万元。生均 1.47 万元。发表论文 33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出版教材专著 5本。申请专利 8 项，获授权专利 4 项。

本学位点人才培养成效显著。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录取人数为

69人。毕业人数为 66人，且均获得兽医硕士学位。其中刘小平同学获

得了首届全国兽医专业教指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兽医硕士学位

获得者”荣誉证书；1 名同学获“湖南省优秀毕业生”称号； 3 名获

校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1 位同学获“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生”

称号。郭思杰等同学被评为校级优秀团干。专硕研究生发表 33篇，其

中 SCI 论文 5 篇，核中文心期刊 12篇。

二、基本条件

1、特色优势及培养方向

湖南农业大学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以兽医学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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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分“兽药创制与临床应用、动物疫病防治、动物临床疾病诊疗

和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四个方向。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上分别要

求达到：（1）“兽药创制与临床应用”方向：要求熟悉国家兽药开发

与应用的政策、法规及兽药用药安全知识；熟练掌握兽医药理体系及

现代制药学知识、兽药生产及经营管理知识和动物临床用药技术，熟

练掌握兽药药物残留，特别是动物源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检测技术。

具备从事兽药药用资源开发、兽药生产、兽药研究和市场策划与经营

等方面的能力，了解动物用药安全、兽药风险评估及监控方法和技术。

（2）“畜禽疫病防治”方向：要求熟悉国家动物疫病防控政策法规；

掌握畜禽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原理和技术、畜禽主要疫病的流行动态及

实验室诊断技术和手段、畜禽病理诊断技术、疫苗免疫预防原理和技

术、养殖场兽医生物安全技术及措施。具备独立解决畜禽疾病预防、

诊断与控制等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3）“动物临床疾病诊疗”方向：

要求熟悉国家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疾病诊疗方面的法律法规；掌握动

物临床医学知识、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疾病预防与控制技术、临床

护理技术，并在动物临床分科上有一定特长，如小动物内科、小动物

外科、小动物产科等。具备独立开展小动物常规疾病诊疗、保健和护

理的能力。（4）“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方向：要求熟悉并掌握兽用

药物与生物制剂研发及使用、动物疾病诊断与防控研究和动物营养保

健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评价中重要的生物研究技术；掌握现代生物学

和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获得应用基础研究和

科技开发研究的初步训练，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较强的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

2、师资队伍（带头人、骨干/行业产业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等）

（1）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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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辉，硕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科技厅科研项目评审专家。主持和参与了

“规模化养猪主要应激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研究及产品研制”、“保健

养猪模式研究及产品开发”和“猪气喘病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等 20

多项部、省自然科学研究，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 1 项、

省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编写教材和专著 3 本，公开发表科研论

文 100 余篇。

（2）学位授权点导师结构

①学位点在岗在职校内导师

共 43人，≤35 岁，2 人；36-45 岁，18 人；46-60 岁，23 人。正

高职称的 21人，副高职称的 18人，中级职称 4 人。具有博士学位 38

人，硕士学位 4 人，45 岁以下导师均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实务经历人

数 13人。校内导师生师比 3.7。

②学位点校外联合培养导师

共 85 人，为兽医相关行业和领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具有

高级专业职称的 21人，副高职称的 38人，中级职称 26人。45 人在企

业单位工作，37人在事业单位工作。校外导师生师比 1.87。

③骨干教师

拥有湖南省“百人计划”、湖南省杰青等省部级以上人才 11名。

2020 年新增芙蓉学者特聘教授 1名（王爱兵）、新增芙蓉学者青年学

者 1名（刘国华）；引进湖南省“百人计划”青年学者 1 名（李丕顺）；

新增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1 人（伍勇）。余兴龙、

屠迪获校级“优秀教师”称号，伍勇获“青年教师教学标兵”称号。

（3）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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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注重师德师风建设，余兴龙、屠迪等获校级“优秀教师”

称号；伍勇获“青年教师教学标兵”称号。另外，培养了一批注重学

生优秀品质养成的优秀导师，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杨青、

邬静和屠迪等，特别注重学生诚信、自信等品质的培养；文利新、程

天印、刘国华等老师通过提供助理岗位、助学金等及时帮助学生解决

生活困难；孙志良、余兴龙、黎满香等老师通过微信、QQ 或面对面交

流等形式提供就业指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3、科学研究

2020 年，本学位点共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葛猛），省部级科研项目 6 项，省厅级科研项目 4项，横向课题 1

项。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在研的省级 1项（邬静）、校级 2

项（刘伟、王乃东）。获省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陈韬），

三等奖 1 项（杨凌宸）。发表论文 33篇，其中 SCI 论文 5篇，中文核

心期刊 12篇。出版教材专著 5 本。申请专利 8 项，获授权专利 4 项。

4、教学科研支撑(平台、设备 图书)

（1）教学和科研平台：本学位点具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平台。其

中，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 6 个，省级教学科研平台 8 个；动物医院 1

个；省级实践基地 2 个，签约实践基地 18个。

（2）校企合作办学：本学位点建立了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人才培养

基地，先后与 30多家企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办学关系。2020 年与

湖南龙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加农正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长沙

绿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瑞派宠物医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泰高营养（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

（3）设备：本学科专业学位点拥有动物科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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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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个；1 个农

业部中兽药创新团队。实验室现有 PCR 自动系列化分析仪、化学发光

式分析仪、血液细胞分析仪、生化分析器、液相发光分析仪、全自动

高速冷冻离心机、超低温冰箱、超声波细胞破碎器、超速离心机(40000

转/分及以上)、蛋白质分析仪、自动制备色谱仪、小质谱仪、半自动

核酸纯化系统、多媒体投影仪、麦克奥迪数码显微摄像教学系统、酶

标仪、二氧化碳培养箱、紫外分光光度仪、冰冻切片机、高效液相色

谱仪和成套多媒体等教学及实验设备，能满足兽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

和科研需要。

（4）图书：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门类齐全，现有中外

文数据库 30余个，共享数据库 26个，电子图书 180 余万册，图书 200

余万册，自建数据库 4 个。其中，与畜牧兽医相关图书，中文 9097 种

27333 册，外文 588 种 730 册，以及光盘资源 22090 种，能满足研究生

查阅文献和查新的需要。

5、奖助体系（总量、覆盖）

对于全日制研究生，具有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其中奖助

学金类别包括：国家奖学金、优秀生源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研

究生干部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三助一辅”津贴、经济贫困研究生

助学金和企业奖学金，优秀学位论文奖励和导师科研补贴金等；大北

农、兴嘉生物在本学位点设立了企业奖学金。2020 年发放各种奖助学

金 129.55 万，生均 1.12 万元，且 100%全覆盖。

6、教学教改及成果

（1）在研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 项，校级学位

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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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表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教改论文 5篇。

7、项目及经费

2020 年，本学位点共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葛猛），省部级科研项目 6 项，省厅级科研项目 4项，横向课题 1

项。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在研的省级 1项（邬静）、校级 2

项（刘伟、王乃东）。到账科研经费 412.3 万元，其中纵项经费 256.6

万元，横向经费 155.7 万元。生均 1.47 万元。

三、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考录比、生源结构、择优措施等）

2020 年，本学位授权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报考人数分别为

127 人和 27 人，上线人数分别是 68 人和 3 人，录取人数分别为 66 人

和 3 人，上线率分别为 53.54%和 11.11%，录取率分别为 51.97%和

11.11%。做到了择优录取，但非全日制研究生上线率太低，即使调剂，

也只招到了 3 人。

由于在报考的时候就限制了专业，只有动物医学、动物药学、畜

牧兽医、动物科学、动植物检疫及生物相关专业才能报考，生源结构

合理，且均为本科毕业生，没有同等学力的学生报考。复试工作严格

按照《湖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执行，接受研究

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的监督检查，严格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择优录取。

2、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含辅导员）

引导研究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协助发展党员，加强组织队伍建

设。2020 年 2个研究生党支部共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30名，发展党员 6

名。武东怡等 5 位同学在五四评优中被评为优秀团员，郭思杰等 3 位

同学评为优秀团干。

2020 年组织全体党员进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参观红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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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温红色记忆”红色之旅党建活动等，组织暑期在校党员开展“打

扫狗舍，为小狗安家”活动，部分党员（肖子君、田维嘉、张马兵）

还跟随“暑期专业实践博士团”奔赴湘西州花垣县开展科技服务，助

力精准扶贫。

3、课程与教材（案例教学，培养方案）

根据我国专业学位教指委和学校硕士学位授予的基本要求，多次

修订湖南农业大学兽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

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建立了合理的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

根据课程体系，授课教师按照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大纲，分期教学；督

导组专家定期或不定期对授课教师的课程教学进行督查；新任授课教

师需通过试讲后方可授课。

4、导师指导（含立德树人、导师培训等）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严格按照《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指

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办法》执行。新聘导师必须通过导师培训合格才能

上岗，开始招生。2020 年新聘导师 5 人，培训合格后已开始招生。

5、学术训练（实践教学）

按文件要求，本学位点研究生在读期间要完成至少 6 个月以上的

专业实践，撰写实践总结报告，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获得学分。

校院两级每年举办暑期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政策宣讲、社

会调查、志愿服务和科学研究等活动内容，2020 年肖子君、田维嘉、

张马兵（非全）赴湘西州。

创建了特色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建立“龙华农牧”联培班，6 名专

硕研究生在基地进行联合培养。

6、学术交流（含竞赛等）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广大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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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展示我院研究生学术科研成果，根据学校有关文件定期举办研究

生学术活动节，开展名师讲坛、创业与就业讲坛、研究生学术论坛和

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评选等活动。2020 年共组织名家讲坛 11场，创业

就业讲坛 2 场；每年开展一次“我与导师面对面”活动；由于疫情影

响，学生未出去参加国内内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7、学风建设（含道德规范等）

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学风建设，将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建设视为

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内容，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线上线下多措并举，不仅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还保证了 66

名专硕研究生顺利毕业。

为使研究生养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严谨的学术规范，兽医学科在

研究生党支部中开展了以“维护学术规范，严守科学道德”为主题的

组织生活会，以学生党建推动和引领学科道德建设。至今为止，本学

科学位点研究生及导师的学术论文和相关成果均为独立研究，未有学

术不端行为。

8、培养成效（论文、获奖）

（1）毕业：共毕业 66人，其中全日制专硕 46人，非全日制专硕

7人，在职研究生 13 人。

（2）获奖：刘小平获得了首届全国兽医专业教指委颁发的“做出

突出贡献的兽医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证书；王玉桂获“湖南省优秀

毕业生”称号；郑文斌等 4 位同学获“湖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生”称

号；靳元春、汪雅琴和刘莎莎的毕业论文获校级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3）论文：专硕研究生发表 33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核中文

心期刊 12篇。专硕发表论文，并不是取得学位证的必要条件，由此可

见，专硕研究生的科研能力还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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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管理服务

研究生管理队伍健全：学院研究生管理队伍主要由研究生秘书、

研究生辅导员、学位点秘书和班主任等组成，配备的管理人员都具有

研究生以上学历。

积极开展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从抓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和安全意识教育；加强研究生党团建设工作，打造强有力的研究生党

员骨干和团学干部队伍；抓好校园文化、体育和艺术等活动，本着“以

学生为本，服务学生”的宗旨，全面深入，思想、生活两手抓。

10、就业发展（就业率、就业类型）

每年毕业季，学院每年举办各种专场招聘会。2020 年全日制专硕

共毕业 46 人，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 79.03%；64.5%的学生选择去企业

就业，参加各种招考去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的学生约 13%， 另有

约 22.5%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或暂不就业再去参加招考。

11、教育质量与评估分析等。

采用调查问卷形式进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80%的用人单位均反

映满意。

四、服务贡献

1、推动成果转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将科

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曾建国教授团队紧贴国家产业需求，开发的博

落回提取物、博落回散等饲料添加剂产品年产值达 1 亿元，为国家部

委、省直等相关职能部门完成中药材产业调研报告 22 份，有力推进

了中药材产业的发展。通过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模式，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与 6 家企业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选派刘自逵、王贵平、伍

勇等 7 位导师定期和不定期到企业开展科技合作与社会服务，为行业

和企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真正实现学、研、产滚动放大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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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省乃至我国畜牧业发展、社会就业创业等做出了贡献。

2、发挥专业优势，促进产业发展和行业创新。①文利新、刘进辉、

许道军等导师与企业合作开办“135 高效保健养猪技术”、“高素质

农民教育”和“农业致富带头人”等培训班，评估期间为养殖户发放

养殖技术光碟 4.31 万套、资料 86.65 万册，服务农业农村；②许道

军等导师研发了新型高效层流式粪污发酵系统和环境控制系统等技术

和产品；③杨毅、余兴龙、文利新等导师开展了动物重大疾病防控相

关研究（如“PCV2 疫苗研制”、“非洲猪瘟精准、高灵敏和超快速检

测新技术的创制及应用”和“规模猪场重要疫病流行病学研究及应用”

等），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④在非洲猪瘟的防控研究与实践方面，

余兴龙、刘进辉、王贵平等导师一直战斗在“抗击非洲猪瘟”一线和

实验室，为广大养猪朋友提供非洲猪瘟防控技术指导、协助疫情控制

和复盘复产等工作，帮助职能部门撰写了“非洲猪瘟防控指南”，为

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做出了一定贡献。⑤曾建国导师团队，以博落回抗

逆过程中形成的次生代谢产物开发专利为基础，研究的具有调节动物

肠道菌群、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和抗炎作用等的新型中兽药——博落回

散成为饲用抗生素禁抗后保留的中兽药产品。

3、兽医硕士毕业生艰苦创业，服务我国养猪现代化。我校在职兽

医硕士刘小平同学，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潜心研究猪场养殖和环保

设备，成为了畜牧器械行业中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是国内较早研

究养殖设备的兽医硕士。他先后创办了全国畜牧行业优秀设备五强企

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湖南大拇指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湖南

金拇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公司专业生产销售规模化猪场养殖设备和

猪场环保设备等，为湖南规模化猪场养殖设备和环保设备研发与生产

做出了重大贡献，2020 年获得了首届全国兽医专业教指委颁发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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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突出贡献的兽医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证书。

4、近几年来，学位点毕业生坚持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务实为

本，从基层做起。如刘凡毕业后在基层派出所从事特警工作、岳娴雯

扎根乡镇从事本职工作、张磊任职于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街道办事

处等，还有大部分毕业生不忘初心，坚守在畜禽养殖业和宠物行业第

一线，服务基层。

五、存在的问题

1、需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

结合动物疫病诊断与综合防控、兽用生物制品研发和兽医公共卫

生等领域经济和行业需求，需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研究方向的凝练、

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培养，以提高兽医、

宠物医师等应用型人才培养，为行业健康发展赋能。

2、探索校企合作模式，进一步加强培育实践基地

应加强与兽医药行业、畜禽养殖产业、公共卫生事业深度融合、

广度融合，积极探索合作育人的实践培养新模式，建设并新增实践基

地，以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本部分主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下一年度建设思路、工作计划、

具体措施。

1、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和后备力量培养；

鼓励教师与养殖企业、宠物医院等行业开展广泛科研合作研究，

定期举办名人讲座和科技创新报告会，提升导师后备力量。以师德师

风建设为根本，构建以主题学习、专题培训、进修访学、产业实践等

为途径的能力提升体系，通过教学竞赛、职称评定、荣誉评选、示范

等手段，形成教师潜心教学的优良风范。鼓励教师和研究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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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动物医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节、新晋导师培训和讨论交流等系列活

动。引进国际优质课程资源、2-4 名青年才俊和农业工匠担任兼职导师。

2、结合行业需求，提升学生培养质量

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和行业需求，在动物疫病诊断与综合防控、兽

用生物制品研发和兽医公共卫生等领域，培养兽医、宠物医师等应用

型人才。优化兽医专业学位课程、探索实践培养新模式，提升学生培

养质量。年度工作中注重湖南省优秀毕业生和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

选拔和培育，力争获省级以上优秀硕士论文 2-4 篇；谋划好实践基地

建设，并加强课程、案例库等建设，做好湖南省兽医学研究生培养创

新实践基地的培育工作；

3、加强内涵建设，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依托团队支撑，加强与兽医药行业、畜禽养殖产业、公共卫生事

业深度融合、广度融合，积极开展协同创新、整合资源，协同相关专

业，打造科技服务团队，提质社会服务，争取申报省部级成果奖励 1-2

项。以问题为导向，结合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发展需求，开展产教

融合，通过兽医学科和行业共建平台、共定方向、共享资源、共育人

才，积极探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