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兽医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位授予标准

一、专业学位内涵和发展趋势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国际接轨，全面提升我国畜禽产业的健康

发展，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促进兽医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实现乡

村振兴，提升行业科技创新水平，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它有着特定的从业背景，与执业兽医从业资格

紧密联系，与兽医学科的全日制农学硕士处于同一层次。所以，兽医

硕士以培养与兽医领域相关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提高其实

际工作能力，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宗旨，从

而使兽医硕士研究生能更好地为兽医行业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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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依托，分“兽药创制与临床应用、畜禽疫病防治、动物临床疾病诊

疗和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四个方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共124

人（含博士研究生导师19人），其中校内导师43人，联合培养导师81

人；现有师资队伍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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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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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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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专业学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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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1个农业部中兽药

创新团队。实验室现有PCR仪、全自动高速冷冻离心机、超低温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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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教学设备，能满足兽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需要。兽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注重实践环节，实践环节的学分占总学分的

17.65%，旨在培养其实际工作能力，缩短其就业适应期。目前，我校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点有签约实习基地11个；实行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

有机结合的双导师培养体制，有利于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人

才。

兽医硕士就业广，可面向动物诊疗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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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卫生监督执法、兽医

行政管理、进出境检疫等部门,培养从事动物诊疗、动物疫病检疫、

环境保护、技术监督、行政管理以及市场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

高水平人才。

二、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道德：崇尚科学精神，严格遵守国家《著作权法》、《专

利法》和中国科协颁布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社会公德及学术道德规范；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科学规律、

崇尚严谨求实的学风，恪守职业道德、维护科学诚信, 尊重知识产权；

杜绝一切学术不端的行为，未经导师许可不得擅自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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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恪守学术道德规范者，按照教育部第34号令《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规定处理。

2.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具备对兽医学浓厚的兴趣，以兽医学科

的发展需要和解决兽医实际问题为学习动力，掌握兽医学科扎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勤于文献阅读，了解本学科和所从

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和当前的工作任务；勤于思考，乐于实

践，勇于创新；了解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遵守实验动物福利伦理

原则，知晓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要求；通过2年（非全日制3年）的学



习，具备解决兽医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

操守，不弄虚作假，对相关信息或资料保守秘密，不擅自用于商业用

途。举止端庄，语言文明。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知识

1.专业知识

应掌握各相应研究方向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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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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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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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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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识

熟悉并掌握动物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包括动物解剖学、动物生理



学、动物生物化学、动物组织与胚胎学、兽医微生物学、兽医药理学、

兽医免疫学、兽医病理解剖学、兽医病理生理学、兽医寄生虫学、兽

医传染病学、实验动物学、兽医临床诊断学、中兽医学、兽医内科学、

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动物食品卫生学和生物技术与应用等。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获得的实践训练

不同的研究方向，所要求具备的专业技术或技能各有不同。

1.“兽药创制与临床应用”方向：研究生通过系统学习药物毒理

学、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分析和药物成分鉴定等理论知识及兽药厂

的生产实践，掌握从事兽药药用资源开发和兽药生产与研发的实践操

作技术；通过某兽药的推广实践，掌握从事兽药市场策划与经营等方

面的技能。通过对兽药的跟踪使用，掌握动物临床用药技术等。

2.“动物临床疾病诊疗”方向：研究生通过在教学实习基地和动

物医院分科门诊(外科、内科、产科、中兽医)实习应掌握诊疗技术，

通过手术室实习掌握麻醉、手术操作技术、手术监护技术，通过住院

部实习掌握住院动物病程观察、诊断、治疗和护理技术，通过微生物

室实习掌握细菌、真菌、病毒的诊断技术，通过化验室实习掌握一般

化验技术, 通过注射室、药房、前台实习掌握临床操作技术，通过急

诊门诊实习掌握急诊技术。通过对有针对性的病症的分析和答辩，掌

握小动物临床诊疗技能，从而具备临床兽医硕士生应有的临床诊疗技能。

3.“畜禽疫病防治”方向：研究生通过系统学习细菌学、病毒学、

免疫学和寄生虫学相关实验操作技术，系统掌握兽医传染病的常规实

验室诊断技术、畜禽剖检技术和发病动物各种病理变化的辨认技术。

使学生掌握临床病例的实验室诊断以及血清学诊断技术，掌握养鸡场、

养猪场群发病的诊断与防控技术，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分

析与解决问题能力，以满足将来临床工作的需要。在畜禽疫病诊断室

进行实习的基础上，由学院组织安排参加规模化养鸡场、规模化养猪

场、兽用生物制品厂、动物检验检疫机构、兽医站等实习基地的生产

实践活动，使学生具备进行临床动物疫病诊断的综合技能。

4.“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方向：研究生通过系统的生物技术方



面的实验操作技术和技能训练，能掌握微生物工程、生化工程、细胞

工程及生物制品工程等领域的相关生物技术；获得应用基础研究和科

技开发研究等方面的初步训练等。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具备从课堂、教材和书籍、网络、实验室、

兽医实践场所等各种途经获取相关知识的思路和方法，掌握所属方向

兽医实际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技术需求；具备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

2.实践研究能力：通过系统、全面地学习和实践等环节的培养，

对兽医临床和生产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提炼与思考，具备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实验技术和技能解决兽医临床和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3.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在熟悉所属领域的现状及趋势的基

础上，综合运用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不断发现兽医临床和生产实际中

的问题，并提出科学解决的方案或研究手段，针对兽医实际问题开展

实践研究，研究结果对兽医工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或参考价值。

4.学术交流能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系统学习，在理论研究和科

学实践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交流、经验和成果分享，及共

同分析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论证和探索研究活动等。

5.其他能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需具备一定的实践研究和

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强化沟通、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

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和创新能力。

（五）学位论文要求

1.选题要求

必须密切结合专业和生产实际，针对技术服务、技术监督、动物

疾病的临床诊断、疾病治疗和重大疫病防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

系统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实用价值，符合兽医学科的研

究方向。

2.学位论文形式与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形式：兽医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调研报

告、病例或案例分析、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以及管理决策和政策分



析等。

学位论文规范要求：

（1）论文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学位论文可分章撰写，主体框

架包括引言（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可分多章）、结论与创新点等

几个部分。引言部分应在概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并阐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内容（主体）

须以本学科的相关学术理论为依据。结论与创新点是对研究结果进行

总结和提炼，应避免仅将研究结果简单罗列。

（2）结果表达与数据分析：研究内容涉及的研究对象要有系统

科学的名称, 对所采用的实验材料须进行必要的说明。研究过程中应

采用标准或规定的实验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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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对研究结果进行描述并配有必要的

图表（包括中英文图表标题和注释）、综合分析和讨论, 论文中的试

验数据须具有统计学意义并真实可靠，且对数据的处理须符合统计学

规范。

（3）行文格式：论文应符合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行业设计

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署名及著作标注规范等，具体撰写格式应

符合《湖南农业大学学位论文格式》要求。

（4）论文的基本字数：正文部分一般不得少于3万字。

（5）参考文献：一般不得少于50篇。

3.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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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除研究性论文外，以其他方式完

成的毕业论文，其论文送审评阅书单列。

（六）学位授予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任务，取得规

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兽医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动物医学院

专业学位类别 兽医硕士 类别代码 095200

覆盖专业领域

（方向）

1.兽药创制与临床应用；

2.畜禽疫病防治；

3.动物临床疾病诊疗；

4.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

培养

方式
全日制/非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少于：24学分
基本学制与

学习年限

全日制2年，非全日制3年

培养环节学分：11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全日制4年，非

全日制5年

培养目标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适应国家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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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卫

生监督执法、兽医行政管理、进出境检疫等部门，培养从事动物疾病诊疗、动

物检疫、环境保护、技术监督、行政管理以及市场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

高水平人才。具体要求为：

1.较好地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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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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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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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与实施等工作。

培养方式与方法

1.采取课程学习、实践研究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2.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由具有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能职称的校

内外导师联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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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学分）

Z0000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2 1 36 马列院 理论教学

来华留学

生必修

《中国文

化概况》

和《基础

汉语》

Z0000Z002 自然辩证法 1 1 18 马列院 理论教学

Z0000Z003 基础外语 3 1 60 外语院 理论讲授

专业

必修课

（12学分）

Z0952E101 兽医病理学专题 2 1 32 动医院
理论+讨论

+实践

Z0952E102
免疫学技术及其

应用
2 1 32 动医院 理论+实验

Z0952E103
人兽共患病与公

共卫生
2 1 32 动医院 理论+实验

Z0952E104
动物检疫与兽医

法规
2 1 32 动医院 理论+讨论

Z0952E105 兽医综合技能课 2 1 32 动医院 实验



Z0952E106 兽医研究进展 2 2 32 动医院 理论讲授

Z0952E107
专硕实用科技论

文写作
1 2 16 动医院 理论讲授

专业

选修课

（不少于

4学分）

Z0952E201 动物疫病防控 2 2 32 动医院 案例教学+实践

Z0952E202 动物疾病专题 2 2 32 动医院
案例教学+实

践+讨论

Z0952E203 宠物疾病诊疗 2 2 32 动医院 理论+实践

Z0952E204
企业管理与创业

专题
2 2 32 动医院 理论+实践

Z0952E205 兽药创制专题 2 2 32 动医院 理论+实践

S0906E101
医学细胞和分子

生物学
2 1 32 动医院 理论讲授

S0906E206 兽医流行病学专题 2 1 32 动医院 理论+讨论

S0906E212 兽医药代动力学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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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

阶段主干

课程，不少

于3门）

动物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

跨学科或同等学历报考被录取的硕士生必选，须在中期考

核之前完成，不计总学分。
动物生理学或生物化学

兽医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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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习计划在导师的指导下完

成，提交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0 入学后1个月内

论文计划 论文研究计划在第1学期末制定。 0 第2学期初提交

2.学术活动

参加行业高水平学术会议、实践性学科竞赛、

主讲校内学术报告和选听学术讲座等，在学期

间至少主讲2次学术报告，累计参加学术交流活

动不少于6次。

2

全日制研究生：第1-3学期

非全日制研究生：第1-4

学期

3.文献阅读与综述

报告

研究生在学期间，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确定论

文研究方向，并在进行学位论文开题论证前广

泛阅读本学科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文献数量

不少于50篇，并撰写1篇以上的文献综述报告，

由指导教师审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查。

1

全日制研究生：第1-3学期

非全日制研究生：第1-4

学期

4.专业实践

在学期间，需到本学位点研究方向之外的实验

室、相关企业或校内外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

地，完成不少于半年的实践。在校内完成实践

的人数不得超过35%。实践采用集中或分段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也可结合实践进行学位论文的

相关研究工作。要求在第2学期末做好专业实践

计划书，第3学期初开始实施。

参加实践研究的研究生须撰写不少于5000字的

实践研究总结报告，进行实践研究答辩会，经

6

全日制研究生：第3-4学期

非全日制研究生：第3-5

学期



学院考核通过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5.开题报告

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在查阅文献和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完成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全日制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进入第2学期后即可进

行开题报告。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最

迟在第3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

1

全日制研究生：第2学期末

非全日制研究生：第3学

期末

6.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研究后进行中期考核。

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最迟

在第3学期末完成，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中期考核最迟在第4学期末完成。

1

全日制研究生：第3学期末

非全日制研究生：第4学

期末

7. 学位论文进展

中期检查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入论文研究过程一年后

进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学术规范、学术道德、

科研创新能力、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

0
非全日制研究生：第 5

学期

8.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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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生物学（第四版）
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结合“医学细胞和分

子生物学”考核
必读

2 分子生物学
潘学峰编著，科学出版社，

2009

结合“兽医综合技能

课”考核
必读

3 蛋白质分离与纯化技术
张建设等，军事医学科学

出版社，2009

结合“兽医综合技能

课”考核
必读

4 医学免疫学（第六版）
曹雪涛，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结合“免疫学技术及

其应用”进行考核
必读

5
现代药理学实验方法

（第二版）

张均田，2012，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

结合“兽药创制专题”

进行考核
必读

6 兽医传染病学（第五版）
陈溥言，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结合“人兽共患病与

公共卫生”进行考核
必读

7 现代分子病原细菌学
韩文瑜、冯书章，吉林人

民出版社，2003

结合“动物疫病防控”

考核
必读

8 兽医临床病理学
夏兆飞，中国农业大学出

版社，2014

结合“兽医病理学专

题”进行考核
必读

9 猪病学(第十版)

齐默尔曼(Jeffrey J.

Zimmerman)(编者),Locke

A.Karriker(编者)，中国农

业大学出版社2014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0
兽医药理与动物治疗学

（第九版）

(美)里维耶尔，帕皮奇主

编译，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1 畜牧兽医学报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结合“综述报告”一

起进行考核
选读

12 中国兽医学报 吉林大学农学部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3 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4 中国兽医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 结合“综述报告”进 选读



研究所 行考核

15 中国兽医杂志 中国畜牧医学会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6 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药学会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7 病毒学报 中国微生物学会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8 药物分析杂志 中国药学会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19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中国微生物学会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20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

中心

结合“综述报告”进

行考核
选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