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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青岛农业大学畜牧领域是与畜牧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等领域任

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畜牧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推广

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综合技能的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本学位

点立足山东，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以增强专业教育的竞争力和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以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以提高健

康养殖水平和产品质量为目标；以重点专业建设为平台，突出办学特

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

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学科主要围绕动物育种与繁殖技术、动物饲养与饲料、特种经济

动物养殖等方面，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依托，应用技术研究为突破点，

以畜牧生产中占优势的畜禽品种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常规方法与创新技术、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为畜牧产

业经济的发展打造高水平的学科团队和人才培养基地，为养殖业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种和技术支持。 

（二）培养目标 

1.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拥护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热爱畜牧业，

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

职业精神，积极为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2.掌握动物生产系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

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

传授技能，掌握牛羊猪禽马等传统畜禽和水貂狐貉鹿等特种畜禽的生

产管理和工程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业推广理念，能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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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高层次的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熟练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写、译能力

和基本的听、说能力，能满足本领域学习、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 

4.身心健康，具有承担畜牧领域范围内各项工作的良好体魄，正

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健康高尚的审美观。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与特色 

本领域包括动物育种与繁殖技术、动物饲养与饲料、特种经济动

物养殖等研究方向。 

1. 动物育种与繁殖技术：以动物遗传改良为总体目标，以应用

基础研究为主、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延伸；即针对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我国养殖业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与需求，瞄准学科前沿，将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从群

体、个体、细胞和分子水平深入研究农业动物的主要经济性状遗传规

律和形成机理，种质资源生物学评价，畜禽养殖、动物繁殖育种新理

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培育动物新品系（种）。 

2. 动物饲养与饲料：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主要研究单胃动

物、禽类、反刍动物等有关营养方面的问题，以便为获得肉、蛋、奶、

毛的高产量、高效率和高质量提供应用基础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3. 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以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特种动物为研究

对象，通过种质资源、遗传育种、生态与养殖、产品加工与开发、产

业经济与管理等方面的研发提高经济动物产出。 

（二）师资队伍 

1. 师德师风建设 

坚持思想铸魂和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师德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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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过程，全面落实《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修订）》、

《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青岛农业

大学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和《青岛农业大学师德

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开展了师德师风专题培训，进

一步明确了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将师德考核作

为教职工年度考核“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维度的首位，实行

师德师风考核“一票否决制”。未出现任何违背师德师风现象。 

2. 主要师资队伍规模结构 

本领域授权点紧紧围绕学科方向的建设需求，坚持引育并举，构

建了一支高水平、多元化、师德合格的导师团队，畜牧领域实行双导

师制，现有校内专任导师 32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12 人，高

级职称占比 81.3%；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8 人，占比 87.5%；具有

行业经历的教师 32 人，占比 100%；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21 人，

占比 65.6%（表 1）；联培导师 44 人，其中研究员 30 人，副研究员

14 人，高级职称占比 100%；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44 人，占比 100%；

具有行业经历的教师 44 人，占比 100%；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27

人，占比 61.4%（表 2）。除了校内导师和联培导师外，聘请了科研院

所、涉农企业和基层农业推广部门等 75 名校外专家担任行业指导教

师（即第二导师）。 

表 1 导师师资队伍结构表（校内导师）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合

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行业经

历教师 25 岁及

以下 

26 至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12 0 1 3 8 0 11 0 12 12 

副高级 12 0 3 7 2 0 11 0 12 12 

中 级 6 0 4 2 0 0 6 0 6 6 

其 他 2 0 0 1 1 0 0 2 2 2 

总计 32 0 8 13 11 0 28 2 32 32 



4 

 

表 2 导师师资队伍结构表（联培导师）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合

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师人数 

 

行业经历

教师 
25 岁及

以下 

26 至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30 0 1 13 14 2 30 0 30 30 

副高级 14 0 2 11 1 0 14 0 14 14 

中 级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44 0 3 24 15 2 44 0 44 44 

（三）科学研究 

2023 年新增科研合同经费 3295.68 万元，其中纵向合同经费

1036.28 万元，横向合同经费 2259.4 万元，到位经费 1825.58 万元，

创历年新高，人均科研经费为全校最高的学院。聚焦国家战略关键核

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其中，《肉牛（山东高青黑牛）新品系培育与

航天育种关键技术研发》单笔课题合同额 2000 万元。以第一单位发

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高质量论文 78 篇，取得发明专利 4 项，

成果转化 2 项。受到媒体报道 20 余次。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厅局级奖励 2 项。获批国家级特种家畜遗传评估中心（筹），新增青

岛市科技特派员 4 人。牵头承办全国学术会议 2 个，与都柏林大学签

订谅解备忘录。 

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深入民心。2023 年，开展社会服

务人数占教职工比例 75%，在全国举办培训 50 余场，培训科技人员

3000 余人次，服务农户 800 余户，解决技术难题 20 余项。同时，还

勇于担当西部地区畜牧业发展。肉羊、马属动物等团队多次赴新疆、

西藏等地区与当地畜牧兽医研究所合作开展技术服务、专项帮扶等，

在带去生态养殖关键技术的同时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多次受到当

地政府和养殖户的表彰感谢。牵头第三次全国畜禽驴遗传资源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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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多次赴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区采集样本并提供技术支持和

培训，2023 年已入库我院承建的全国第一个马属动物专业基因库样

品 12647 份，共享利用资源 669 份，为我国马属动物遗传资源提供了

“保险箱”。 

（四）教学科研支撑条件 

本学位点为研究生学习、科研提供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

的科研平台，拥有山东省黑牛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绿色低碳畜牧

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和山东省马属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省级

平台 3 个，市级和校级平台 3 个。本专业学位授权点现有仪器设备

1472 台（件），仪器设备总值 2266.27 万元，总使用面积 3816.24 m2，

教学平台 999.93 m2，科研平台 2381.92 m2。 

专业建设中的信息化建设主要依托于学校资源，网络资源和数字

化文献资源等比较丰富。我校图书馆拥有纸质藏书 289.99 万册、电

子图书 103.26 万种，订购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人大复印资料、

Web of Science 数据平台、ScienceDirect、Scopus、ACS、SciFind、

EI、ProQuest、Springer、Ovid、EBSCO、PNAS、ASM 等中外文数

据库 81 个，能够提供可靠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为研究生培养提供

了强有力的条件保障。申报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 4 个，2023 年 7 月，

经中共昆明市东川区委批准建设东川区草食畜（水禽组）养殖科技小

院。 

重视案例教学与案例库建设，主干课程全部采用讲授与案例分析

相结合的方式。2023年度获批山东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面上项目、

山东省优质研究生课程、山东省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项目各 1 项。

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 项，青岛农业大学课程思政

1 项，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2 项。通过案例库等建设，授课过程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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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理论与实践案例匹配，各章节的理论学习能够为学生提供合理的实

践案例，结合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兴趣，有助于培养应用型复合高层次人才。 

（五）奖助体系 

学位点设立把研究生纳入国家助学体系，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同时本学科还加大研究生奖助经费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多元奖助政策

体系。将现有的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

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包括《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

法（修订）》、《动物科技学院奖助学金评选办法》等管理办法，加大

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资助力度，建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制度、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制度，完善研究生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措

施。每年严格按照《动物科技学院奖助学金评选办法》进行奖学金的

评比和颁发。按照鼓励优秀、兼顾覆盖面的原则，依据不同奖助学金

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评选标准，保证了各类奖助学金最大程度地发挥

效益，2023 年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37.9 万元，覆盖学生 150 人次，奖

助学金的覆盖面达到 100%，奖助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学生发展提供

了坚实支撑。 

三、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1. 招生情况 

（1）录报比与录取人数 

2023 年度，一志愿报考本专业学位授权点 126 人，录取 36 人，

录取比例 28.57%，生源质量整体改善。 

（2）生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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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畜牧领域录取的研究生生源来自 31 所高校，46.38 %的考

生来自青岛农业大学，53.62%的考生来自其他 30 所高校。这些高校

及录取的人数分别为青岛农业大学（32 人）、沈阳工学院（3 人）、河

北农业大学（2 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2 人）、山东农业大学（2

人）、信阳农林学院（2 人）、西昌学院（2 人）、安徽农业大学、安阳

工学院、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套学院、

河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

淮阴师范学院、集宁师范学院、临沂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齐鲁理

工学院、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山东协和学院、

山西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农学院、潍坊理工

学院、长春科技学院各 1 人。 

2. 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1）发挥地域优势，做好招生宣传 

调动导师参与招生宣传积极性，引导导师增强招生宣传意识，参

与学院招生宣讲会。通过参加校外学术活动等机会介绍学科专业优势

特色，在本科教学科研活动中主动培育优质生源。 

充分利用校友、本校已录取的校外学生、学生社团组织等渠道发

布招生宣传相关材料及招生咨询会公告等，扩大宣传宽度和广度。 

公布招生咨询联系方式（电话和邮箱）并安排专人接受考生咨询。

畅通咨询服务渠道，提高宣传服务意识，提升宣传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与平台，制作反映学科专业特色和研究生人

才培养优势的宣传资料。学院网站开通研究生教育专栏，公布导师简

介、学科专业简介、研究教育成果、联合培养专项介绍等。 

（2）调整初试自命题科目，优化生源结构。 

（3）严格把关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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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主命题的考试科目和复试专业科目，命题教师与学校和学

院签订试题保密协议。学校统一组织进行试题命制和试卷批阅。邀请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组

研究所的专家全程参与研究生面试过程，对学生的专业素养、专业能

力和综合素质进一步把关。复试环节全程录音录像，公开复试环节和

录取结果，确保招生公平公正。各面试小组在面试结束后，在规定的

时间内将成绩向考生网上公布。 

（二）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等公共课程，强化思政课程学习，筑牢思

政教育根基。 

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筑牢思政教育，持续进行课程体系改革。

学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挖掘学科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

课程思政无痕地融入到各课程中。 

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本领域设副书记、副院长各 1 名，负责

研究生综合管理；配备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 2 人，全面负责研

究生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为思政教育提供了坚实保障。开展研究

生科研实践创新系列论坛 7次，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1次，

召开“学习重要回信精神 坚守矢志三农初心”专题研讨会 1 次，开展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专题学习会”1次，开展《正

确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专题党课 1次，完成思政类会议共计 5场；

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3 次，谈心谈话 150 余人次，完成心理测试预警谈

话并建档 2 人次。 

重视研究生党员发展工作，持续强化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充分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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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其有力引领效能，将其塑造成广大研究生的信仰高地。学院现有的

8 个科技小院为重要载体，让研究生党员在科技小院的实践中，深刻

体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研究生党支部成

为广大研究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学生重要

回信精神的主阵地。积极探寻符合研究生特质的组织生活新方式，让

党员教育与研究生的多元诉求相呼应，与学术钻研相互助力，与全面

成长相呼应。在科技小院中，开展丰富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提升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影响力，引领研究生党员在拼

搏奋进中提升党性境界，发挥先锋示范作用。本年度组织研究生定期

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13 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次，专题党课 4 次。培训

和发展学生党员 5 人，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7 人。 

（三）课程教学 

课程设置贯彻了多学科综合及宽口径培养的理念。共设置课程

32 门，其中公共学位课程 3 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综合英语Ⅱ、自然辩证法），培养学生的思政品质、学术道

德和外语能力；专业学位课 1 门（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专业必修课程 6 门，培养学生掌握畜牧生产的基本理论与技能；专业

选修课程 15 门，培养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以及把握行业动态能力；

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大多设有实验或实践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课堂教学注重植入三农政策、畜牧前沿进展、适用畜牧生产技术

和产业发展案例分析等内容。 

围绕本学点的研究生教育，通过建立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加强教

学效果的综合考评、对教学质量进行量化分析、推动教学改革的深化

以及加强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和业务能力；

通过研究生评教、专家评议和调研考评严格控制教学质量。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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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使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

握程度越来越高。 

（四）导师指导 

本学位点导师的选聘、培养和考核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研

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

法》、《动物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细则》和《青岛农业大学联

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等进行。依据“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

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充分考虑本学科的特点以及师资状况等，

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严格年度招生资格认定，实行动态调整

和分类管理。2023 年度内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9 名，获批山东省优

秀研究生导师 1 人。根据《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

度审核暂行办法》，建立了严格的研究生导师年审制度，通过对其教

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确定下一年度的招生资格。

2023 年，本学位点的导师全部获得招生资格。 

注重导师队伍的培训与交流，学校每年召开新遴选硕士研究生导

师培训与交流工作会议，解读研究生教育改革及培养关键环节，邀请

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分享心得体会，2023 年组织导师参加“山东省导

师能力提升班”、召开动物科技学院科研诚信培训会和动物科技学院

树师德正师风专题活动。建立导师间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机制，鼓

励教师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多

所国内外著名大学或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还搭建了校内

导师间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拓宽了研究思路，有

利于教师科研水平及指导研究生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完善。包括《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

教育工作管理规定》、《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等多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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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对教师指导研究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规范了指导的内容与要求，

一直执行良好。 

（五）实践教学 

校内外导师结合生产实践和行业需求，协同为研究生制定详细的

实践计划，指导其通过定岗实习的方式结合论文选题开展专业实践。

依托实践基地，强化实践管理与考核，研究生校外实践训练不少于 6

个月，期满后撰写总结报告，学校和实践基地对其进行双考核，通过

者方获学分，有效促进了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的紧密结合，培

养了研究生实践应用能力。根据培养需要建立稳定的研究生行（企）

业实践基地，加强研究生的实践训练，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

文工作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

能力。依托国家级科技小院打造“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科技小院”研

究生人才培养模式，聚焦“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持续推进产教协

同育人，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牢记使命担当，践行强农兴农使命，探索科技创

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不断探索服务“三农”的新路径。 

学院最早于 2012 年通过政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了山东高密

五龙鹅科技小院，进行品种选育工作。目前科技小院遍布山东各地，

在保护地方种质资源的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种质资源特色，大幅增加经

济价值，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动物，助力乡村振兴。 

学院多个科技小院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网、山东卫视和山东教育

卫视等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向社会推送科技小院建设成效和农业科技

工作者事迹，着力提升科技小院的影响力 

（六）学术交流 

积极开展与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交流活动，邀请专业领域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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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展学术研讨交流。2023 年度举办了 2023 年特产动物营养与饲养

技术研讨会暨特种畜禽研究生学术论坛，承办了第十一次全国动物生

物技术学术研讨会暨泰山学术论坛和全国科技小院青岛农业大学培

训会会议；聘请了多名国内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并来校做专题报告 23

次；研究生还分别参加了各领域相关年会，如第八届“奶牛营养与牛

奶质量”国际研讨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学分会第二十一次

学术研讨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禽学分会第二十一次全国家禽学术

讨论会、2023 年特产动物营养与饲养技术研讨会暨特种畜禽研究生

学术论坛等。这些学术活动为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在校生参加学术交流的覆盖率达 100%，通过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

聆听报告，学生了解了国际前沿，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七）论文质量 

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不断强化培养过程管理和

学术创新，增强导师和研究生的质量意识，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学位点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体质量不断提升，促进了学位点研究生教育

的发展。本授权点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严格按照《青岛农业大学硕士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文件的要求执行，从研究生论文开题、中期考

核、预答辩、毕业论文盲评、学位论文答辩等五个环节把好研究生论

文质量关。所有学位论文均通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

台（简称平台）进行论文双盲评审。2023 年，共 32 篇学位论文提交

至“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平台”进行双盲评审，全部通过，其

中双盲评为优良以上的比例达 82.8%。 

（八）质量保证 

学校、学院制定了研究生考核和分流淘汰的有关规定，对考核不

合格的研究生进行分流淘汰。在研究生培养中期从思想品德与业务素



13 

 

质等全面衡量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进行考核分流。考核的结果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考核“优秀”、“良好”和“合

格”者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不合格”者要终止攻读学位，发给肄

业证书。2023 年度，所有的研究生都顺利毕业，并被授予农业硕士

学位，无分流淘汰的研究生。 

（九）学风建设 

学校非常注重研究生的学风教育，出台了《青岛农业大学科研诚

信规范与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青农大校字〔2019〕52 号）和《青

岛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假处理实施细则》（青农大校字〔2014〕

161 号。每年研究生新生入学伊始，就要接受入学教育，帮助他们树

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

指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遵守学术道德、树立良好的学风。广泛开展

学风建设的专题讨论，每学期开展“开学第一课”和新生入学教育，将

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列为必讲内容，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学术自

律意识。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导师培训和学生教育的必修内容，

在课程教学与实践训练中，深度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潜心培养

学生的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和学生考

评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2023

年度共毕业 32 名研究生，未出现任何学术不端或学术道德方面的问

题，均顺利完成学业。 

（十）管理服务 

为了保障研究生的权益，学校和学院先后制定了《青岛农业大学

研究生管理办法》（青农大校字〔2021〕158 号）等一系列相关文件，

明确了学校、导师、学生在研究生个性化培养计划制定、课程教学与

学习、实践训练、科学研究、资源共享、奖助申请、医疗保障、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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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等多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校院二级管理，建立了学校（研究

生处）-学院（学院分管副院长、研究生秘书、专职辅导员）-学生（研

究生学生会）三个层面的学生权益保障机构和组织，确保了研究生各

项权利和义务的落实。 

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从办学实力、教学质量、

师资水平、奖助体系、专业实践、思政教育、就业以及研究生个人学

习满意度、对学校教学及管理满意度、学风建设满意度、资源共享满

意度、软硬件设施满意度等方面对在校研究生开展满意度调查，2023

年度 96.98%的学生总体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满意，96.99%以上的学生

对本学位授权点的思政教育水平和重视程度、师资水平、课程教学质

量和效果、学位论文要求、学校和学院的学生管理与服务等感到非常

满意或满意，97%以上的学生对注重实践能力培养，满足行业需求、

参与社会实践的情况与效果、就业情况等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 

（十一）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通过“访企拓岗”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多措并举促进就业，

充分利用各类信息平台，及时多形式发布毕业生信息、用人单位需求

信息，采取学生自主、导师帮扶、学院推进三结合就业模式，持续助

力毕业生就业。2023 年，本学位授权点毕业研究生 32 人，其中签订

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 15人，升学 5人，灵活就业 11人，就业率 96.88%。

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的研究生中，企业就业占比 68%、事业单位就业占

比 32%。用人单位及学术同行对本学位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理论基

础、专业水平、实践能力及后续发展的评价均较高，认为在用人单位

履行岗位职责很好的比例达 100%。 

（十二）培养成效 

学院凝练学科特色和专业特色，发挥科技小院育人作用，涵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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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学风，毕业生考研考博屡创佳绩，就业稳居全校前列，学生培养质

量稳步提升。研究生就业率 97.82%，位居全校第一，毕业生前往畜

牧产业一线、乡村基层等，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2023 年度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 48 篇，共中 SCI 收录 6 篇;授

权专利 2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国外专利 1 项(荷兰)。在中国

研究生乡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强国杯”第五届牛精英挑战赛中，

获国家级三等奖 1 项；获 2023 年山东省“和美华杯”研究生健康养殖

创新实践大赛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2023 年获评

获评创新计划项目 4 项、省级优秀毕业生 2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6 人，

获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 篇，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2 篇。考取博士研

究生 5 人（马德里理工大学 1 人、南京农业大学 1 人、中国农业大学

2 人、四川农业大学 1 人）。 

 
授权专利信息统计表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所有发明人 授权日期 

Method for 

intelligently identifying 

estrus state through 

sheep sound 

国外 

专利 
2029582 

董焕声,蒋铭旭（学）,贾博

（学） 
2023-06-01 

一种通过 miR-145 筛

选高产肉率碱地黑牛

的方法 

发明 

专利 

ZL 2022 

1 

0161441

.4 

董雅娟,刘瑞莉（外）,王胜
（外）,韩明轩（学）,于堃（学）,
张文琦（学）,陈振鹏（学） 

2023-08-15 

 

发表论文信息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专业

名称 
论文题目 刊名 

排

名 
刊出日期 

1 冯肖艺 畜牧 
褪黑素在绵羊体外胚胎技术

生产中的应用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3/19 

2 商昊 畜牧 

聚乙二醇与维生素 E 联用

对沂蒙黑猪精液冷冻保存效

果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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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小怡 畜牧 
生物素对种鹅繁殖性能和蛋

品质与血清生殖激素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10/27 

4 邵坤 畜牧 

乳化复合植物油粉对肉鸡生

长性能、消化机能、血清生

化指标和抗氧化机能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4/17 

5 高可欣 畜牧 

14~35 日龄北京鸭 25-羟基维

生素 D3 与维生素 D3 需要量

及其相对生物学效价的研究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5/12 

6 赵潇晗 畜牧 

甘草酸通过 c-Jun 氨基末端

蛋白激酶通路缓解脂多糖诱

导的 IPEC-J2 细胞炎症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6/21 

7 张莹 畜牧 

不同来源棉籽粕和菜籽粕有

效能值与营养物质表观消化

率相关参数研究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7/18 

8 陈莹 畜牧 

精氨酸对产蛋期五龙鹅种蛋

质量、血清激素和细胞因子

指标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8/3 

9 李大璐 畜牧 

胡萝卜缨青贮替代全株玉米

青贮对泌乳期文登奶山羊生

产性能、乳品质、养 分表观

消化率、抗氧化能力及免疫

功能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12/22 

10 陈莹 畜牧 

饲粮精氨酸水平对产蛋期五

龙鹅种蛋质量、血清激素和

细胞因子含量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08/03 

11 李大璐 畜牧 

青贮胡萝卜缨替代全株青贮

玉米对文登奶山羊生产性

能、乳品质、养分表观消化

率、血清抗氧化能力及免疫

功能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12/22 

12 张媛媛 畜牧 

犬源乳酸片球菌 GLP236 的

分离鉴定、体外益生功能及

小鼠安全性评价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10/30 

13 刘铃 畜牧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病育

种研究进展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2/8 

14 冯肖艺 畜牧 
牛体外胚胎冷冻保存的研究

进展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2/23 

15 胡颖 畜牧 

荣昌猪和三元杂交猪胴体性

状、肉品质及风味物质差异

研究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3/2 

16 冯肖艺 畜牧 
热应激导致奶牛胚胎质量下

降的机制及解决措施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3/23 

17 王子渲 畜牧 

基于脾脏转录组筛选北京油

鸡和广明白鸡抗热应激相关

功能基因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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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丹 畜牧 

羟基酪醇对肉仔鸡生长性

能、抗氧化能力和肠道炎性

因子的影响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6/12 

19 冯肖艺 畜牧 
能量负平衡导致奶牛繁殖力

下降的机制进展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10/23 

20 张任豹 畜牧 
基于70 K SNP芯片分析济宁

青山羊保种群体的遗传结构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04/23 

21 陈莹 畜牧 

Effects of dietary arginine 

supplementation o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serum biochemicals,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immunity of laying Wulong 

geese 

Poultry Science 
第

一 
2023/5/10 

22 李尊严 畜牧 

Effects of nonantibiotic 

growth promoter 

combinations on growth 

performance, nutrient 

utilization, digestive enzymes, 

intestinal morphology, and 

cecal microflora of broilers 

PLos One 
第

一 
2023/3/30 

23 张伟 畜牧 

Analysis of gut microbiota in 

chinese donkey  in different 

regions using metagenomic  

sequencing 

BMC genomics 
第

一 
2023/9/5 

24 郭荣 畜牧 

Analysis of gut microbiota in 

chinese donkey in different 

regions using metagenomic 

sequencing 

BMC GENOMICS 
第

一 
2023/09/05 

25 刘铃 畜牧 

Effect of Zbed6 Single-Allele 

Knockout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keletal 

Muscle in Mice 

Biology 
第

一 
2023/2/17 

26 赵凡 畜牧 

Multi-omics reveal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 

P8-mediated attenuation of 

oxidative stress in broilers 

challenged with 

dexamethasone 

Animal Nutrition 
第

一 
2023/6/19 

27 隗晗 畜牧 

饲粮中添加戊糖片球菌对育

成期水貂生长性能、营养物

质表观消化率以及血清生

化、抗氧化和免疫指标的影

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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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立项 

序

号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学生姓

名 
专业 

指导

教师 

1 2023.04.26 

中草药提取物对肠炎沙门氏菌感染

肉鸡生产性能、肠道健康、鸡肉品质

变化及货架期的影响 

邹长志 畜牧 刘华伟 

2 2023.04.26 

植物乳杆菌对大肠杆菌攻毒肉鸡生

产性能、肠道健康、肉品质及货架期

的影响 

邢鑫 畜牧 刘华伟 

3 2023.04.26 

低蛋白日粮中辣椒粕替代豆粕对蛋

鸡生产性能、蛋品质及肠道健康的影

响 

肖雨笛 畜牧 张凯 

4 2023.04.26 
MSTRG.18190.1-miRNA-145-5P 对

绵羊脂肪前体细胞增殖的影响 
徐蕾 畜牧 贺建宁 

 

2023年度研究生参加科研实践创新系列赛事获奖情况 

序
号 

获奖研究
生个人或
团队名称 

获得奖励名称 
获奖级

别 
获奖时间 

团队成
员 

指导教
师 

1 
青岛农业
大学奶牛

队 

中国研究生乡村振
兴科技强农+创新
大赛“强国杯”第五
届牛精英挑战赛 

国家级
三等奖 

8 月 7 日 

程凤琦、
王晓雯、
杨梦霄、 
邢承前 

徐连彬 
卜登攀 

2 
青岛农业
大学碱基
互补配队 

2023 年山东省“和
美华杯”研究生健康
养殖创新实践大赛 

特等奖 11月25日 

孙逢雪、
陈健、 
蒋子怡、
徐士博、
任启峰 

王利华 

3 
青岛农业
大学马到
成功队 

2023 年山东省“和
美华杯”研究生健康
养殖创新实践大赛 

一等奖 11月25日 

刘禄威、
徐蕾、 
曲治翰、
张潇文、
侯中一、
邢鑫 

李桢、
顾宜凯 

4 
青岛农业
大学优质
水禽队 

2023 年山东省“和
美华杯”研究生健康
养殖创新实践大赛 

二等奖 11月25日 

杨梦霄、
常春景、
姜雅静、
白储宁、
刘嘉玲、
李志鑫 

凡文
磊、范
楚琦 

5 
青岛农业
大学特养
创新队 

2023 年山东省“和
美华杯”研究生健康
养殖创新实践大赛 

二等奖 11月25日 

吴瑶、徐
利强、胡
肖、范玉
龙、周
涛、周东

辉 

孙伟
丽、辛
丽轲 

2023年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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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1 郭贽豪 2020*****03 畜牧 

2 赵凡 2020*****15 畜牧 

 
2023年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1 张昌政 2020*****12 畜牧 

2 王子渲 2020*****28 畜牧 

3 余大新 2020*****29 畜牧 

4 刘  铃 2020*****23 畜牧 

5 张任豹 2020*****14 畜牧 

6 李  玲 2020*****22 畜牧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2023 年新增科研合同经费 3295.68 万元，其中纵向合同经费

1036.28 万元，横向合同经费 2259.4 万元，到位经费 1825.58 万元，

创历年新高，人均科研经费为全校最高的学院。聚焦国家战略关键核

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其中，《肉牛（山东高青黑牛）新品系培育与

航天育种关键技术研发》单笔课题合同额 2000 万元。以第一单位发

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高质量论文 78 篇，取得发明专利 4 项，

成果转化 2 项。受到媒体报道 20 余次。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厅局级奖励 2 项。获批国家级特种家畜遗传评估中心（筹），新增青

岛市科技特派员 4 人。牵头承办全国学术会议 2 个，与都柏林大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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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谅解备忘录。 

（二）经济发展 

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深入民心。2023 年，积极开展“产

学研”合作，推广科研成果。开展社会服务人数占教职工比例 75%，

在全国举办培训 50 余场，培训科技人员 3000 余人次，服务农户 800

余户，解决技术难题 20 余项。同时，还勇于担当西部地区畜牧业发

展。肉羊、马属动物等团队多次赴新疆、西藏等地区与当地畜牧兽医

研究所合作开展技术服务、专项帮扶等，在带去生态养殖关键技术的

同时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多次受到当地政府和养殖户的表彰感谢。

牵头第三次全国畜禽驴遗传资源普查，研究团队多次赴西藏、新疆、

青海等地区采集样本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2023 年已入库我院承

建的全国第一个马属动物专业基因库样品 12647 份，共享利用资源

669 份，为我国马属动物遗传资源提供了“保险箱”。 

（三）文化建设 

召开“学习重要回信精神 坚守矢志三农初心”专题研讨会。高政

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

明确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使命和担当。开展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主题活动，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文化建设

的重要论述，引导学院师生树立廉洁的思想道德观念。学院党委领导

班子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聚焦“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联

系学院领导班子工作实际，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存在问题 

1. 生源质量有待提升。生源结构辐射面不大，较难吸引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第一志愿报考，报考学术以地方学院生源为主，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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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相对较多，且调剂生比例仍然较大，整体质量仍需提升。 

2. 师资队伍规模小，需要进一步加强，校外行业导师多源于省

内各科研院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生产一线单位较少，导师结构不

够合理，缺乏应用型课题。 

3. 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有待提高。校企产学研合作深度不够，部

分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且部分实践基地没有开展实质上

的人才培养工作，无法保障规模日益扩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

的需求。 

4. 结合生产实践，培养专硕人才沟通、协调、执行等综合能力

有待提升等 

六、建设改进计划 

1. 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紧跟国家、省市的发展战略需求，围

绕新旧动能转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对畜牧学人才的需求，进一步调整和

凝练学科方向，通过学科交叉实现多学科的高度融合，为社会培养更

多适合各方需求的高级畜牧学专门人才。 

2. 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提升学科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加强对外、对内的宣传，吸引优秀的学生报考

我校的畜牧专业；同时要严把入学考试和复试关，确保生源的质量不

断提升。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在校教师进企业或境外实践，不断

提高教师生产实践和创新教学的能力；深入实施双导师制，加强导师

考核，构建“定期考核，末位淘汰”的考评机制，进一步深化落实“双

导师制”，切实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加强对行业导师的管理和培训，

吸引高水平行业导师参与研究生培养各环节，促进产学研融合和资源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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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续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加强科技小院建设，不断提升

科技小院数量与质量，不断完善硬件设施、提升软件水平，打造产学

研用实践基地，为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和锻炼提供更优质平台，促进专

业实践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