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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本报告是各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的重要环节之一，贯穿自我评估

全过程，应根据各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编制本单位的建设年度报告，脱密后按年

度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发布。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总结报告。 

三、封面中单位代码按照《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管理信息标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2004 年 3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教育部《高

等学校代码》（包括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填写；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名称及

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 2011 年印发、2018 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

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授权学科名称及代码按

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类别名称及代码按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填

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授权级别选“博士”。 

四、本报告采取写实性描述，能用数据定量描述的，不得定性描述。定量

数据除总量外，尽可能用师均、生均或比例描述。报告中所描述的内容和数据

应确属本学位点，必须真实、准确，有据可查。 

五、除另有说明外，本报告涉及过程信息的数据，统计时间段为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涉及状态信息的数据，统计时间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六、本报告所涉及的师资内容应区分目前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专职人员

和兼职导师（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统计

或填写）。 

七、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成果奖

励等）应是署名本单位，且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

业学位点重复统计或填写。引进人员在调入本学位点之前署名其他单位所获得的

成果不填写、不统计。 

八、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后编写。 

九、本报告文字使用四号宋体，纸张限用 A4，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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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青岛农业大学畜牧学（0905）硕士学位授权点获批于 2006 年，

下设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090501）、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090502）

和特种经济动物饲养（090504）三个二级学科，其中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090501）、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获批于 2003 年。学科紧紧围绕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立足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以建设特色

鲜明的一流学科和培养高端人才为目标，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和特种经济动物饲养三个方向形

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一是动物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和新品种培育方

面，特别是五龙鹅和崂山奶山羊品种选育、苏博美利奴羊新品种培育

与克隆牛研究与应用方面国内领先；二是崂山奶山羊、五龙鹅等优良

地方品种和奶牛的营养需要及代谢调控机制研究方面特色鲜明；三是

特种经济动物在种质资源评价、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料、环境控制、

产品质量评价、产品精细化利用等研究。形成了特种家畜、驴等种质

资源评价及创新利用研究优势，构建了水貂、狐营养需要与饲料知识

体系，鹿科动物全基因组及其功能注释及特种动物特异微生物分离鉴

定与分子改造等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学科拥有国家特种家畜遗传评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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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动物种质创新及健康养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生态健康型畜牧业研究所和动物生殖发育与基因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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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教学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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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热爱祖国，热爱畜牧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具

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学术精神，积极为我国畜牧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服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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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素养。  

3．具有畜牧学科的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试验

操作技能和数据处理分析方法，了解畜牧业产业和研究课题方向的国

内外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组织与管理、调查研究与决策能力；在各

项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能胜任畜牧学科的教学、

研究和生产技术工作。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

有较好的中外文写作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与特色 

畜牧学学科将围绕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和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等方面加强建设，提升学科的竞争水平。 

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研究动物遗传物质的传递、表达及变

异规律，动物生殖规律及其调节机制，指导和应用于动物遗传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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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和繁殖调控。 

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营养物质摄入与动物生命活动之

间的关系。研究反刍动物营养与饲料、单胃动物营养与饲料和动物营

养与保健。 

3.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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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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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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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校内专任硕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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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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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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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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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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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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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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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家特种家畜遗传评估中心、山东省黑牛繁育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和绿色低碳畜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共建）省部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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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3 个，厅局级平台 2 个，校级平台 2 个。学位授权点现有教学实验

室面积达 3381.85 m2，仪器设备 1472 台（件），仪器设备总值

2266.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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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9 万册、电

子图书 1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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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报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 4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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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研究生创新成果、山东省优质研究生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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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项目共 2 项。通过案例库等建设，授课过程中做到理论与实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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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培养应用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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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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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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万元，覆盖学生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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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学 2023 年一志愿报考本专业学位授权点 23 人，录取 4 人，

录取比例 17.39%。报考人数较以往显著提高，生源质量整体改善。 

（2）生源结构 

2023 年畜牧学录取的研究生生源来自 13 所高校，23.81%的考生

来自青岛农业大学，76.19%的考生来自其他 12 所高校。这些高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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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的人数分别为青岛农业大学（5 人）、安徽科技学院（2 人）、河

南牧业经济学院（2 人）、聊城大学（2 人）、临沂大学（2 人）、甘肃

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山

东财经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榆林学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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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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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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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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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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设副书记、副院长 1 名，负责研

究生综合管理；配备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秘书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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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余人次，完成心理测试预警谈

话并建档 1 人次。 

稳步提升研究生党建质量，全力推动研究生党支部建设迈向新高

度，充分发挥研究生党支部的先锋引领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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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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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主阵地。积极探索契合研究生实际的组织生活新形式，使党员

教育与研究生扎根乡村的实践行动相结合、与研究生助力农业强国建

设的使命担当相结合，提升研究生党员教育的时代性，激励研究生党

员在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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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磨砺党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

青春力量。全年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2 次，专题党课 4 次，组织研究

生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14 次。培训和发展学生党员 3 人，培训入

党积极分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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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门，其中公共学位课程 4 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综合英语、自然辩证法、英语听说），培养学生的思政品质、

学术道德和外语能力；主干课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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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门，培养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以及

把握行业动态能力；主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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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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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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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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硕士学位的培养需求确定并设置研究生指导

教师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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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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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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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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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科技学院研究生指

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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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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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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业大学关于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实施意见》和《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等多个制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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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方式多样，内容丰富。一是通过将理

论课程与学术训练结合，在课程内容上融入学科的新进展及教师个人

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考试方式上通过撰写课程论文等方式，锻炼学生

的科研思维和写作能力；二是将科学研究与学术训练结合，通过参与

导师科研项目、申请校级研究生创新课题等多种途径强化研究生的独

立科研、文献阅读及自主创新等能力，提高综合素质。2023 年度获

校级研究生创新项目 2 项；三是将培养过程与学术交流结合，通过课

程学习、论文阅读、讨论会等形式对研究生实施严格的、完整的、系

统的科研训练。让研究生广泛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举办学科前沿讲座、

优秀成果奖励，激发创新的兴趣，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2023 年度，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 33 篇，其中 SCI 收录 11 篇，授权国内发明

专利 1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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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山东省研究生创新成果

1 项；省级优秀毕业生 3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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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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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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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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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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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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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双盲评为优良以上的比例达 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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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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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授予农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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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和《动物科技学院问题论文处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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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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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2023 年度共毕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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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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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8%的学生总体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满意，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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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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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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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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其中签订

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 7 人，升学 2 人，灵活就业 7 人，就业率 100%。

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的研究生中，企业就业占比 57%、事业单位就业占

比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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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 33 篇，其中 SCI 收录 11 篇；

获国内发明专利 1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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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研究生创

新计划项目 2 项，省级优秀毕业生 3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3 人。考取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1 人、内蒙古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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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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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明轩（学）,于堃（学）,

张文琦（学）,陈振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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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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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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豪龙 畜牧学 
Resveratrol improves the 

Frozen-Thawed ram Sperm quality 
animals 

第

一 
2023/9/18 

2 李亚霖 畜牧学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Postbiotics on Growth Performance, 

Immune Status, and Intestinal 

Microflora of Growing Minks. 

Animals 
第

一 
2023/9/27 

3 陈鹏 畜牧学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HW1 on growth performance, 

intestinal immune response, barrier 

function and cecal microflora of 

broilers with necrotic enteritis. 

Animals 
第

一 
2023/12/10 

4 薛世杰 畜牧学 

The Role of miR-369-3p in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readipocytes in Aohan fine-wool 

sheep 

Archives Animal 

Breeding 

第

一 
2023/2/27 

5 崔海祥 畜牧学 

Carboxylated ε-Poly-L-lysine 

Improves Post-Thaw Quality, 

Mitochondrial Functions and 

Antioxidant Defense of Goat 

Cryopreserved Sperm 

biology 
第

一 
2023/1/12 

6 张伟静 畜牧学 

Carboxylated ε-Poly-L-lysine 

Improves Post-Thaw Quality,  

Mitochondrial Functions and 

Antioxidant Defense of Goat  

Cryopreserved Sperm 

Biology 
第

一 
2023/2/1 

7 张伟静 畜牧学 

Carboxylated ε-Poly-l-lysine 

Improves Post-Thaw Quality, 

Mitochondrial Functions and 

Antioxidant Defense of Goat 

Cryopreserved Sperm 

Biology(Basel) 
第

一 
2023/02/01 

8 原君梦 畜牧学 

Hepatic Proteomics Analysis Reveals 

Attenuat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in 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Treated Oxidatively 

Stressed Broilers 

Journal of 

Agricultral and 

Food Chemistry 

第

一 
2023/7/24 

9 马胜楠 畜牧学 

Low-protein diets supplemented with 

isoleucine alleviate lipid deposition in 

broilers 

Poultry Science 
第

一 
2023/3/1 

10 郝健中 畜牧学 

Effects of dietary vitamin K3 

supplementation o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egg quality, vitamin K - 

dependent proteins, and antioxidant 

properties in breeding geese during 

the laying period 

Poultry Science 
第

一 
2023/6/14 

11 原君梦 畜牧学 

Effects of 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 on oxidative stress, 

mitophagy, and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in broiler 

breast meat 

Poultry Science 
第

一 
2023/10/11 

12 邢宝瑞 畜牧学 鹿茸逆向成骨的研究进展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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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云海 畜牧学 
饲粮中添加透明质酸钠对猫采食性

能、血液指标和毛皮健康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2/27 

14 李倩 畜牧学 

饲粮维生素 B1添加水平对产蛋期种

鹅繁殖性能、血清生殖激素指标、肠

道组织形态及盲肠菌群结构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5/10 

15 钱旺 畜牧学 

糖萜素和植物乳杆菌对肉鹅生长性

能、屠宰性能、血清生化指标和肉品

质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8/4 

16 王小惠 畜牧学 

胍基乙酸对育成期公貂生长性能、脏

器指数、 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

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9/1 

17 张云海 畜牧学 
补饲复合麦苗鸡肉冻干对猫血液指

标、毛发排出及肠道健康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3/10/17 

18 邢宝瑞 畜牧学 
鹿茸成骨过程中骨保护素作用机制

的研究 

农业生物技术学

报 

第

一 
2023/11/21 

19 邢宝瑞 畜牧学 
甾体类激素对鹿茸间充质干细胞骨

保护素表达 的影响 
兽类学报 

第

一 
2023/7/15 

20 郝健中 畜牧学 
饲粮碘添加水平对五龙鹅免疫性能、

甲状腺功能和组织形态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5/15 

21 张云海 畜牧学 
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透明质酸钠对

猫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11/7 

22 邢皎方 

特种经

济动物

饲养 

MLT 埋植剂对育成期水貂血清生殖

激素、卵巢形态和显微结构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5/10 

23 于梦琪 畜牧学 
干扰 B-Raf 基因对绵羊毛囊干细胞

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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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源益生菌筛选、安全性

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 
李悦垚 畜牧学 李光玉 

2 2023.04.26 

治疗鸡梭菌性肠炎中草药

组方的筛选及其生产中应

用效果的研究 

杜一凡 畜牧学 张凯 

 

山东省研究生创新成果 

序

号 
学号 

学生姓

名 

一级学

科 

入学

时间 

指导老

师 
成果名称 

1 2021*****21 李亚霖 畜牧学 2021.9 王利华 
水貂功能型饲料添加

剂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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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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1 李雅静 2020*****07 畜牧学 

2 郝健中 2020*****04 畜牧学 

3 姜琳 2020*****05 畜牧学 

 

2023年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1 薛世杰 2020*****15 畜牧学 

2 都萌萌 2020*****02 畜牧学 

3 韩明轩 2020*****03 畜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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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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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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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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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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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人才缺乏，领军人才不足，科教融合

和产教融合型人才不强。 

3. 学科交叉融合不够，科学研究平台及条件不完备，基础研究

领域标志性原创科研成果产出不多。 

4. 解决产业卡脖子的核心突出技术方向凝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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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的畜牧学专业；同时要严把入学考试和复试关，确保生源的质量

不断提升。在研究生名额分配时，要兼顾各学科方向的需要，改变名

额分配不均的问题。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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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团队的建设，通过引进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进一步改善

师资队伍的结构。 

4．做好成果凝练，积极开展成果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