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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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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涉及状态信息的数据，统计时间点为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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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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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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9 人，高级

职称占比 80%；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6 人，占比 86.7%；具有行业

经历的教师 30 人，占比 100%；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15 人，占比

50%（表 1）；联培导师 39 人，其中研究员 28 人，副研究员 11 人，

高级职称占比 100%；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9 人，占比 100%；具有

行业经历的教师 39 人，占比 100%；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24 人，

占比 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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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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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 0 2 8 4 12 0 14 14 

副高级 9 0 1 6 2 0 8 1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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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级 6 0 3 3 0 0 6 0 6 6 

其 他 1 0 0 0 1 0 0 1 1 1 

总计 30 0 4 11 11 4 26 2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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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0 3 11 14 0 28 0 28 28 

副高级 11 0 2 8 1 0 11 0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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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0 5 19 15 0 39 0 39 39 

（三）科学研究 

2022 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 51 项，到位经费 1109.194 万元。其中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6项，立项率 100%；

以青岛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SCI 论文 27 篇，中文论文 45

篇，取得发明专利 2 项，团体标准 1 项，科研成果转化 1 项，荣获地

厅级奖励 1 项，开展社会服务 200 余人次。新增青岛市第八批科技

特派员 3 人。以特种经济动物学科为依托，启动了特种动物科学中心

和马属动物科学中心的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学院公共科研平台。积极

开展碱地黑牛育种基地建设，健全了碱地黑牛良种商业育种体系。与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美国佐治亚大学已定期开展线上学术交流 13 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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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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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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 台（件），仪器设备总值 2142.16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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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获批“三部委”国家级科技小院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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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获批青岛农业大学优质研究生课程项目 1

项，青岛农业大学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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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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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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30.7 万元，覆盖学生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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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一志愿报考本专业学位授权点 113 人，录取 46 人，

录取比例 40.71%。报考人数较以往显著提高，生源质量整体改善。 

（2）生源结构 

2022 年畜牧录取的研究生生源来自 19 所高校，65.52%的考生来

自青岛农业大学，34.48%的考生来自其他 18 所高校。这些高校及录

取的人数分别为青岛农业大学（38 人）、山东农业大学（2 人）沈阳

工学院（2 人）、滨州学院、东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集宁师

范学院、临沂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齐鲁理工学院、山西农业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燕山大学里仁学院、扬

州大学、长春科技学院、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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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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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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参加学校组织的线上线下宣讲活动。 

（2）严格把关录取 

学校自主命题的考试科目和复试专业科目，命题教师与学校签订

试题保密协议。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试卷批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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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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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研实践创新系列论坛 4 次，开展研究生实践育人系列活动 7 次，

举办“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争取新时代合格党员”党日活动一次，院举

办“动物科技学院举行课程思政虚拟教研室专题”研讨会一次，开展

“育人以德，育德于研”开学第一课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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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余人次，完成心理测试预警谈

话并建档 1 人次。 

重视研究生党员发展工作，大力推进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充分发

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要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积极探寻适合研究生

特点的组织生活形式。将党员教育与研究生的实际需求相融合，切实

满足研究生在学业、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与学术科研相呼应，鼓励研

究生党员在科研创新中发挥带头作用，为推动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与成长成才相契合，助力研究生党员全面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人才。提升研究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引领研究生党员在创先争优

中锤炼党性，以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为动力，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深化理论武装，开展“新时代 新阶段 新征程”解放思想大

讨论，定期组织研究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 14次，主题党日活动 12次，

专题党课 4 次。培训和发展学生党员 7 人，培训入党积极分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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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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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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严格控制教学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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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内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 18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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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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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导师参与各类培训 3

项（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 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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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高校研究生导师专题网络培训、动物科技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提

升专题会、动物科技学院导师专题培训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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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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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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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获批校级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 3 项，且依托国家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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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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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了多名国内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并来校做专

题报告 3 次。此外，研究生还分别参加了畜牧相关年会，如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动物繁殖学分会 2022 年常务理事会暨学术交流会、第三届

家畜生物育种与胚胎工程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粮油学会饲料分

会 2022 年学术年会、家畜生态学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等，研究生参

加学术交流 433 人次，覆盖率达 100%，这些学术活动为研究生参与

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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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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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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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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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证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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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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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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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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97.01%的学生总体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满意，9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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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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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本学位授权点毕业研究生 23 人，其中签订

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 9人，创业 1人，灵活就业10人，就业率 86.96%。

签订劳动合同就业的研究生中，企业就业占比 77.8%、事业单位就业

占比 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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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 46 篇，其中 SCI 收录 12 篇；

授权专利 2 件，国家发明专利 1 件，实用新型 1 件，软件著作权 1 项。

2022 年获评获评创新计划项目 3 项、省级优秀毕业生 1 人、校级优

秀毕业生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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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申请信息表 

学号 姓名 专业名称 软件名称 登记号 登记日期 

2020*****14 张任豹 畜牧 

动物繁殖管理

与育种分析系

统软件 V1.0 

2021SR1735853 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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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便于调整高度的绵羊保

定器 
实用新型 

ZL2021221

20273.8 
张浩 

2022-01

-18 

一种山羊毛色相关的分子标

记方法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8113

23682.4 

贺建宁,张连凯（学）,柳

楠,刘积凤,孔凡虎（外） 

2022-06

-17 

 

发表论文信息表 

序

号 
姓名 

专业名

称 
论文题目 刊名 

排

名 
刊出日期 

1 刘中原 畜牧 
地克珠利在肉鸡体内沉积、消减规

律及对主要脏器组织的影响 
中国兽医杂志 

第

一 
2022/3/22 

2 罗兰 畜牧 
辅酶 Q10 对杜洛克猪精子冷冻保

存效果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1/14 

3 郭荣 畜牧 
马属动物胃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区

系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4/13 

4 李晓 畜牧 

基于 SNP 芯片对里岔黑猪进行

遗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分析的研

究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4/20 

5 李晓 畜牧 
基于 SNP 芯片对里岔黑猪进行遗

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分析的研究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04/20 

6 张权威 畜牧 
CRISPR/Cpf1 双切刻系统的构建

与活性检测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6/15 

7 郭荣 畜牧 
青海毛驴肠道微生物优势菌群分

析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6/21 

8 张文琦 畜牧 
碱地黑牛 ELOVL2 和 ELOVL5 基

因的克隆测序及表达分析研究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9/16 

9 晏子越 畜牧 
褪黑激素埋植剂对配种准备期水

貂卵巢形态学和 卵泡发育的影响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10/10 

10 尹红吉 畜牧 
脱氢乙酸钠对育成期水貂生长性

能、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及脏器指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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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影响 

11 王雷 畜牧 

DKK2 基因质粒的构建及其在敖

汉细毛羊成纤维细胞中表达量的

研究 

中国畜牧杂志 
第

一 
2022/01/06 

12 郭贽豪 畜牧 

低聚木糖对伊拉肉兔生产性能、养

分表观消化率和血清免疫、抗氧化

指标的影响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2/10/21 

13 张莹 畜牧 
育肥期华西牛蛋白质与能量需要

量研究 
动物营养学报 

第

一 
2022/10/21 

14 刘同 畜牧 
肉鸭胸肌特异挥发性风味物质的

鉴定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2/2/8 

15 李玲 畜牧 
基于 SNP 标记的滩羊亲子鉴定研

究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2/7/15 

16 张润 畜牧 
畜禽肉中代谢物质对肉品质的影

响及相关基因研究进展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2/8/9 

17 张润 畜牧 
北京黑猪肌内脂肪含量高、低组间

脂质组差异分析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2/9/4 

18 张昌政 畜牧 

基于全基因组填充重测序关联分

析鉴别影响苏山猪初生体尺与乳

头数性状的遗传位点 

畜牧兽医学报 
第

一 
2022/10/26 

19 罗兰 畜牧 

Effects of riboflavin on boar sperm 

motility, sperm quality, enzyme 

activity and antioxidant status 

during cryopreservation 

Veterinary 

Medicine and 

Science 

第

一 
2022/6/3 

20 王子渲 畜牧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ver 

Transcriptome of Beijing You 

Chickens and Guang Ming Broilers 

under 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Typhimurium Infection 

Microorganisms 
第

一 
2022/12/9 

21 王子渲 畜牧 

Dual RNA-Seq of H5N1 Avian 

Influenza Virus and Host Cell 

Transcriptomes Reveals Novel 

Insights Into Host-Pathogen Cross 

Talk 

FRONTIERS IN 

MICROBIOLO

GY 

第

一 
2022/4/12 

22 郭荣 畜牧 

Comparison of gut microflora of 

donkeys in high and low altitude 

areas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第

一 
2022/09/26 

23 向永杰 畜牧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induced mouse ovarian 

insufficiency by interrupting lipid 

homeostasis in the ovary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第

一 
2022/10/01 

24 朱新远 畜牧 
Granulosa Cells Improved Mare 

Oocyte Cytoplasmic Maturation by 

Front Cell Dev 

Biol 

第

一 
202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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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Collagens. 

25 张润 畜牧 

Characterization and difference of 

lipids and metabolites from Jianhe 

White Xiang and Large White pork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第

一 
2022/9/27 

26 张润 畜牧 

Metabolomics and lipidomics 

profiles related to intramuscular fat 

content and flavor precursors 

between Laiwu and Yorkshire pigs. 

Food Chemistry 
第

一 
2022/10/19 

27 崔钰 畜牧 
EPHA4 and ephrin A3 in aohan 

fine-wool sheep skin 

Archives Animal 

Breeding 

第

一 
2022/1/6 

28 崔钰 畜牧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PHA4 and Ephrin A3 in Aohan 

fine-wool sheep skin 

Archives Animal 

Breeding 

第

一 
2022/01/06 

29 李玲 畜牧 

Analysi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Paternity Test of Tan Sheep in 

Yanchi Area, China 

animals 
第

一 
2022/11/10 

30 张润 畜牧 

Integrating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with RNA-seq 

revealed DBI as good candidate 

gene for intramuscular fat content 

in Beijing Black Pigs. 

Animal Genetics 
第

一 
202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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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16 
硒通过调控内质网应激通路缓解仔猪骨骼

肌氧化损伤机制 

2022 校

级立项 
孟洪令 畜牧 

2 2022.06.16 
支持细胞培养液提高猪冷冻精液质量的研

究 

2022 校

级立项 
刘梦梦 畜牧 

3 2022.06.16 

基于 cGAS-STING 信号通路探讨绿原酸缓

解对肉鸡肠道粘膜损伤的缓解作用及机理

研究 

2022 校

级立项 
吕慧敏 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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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1 毕晓燕 2019*****41 畜牧 

2 刘同 2019*****46 畜牧 

 

2022 年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序号 姓名 学号 专业 

1 崔钰 2019*****31 畜牧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2022 年学院新增科研项目 51 项，到位科研经费 1109.194 万元。

其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6 项，立项率

100%；以青岛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SCI 论文 27 篇，中文论

文 45 篇，取得发明专利 2 项，团体标准 1 项，科研成果转化 1 项，

荣获地厅级奖励 1 项。签订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合同 31

项，合同金额 1334.68 万元，横向项目到位经费 403.094 万元。 

（二）经济发展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广科研成果。2022 年度，与地方政府

和企事业单位共签订合作项目 23 项，专家教授长期活跃在生产第一

线，开展社会服务 200 余人次，媒体报道 40 篇，培训约 300 余人次，

服务企业数 21 个，建立产业联盟 12 个，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 1 份。

新增青岛市第八批科技特派员 3 人。 

（三）文化建设 

开展“强党建赋能创新创业，拓思路聚能立德树人”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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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学科建设新要求，坚持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凝心聚力，多措并举，突出特色，打造亮点，扎实推

进创新创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促使学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组

织集中收看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开幕式，继续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党代会精神上来，以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指引，凝心聚

力，勇于开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积极开展 “新

时代 新阶段 新征程”解放思想大讨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推动学校

和学院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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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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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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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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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适合各方需求的高级畜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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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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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学研融合和资源整合，

切实提升导师队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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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强校企研发，促进成果转化。加强校企联合研发，积极向

企业推介研发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