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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60 生物与医药

一、培养目标

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属于工程类专业学位，授权点面向生物技术、医药、
食品、发酵、精细化学品等行业，主要培养相关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

2.实践能力要求
掌握生物与医药相关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具备科学

创新精神、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了解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独立担负
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生物技术与工程
以西南地区特色植物种质资源为研究对象，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

酶工程、发酵工程等基本理论和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开展新种质创制及其功能
化和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研究。

2.制药工程
针对中药制药、化学制药等重大需求，开展特色道地中药材新品种、GAP 规

范与中药饮片、活性产物与天然药物、候选药物与医药中间体、药物制剂工艺、
药品质量与管理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研究。

3.环境生物工程
针对放射性与重金属污染治理及环境生物效应重大需求，融入军民融合战

略，开展军工特种生物质吸附材料、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极端环境生物效
应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研究。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5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1 学
分，选修课不低于 15 学分，培养环节 6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5 学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 门，但
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硕士生培养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等。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
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

参加不少于 5次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研究生须公开作不少于 1次学术报告。
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
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80 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 12 篇以上，写出 3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
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根据生物与医药领域相关企业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及管理过程的特性，

结合相关研究内容，专业实践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
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实践环节包括课程实验、企业实
践、课题研发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学校导师或学校及企业
导师协商决定，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交《西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专业实践报告》，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侯大斌（组长）、胡尚连、陈晓明、李良春、孙德群、陈珂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17099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6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6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6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2270010 生物与医药研究进展 2 32 √ 考试

1041670001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 考试

1041670003 高级生物统计学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680993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680992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680994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1042280004 工程伦理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

选修课

1041680021 生物信息学 2 32 √ 考查

1042270008 高级微生物学 2 32 √ 考试

1042280151 细胞工程 2 32 √ 考查

1042270006 高级植物生理学 2 32 √ 考试

1042280152 环境生物技术 2 32 √ 考查

1041680031 辐射生物学 2 32 √ 考查

1042280153 生物质材料工程 2

√ 考试

10422 -0

生质材工程

2

√
考试

1042201

生质材工程

2

√

考试

104220

生质材工程

2

√

试104227

03

质材料工程

6e√
考查

10422

质材工程

16√

考试

104220-001

质材工程

2√考查104220я1

质材工程

2√

考试

10422я71

质材工程

16√

考试

10422

质材工程

2 √ 考查

10422

я0

质材工程

2√

考试

质材工程

16√考查104220

质材工程

16√

考试

104222

质材工程

2√

考试

104221

质材工程

16√ 试104222

质材工程

16√

考试

104221 4ƾ2√

√

考查1042200质材

я

21622√

√

考试

10422я01

я

2√√

考试

√√√



095131 农艺与种业

一、培养目标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农艺与种业领域）主要以农作物和园艺植物为研究对象，
以国家“三农”政策为导向，为农艺和种业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产业开发与
推广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适合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
振兴战略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

2.实践能力要求
应掌握植物生产的基本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

会科学知识；掌握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发展需求规律及技术应用、传播模式，
具备植物生产全产业链的生产与经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技能；掌握大田农作物、
园艺植物和种业生产管理与工程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农艺与种业领域
的研究或开发、经营管理等工作的能力。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作物科学
作物科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作物重要性状的遗传规律和育种技术，培育优良

品种，实现良种化、种子标准化；同时揭示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形成规律
及其与环境关系，采取农艺措施将良种的遗传功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生产目标，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生态安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2.园艺科学
园艺科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为适应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和现代果蔬规

模化优质高效生产的需要，开展现代果蔬规模化优质高效生产和技术集成与应用
研究；为适应城乡绿化和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产业需要，开展园林植物与观赏园
艺研究，提供服务区域和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3.种业科学
以农学和园艺专业为依托，重点研究植物的遗传育种和种子生产等技术。开

展植物特异种质资源评价和利用研究，为高效、合理利用植物种质资源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开展相关代谢途径以及调控机制，寻找调控种子质量的新途径，研
究核心种质构建的方法；充分发挥我校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
合理配置，协同攻关，努力实现种子产业化、现代化在本地的实现与推广，推动
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5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5 学
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7学分，培养环节 6 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5 学分）。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践教学以校外为主，本领域农业硕士研究生实践研究不
少于 6个月。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门，
但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硕士生必修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硕士生必须全程参加入
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

参加 5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其中校内 4场，校外 1场），并作 1次学术报告(开
题报告除外)。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证明材料一
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
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50 篇以上（其

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篇），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综述考查应提出值得研
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报告
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硕士生可以采取顶岗实习形式，参与实习单位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也

可参加校内、校外导师与领域相关的研究项目，在研究中进行实践活动。硕士生
在实习单位实习期间，要熟悉或掌握实习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流程。专业实
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统一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
交《西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不少于 8000 字），考核



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 者科学后工程学院

2.

成

回））学严全）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17099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6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6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6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18700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1042270011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3 48 √ 考试

1042270012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3 48 √ 考试

1042270013 农业科技与政策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680993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680992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680994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1041880004 农艺与种业领域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005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006 园艺产品生产与营销 2 32 √ 考查

1041880007 园艺植物栽培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008 种子经营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009 种子工程技术 2 32 √ 考查

1042280150 科技论文写作 2 32 √ 考查

培养环节

104229000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5 专业实践 4.5 √ √ 考查 必修



095133 畜牧

一、培养目标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该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
以国家“三农”政策为导向，以家畜家禽和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象，为动物育
种繁殖和动物营养与饲料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产业开发与推广等企事业单位
和管理部门培养适合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的应
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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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为我国畜牧业现代
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2.实践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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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牛羊猪鸡
等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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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从事高层次的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动物育种与繁殖技术
在掌握动物遗传原理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优良特色畜禽资源，研究

创新和应用当代动物繁殖和育种技术，改良提高或培育牛羊猪鸡等主要畜禽新品
种/品系，为牧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解决技术难题。

2.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
在掌握动物营养学原理基础上，评价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和不同动物在各个

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量并据此制定适宜的商业日粮配方，研究营养来源和供给方
式对动物生长发育的代谢调控效应。

3.动物健康安全生产
研究动物生产过程中的源头安全健康问题，包括饲料品质、药物和添加剂、

养殖环境、动物疫苗等的安全健康，以便于从源头控制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问题，
保证牧业生产产品的健康安全。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5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3 学
分，非学位课不低于 9学分，培养环节 6 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5 学分）。
畜牧领域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个月的实习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
作。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门，
但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硕士生培养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教
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

参加 5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
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
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40 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 10 篇以上，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报告，附上不少于 500
字的英文详细摘要；综述报告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
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内容包括硕士生运用所学知识到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包括动物繁殖技

术、饲料加工、标准化养殖以及畜禽生产安全等，时间不少于 6个月，统一安排
在第二学年进行。写出总结报告，交导师考核认定。经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
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何健（组长）、刘静波、蒋立、王亚超、陈华丽、严鸿林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17099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67099

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67099

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

6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187000

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104227001

4
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 2 32 √ 考试

104227001

5
动物繁殖理论与技术 2 32 √ 考试

104227001

6
动物营养与饲养学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68099

3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68099

2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68099

4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104188001

3
动物安全生产 2 32 √ 考查 主干课

不少于2

学分
104188001

4
畜禽生态与环境控制 2 32 √ 考查

104188001

5
饲料加工及检测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01

6
动物健康与保健 2 32 √ 考查

104188001

7
科技论文写作 2 32 √ 考查

104188001

8
畜牧业经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01

9
动物生产案例专题与讨论 2 32 √ 考查

必修环节

104229000

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

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

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

5
专业实践 4.5 √ √ 考查 必修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5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4 学
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8学分，必修环节 6学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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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严成（组长）、张文、金建、李凤、彭凌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17099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67099

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67099

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

6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187000

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104227001

7
食品加工与贮运专题 3 48 √ 考试

104227001

8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 2 32 √ 考试

104227001

9
食品安全案例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68099

3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68099

2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68099

4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104188002

3
食品产业信息与网络技术 2 32 √ 考试

104188002

4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02

5
技术与产品研发专题 2 32 √ 考查

104188002

6
全产业链农产品生产安全控制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02

7
食品加工新技术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02

8
产品设计与市场营销专题 2 32 √ 考查

104188002

9
食品企业经营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03 食品安全风险与评估 2 32 √ 考查



0

104188003

1
科技应用文写作 2 32 √ 考查

培养环节

104229000

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

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

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00

5
专业实践 4.5 √ √ 考查 必修



095137 农业管理

一、培养目标

本领域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素质、知识、
能力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农业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
在现代农业发展领域具有相应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
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能够胜任各级农业管理机
构相关政策制定、解释、执行，以及农、牧、渔、加工企业管理，金融机构涉农
业务管理，农业科技组织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标准化、农产品物流与电商
等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1.思想品德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树立科学发展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具有
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
德良好，艰苦奋斗，务实创新，积极为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

2.实践能力要求
（1）掌握农业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具有与本领域

相关的协同创新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
（2）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熟悉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法规，具有现代

发展理念和技术创新能力。
（3）掌握一定的农业经济管理、农牧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等人文社科知

识基础，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统计、组织与管理、语言
与文字表达能力。

（4）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与政策
本方向主要研究与“三农”热点问题相应的农业经济理论与现实、分析方法及

政策设计，包括农业合作化、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及其相互关系，农业结构
调整、粮食安全、农业保护、生态经济、城乡统筹及可持续发展等经济问题；研
究农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

2.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
本方向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效率分析以及预测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及

实证研究等。
3.涉农企业管理
本方向主要从事现代涉农企业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战略与创新，绩效评

价及实证研究等，针对的涉农企业主要包括农牧种养、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



食品批发零售、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企业等。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5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
非学位课不低于 17 学分，培养环节 8学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 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绩

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业，
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郑祥江（组长）、王德平、胡茂、周蕾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60 生物与医药

一、培养目标

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属于工程类专业学位，授权点面向生物技术、医药、
食品、发酵、精细化学品等行业，主要培养相关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为培养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

2.实践能力要求
掌握生物与医药相关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具备科学

创新精神、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了解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独立担负
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设计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等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生物技术与工程
以西南地区特色植物种质资源为研究对象，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

酶工程、发酵工程等基本理论和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开展新种质创制及其功能
化和副产物高值化利用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研究。

2.制药工程
针对中药制药、化学制药等重大需求，开展特色道地中药材新品种、GAP 规

范与中药饮片、活性产物与天然药物、候选药物与医药中间体、药物制剂工艺、
药品质量与管理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研究。

3.环境生物工程
针对放射性与重金属污染治理及环境生物效应重大需求，融入军民融合战

略，开展军工特种生物质吸附材料、生物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极端环境生物效
应方面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研究。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1 学
分，非学位课不低于 15 学分，培养环节 6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5 学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 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 门，但
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硕士生培养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等。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
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研究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

参加不少于 5次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研究生须公开作不少于 1次学术报告。
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
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80 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 12 篇以上，写出 3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
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根据生物与医药领域相关企业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及管理过程的特性，

结合相关研究内容，专业实践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
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实践环节包括课程实验、企业实
践、课题研发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学校导师或学校及企业
导师协商决定，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交《西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专业实践报告》，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侯大斌（组长）、胡尚连、陈晓明、李良春、孙德群、陈珂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27099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77099

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

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

5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227050

3
生物与医药研究进展 2 32 √ 考试

104167050

1
高级生物化学 2 32 √ 考试

104167050

3
高级生物统计学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78099

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78099

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

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104228050

1
工程伦理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

选修课

104218052

1
生物信息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1

9
高级微生物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0

5
细胞工程 2 32 √ 考查

104218051

7
高级植物生理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0

7
环境生物技术 2 32 √ 考查

104168053

1
辐射生物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0

8
生物质材料工程 2 32 √ 考查

104218050

9
菌物药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104218053

2
环境化学 2 32 √ 考查

104168053

0
植物资源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1

2
合成生物学专题 2 32 √ 考查

104218051

3
制药工程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104168053

4
高级天然产物化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1

5
高级药物化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1

6
药物合成化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1

4
有机波谱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1

8
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2

3
分子药理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2

0
药物分析学 2 32 √ 考查

104218052

4
制剂工艺与技术 2 32 √ 考查

104218052

2
种质资源创新与工程化利用进展 2 32 √ 考查

303168099

7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2 32 √ 考查

培养环节

104229050

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5
专业实践 4.5 √ √ 考查 必修



095131 农艺与种业

一、培养目标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农艺与种业领域）主要为以农作物和园艺植物为研究对
象，以国家“三农”政策为导向，为农艺和种业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产业开
发与推广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适合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

2.实践能力要求
应掌握植物生产的基本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

会科学知识；掌握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技术发展需求规律及技术应用、传播模式，
具备植物生产全产业链的生产与经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技能；掌握大田农作物、
园艺值物和种业生产管理与工程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农艺与种业领域
的研究或开发、经营管理等工作的能力。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作物科学

作物科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作物重要性状的遗传规律和育种技术，培育优良

品种，实现良种化、种子标准化；同时揭示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形成规律

及其与环境关系，采取农艺措施将良种的遗传功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生产目标，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生态安全、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2.园艺科学

园艺科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为适应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转变和现代果蔬规

模化优质高效生产的需要，开展现代果蔬规模化优质高效生产和技术集成与应用

研究；为适应城乡绿化和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产业需要，开展园林植物与观赏园

艺研究，提供服务区域和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3.种业科学



以农学和园艺专业为依托，重点研究植物的遗传育种和种子生产等技术。开

展植物特异种质资源评价和利用研究，为高效、合理利用植物种质资源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开展相关代谢途径以及调控机制，寻找调控种子质量的新途径，研

究核心种质构建的方法；充分发挥我校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

合理配置，协同攻关，努力实现种子产业化、现代化在本地的实现与推广，推动

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5 学

分，非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培养环节 6 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5 学分）。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践教学以校外为主，本领域农业硕士研究生实践研究不

少于 6个月。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 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 门，但

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硕士生培养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硕士生必须全程参加入

学教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

在校期间必须参加 3 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

会，与参加学术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

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

文献 5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篇），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综

述考查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

报告。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硕士生可以采取顶岗实习形式，参与实习单位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也

可参加校内、校外导师与领域相关的研究项目，在研究中进行实践活动。硕士生

在实习单位实习期间，要熟悉或掌握实习单位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流程。专业实

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统一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

交《西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不少于 8000 字），考核

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胡运高（组长）、王丹、王学春、李杰、杨刚、王仁睿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27099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77099

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

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

5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187050

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104187050

2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3 48 √ 考试

104187050

3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例 3 48 √ 考试

104187050

4
农业科技与政策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78099

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78099

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

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104188050

4
农艺与种业领域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50

5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50

6
园艺产品生产与营销 2 32 √ 考查

104188050

7
园艺植物栽培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0

8
种子经营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0

9
种子工程技术 2 32 √ 考查

104228055

0
科技论文写作 2 32 √ 考查

培养环节 104229050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

104229050

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5
专业实践 4.5 √ √ 考查 必修



095133 畜牧

一、培养目标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该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
以国家“三农”政策为导向，以家畜家禽和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象，为动物育
种繁殖和动物营养与饲料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应用、产业开发与推广等企事业单位
和管理部门培养适合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的应
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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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为我国畜牧业现代
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2.实践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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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牛羊猪鸡
等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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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从事高层次的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动物育种与繁殖技术
在掌握动物遗传原理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优良特色畜禽资源，研究

创新和应用当代动物繁殖和育种技术，改良提高或培育牛羊猪鸡等主要畜禽新品
种/品系，为牧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撑，解决技术难题。

2.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
在掌握动物营养学原理基础上，评价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和不同动物在各个

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量并据此制定适宜的商业日粮配方，研究营养来源和供给方
式对动物生长发育的代谢调控效应。

3.动物健康安全生产
研究动物生产过程中的源头安全健康问题，包括饲料品质、药物和添加剂、

养殖环境、动物疫苗等的安全健康，以便于从源头控制动物性食品的安全问题，
保证牧业生产产品的健康安全。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3 学
分，非学位课不低于 9学分，培养环节 6 学分（含必修的专业实践 4.5 学分）。
畜牧领域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个月的实习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
作。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3门，
但不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硕士生培养环节包含四大部分，要求硕士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教
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硕士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

参加 3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与参加学术
活动证明材料一起交导师考核认定。达到学术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
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硕士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40 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 10 篇以上，写出 3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报告，附上不少于 500
字的英文详细摘要；综述报告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
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内容包括硕士生运用所学知识到实践基地参加专业实践，包括动物繁殖技术、

饲料加工、标准化养殖以及畜禽生产安全等，时间不少于 6个月，统一安排在第
二学年进行。写出总结报告，交导师考核认定。经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
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求，



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何健（组长）、王亚超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一、培养目标

农业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是与优质农产品或优质食品原料生产、农
产品加工与食品制造、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及监管等方面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
位。以国家“三农”政策为导向，以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为宗旨，为相关企
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适合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需要的，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能够独立承担食品加工与安全
相关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具有良
好职业道德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四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拥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法治观念和法律意
识，遵纪守法、诚实诚信；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具有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止于至善的优秀品质。

2.实践能力要求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农业硕士研究生应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

业知识，能够从事优质农产品或优质食品原料生产、农产品加工与食品制造、食
品质量安全控制及监管等相关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创造力。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果蔬产品加工
主要从事果蔬食品优质原料生产技术、加工基础理论、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

制、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2.畜禽产品加工
主要从事畜禽食品优质原料生产技术、加工基础理论、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

制、当地传统特色畜禽食品现代化工艺改进、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3.粮油食品加工
主要从事粮油食品优质原料生产技术、加工基础理论、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

制、功能性油脂的提取与性质研究、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4.食品安全控制技术
主要从事食品营养、食品检测、食品安全生产过程控制，以及食品质量安全

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28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14 学
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8学分，培养环节 6学分。

硕士生导师负责指导硕士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选课。学位课可以代替非学
位课，但非学位课不能代替学位课；允许在导师指导下跨专业类别（或领域）选
择 1～2门课程作为本专业类别（或领域）的选修课；对于跨专业类别（或领域）
或同等学力录取的硕士生，要求自行补修相应专业本科核心课程至少 2门，但不
计学分。

五、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环节包含四个部分，要求研究生分别完成以下内容：
1.入学教育
包括学校、学院、专业介绍、素质拓展教育、学术规范、立德树人、学术道

德和学术诚信教育，学校规章制度学习，素质拓展教育。硕士生全程参加入学教
育活动，通过入学考试。完成后获得 0.5 学分。

2.学术活动
为了提高研究生生学术交流能力，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硕士生在校期间必

须参加 3次以上校内外学术活动。每次参加报告后完成一篇心得体会。达到学术
活动要求后，将材料汇总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获得 0.5 学分。

3.文献综述报告
要求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之前，阅读本学科前沿国内外文献 50 篇以上，

其中外文文献 20 篇以上，写出 4000 字左右的文献综述考查，附上不少于 500
字的英文详细摘要；综述考查应提出值得研究和解决的学术或技术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完成相应的开题考查。文献综述报告通过后，将材料报所在学院检查备案，
获得 0.5 学分。

4.专业实践
根据食品生产、加工、贮运、销售及管理过程的特性，结合相关研究内容，

完成不少于 6个月的专业实践活动，完成包括专业技能实践、职业岗位轮训、专
业实践训练活动和实践研究等各个实践环节。实践结束，研究生应填写并提交《西
南科技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考核合格后，将材料报所在学
院检查备案，获得 4.5 学分。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在学科研究方向范围内确定选题，严格按照《西南科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考核，成

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且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严成（组长）、张文、金建、李凤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27099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77099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5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187050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1042270517 食品加工与贮运专题 3 48 √ 考试

1042270518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专题 2 32 √ 考试

1042270519 食品安全案例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210178099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78099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业

选修课

1041880523 食品产业信息与网络技术 2 32 √ 考试

1041880524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525 技术与产品研发专题 2 32 √ 考查

1041880526 全产业链农产品生产安全控制技术 2 32 √ 考查

1041880527 食品加工新技术研究进展 2 32 √ 考查

1041880528 产品设计与市场营销专题 2 32 √ 考查

1041880529 食品企业经营与管理 2 32 √ 考查

1041880530 食品安全风险与评估 2 32 √ 考查

1041880531 科技应用文写作 2 32 √ 考查

培养环节

1042290501 入学教育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3 学术活动 0.5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4 文献综述报告 0.5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5 专业实践 4.5 √ √ 考查 必修



095137 农业管理

一、培养目标

本领域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素质、知识、
能力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农业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
在现代农业发展领域具有相应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
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能够胜任各级农业管理机
构相关政策制定、解释、执行，以及农、牧、渔、加工企业管理，金融机构涉农
业务管理，农业科技组织管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标准化、农产品物流与电商
等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1.思想品德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树立科学发展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具有
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
德良好，艰苦奋斗，务实创新，积极为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

2.实践能力要求
（1）掌握农业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具有与本领域

相关的协同创新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
（2）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熟悉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和法规，具有现代

发展理念和技术创新能力。
（3）掌握一定的农业经济管理、农牧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等人文社科知

识基础，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统计、组织与管理、语言
与文字表达能力。

（4）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3.学术诚信要求
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热爱科学研究，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

勇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

二、研究方向

1.农业经济与政策
本方向主要研究与“三农”热点问题相应的农业经济理论与现实、分析方法

及政策设计，包括农业合作化、产业化、国际化、现代化及其相互关系，农业结
构调整、粮食安全、农业保护、生态经济、城乡统筹及可持续发展等经济问题；
研究农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

2.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
本方向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效率分析以及预测与决策的理论方法及

实证研究等。
3.涉农企业管理
本方向主要从事现代涉农企业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战略与创新，绩效评

价及实证研究等，针对的涉农企业主要包括农牧种养、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
食品批发零售、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企业等。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年。对于学业
特别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经本人申请，全面考核批准后，可适当缩短学习年限，
在校时间(取得国家注册学籍后)不得少于 2年。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见附表）

每 16 学时计 1学分，完成学业至少修满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
非学位课不低于 17 学分（其中公共选修课选修 1学分，领域主干课必修 8学分，
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8学分）



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独立开展学位论文工作。学位论文
应符合学术规范，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

七、毕业、结业要求

1.毕业要求
硕士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学位论

文答辩通过，准予毕业，并发给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2.结业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完成课程阶段规定的学分要

求，毕业（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准予结业，颁发结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结业后 2年内，可以再申请一次毕业（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答

辩者，准予毕业，收回结业证书并换发毕业证书。

八、制定单位及成员

1.制定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2.编写成员
郑祥江（组长）、王德平、胡茂、周蕾



附表：

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1 2 3 4

学
位
课

公共课

111227099

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必修

111177099

8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 考试
2选 1

111177099

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6 √ 考试

113227099

5

硕士生英语 2 32 √ 考试 必修

专业课 104187050

1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2 32 √ 考试

非
学
位
课

公共选

修课

210178099

2

研究生创新创业指导 1 16 √ 考查

210178099

3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 1 16 √ 考查

114178099

1

公共体育 1 16 √ √ 考查

专业选

修课

104188053

2

现代管理学 2 32 √ 考试 领域主

干课必

修

8学分

104188053

3

农产品市场营销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3

4

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04188053

5

农业政策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3

7

现代经济理论 2 32 √ 考试

104188053

8

农产品电商与互联网技术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3

9

农村公共管理与政策 2 32 √ 考查

104188054

0

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 1 16 √ 考试

104188054

1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2 32 √ 考试

104218054

2

农学概论 1 16 √ 考查

104218054

3

畜牧概论 1 16 √ 考查

104188054

4

农村调查与统计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4

5

农产品国际贸易专题 1 16 √ 考查

104188054

6

农业技术经济学 2 32 √ 考试

104188054

7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1 16 √ 考查

培养环节

104229050

1

入学教育 0.5 8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3

学术活动 0.5 8 √ √ √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4

文献综述报告 0.5 8 √ 考查 必修

104229050

5

专业实践 6.5 104 √ √ 考查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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