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畜牧兽医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三年制） 
（2022版） 

 

 

 

 

编制系部：农牧工程系 

编制人：穆春雨 

审核人：王俊萍 

复核人：耿博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二二年六月 



1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Ғҙ : Ί  

Ғҙף ̔410303 

二、入学要求 

Ҭ ҙ ΐ ⱬ Ȃ 

三、修业年限 

ḱҙ ץ 3 ҹҺȂ 

四、职业面向 

Ғҙ ҙ 1 Ȃ 

1  Ί Ғҙ ҙ  

所属专业

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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Һӈ ᴇṿ ̆ΐ ȁ ȁҬ ̆ ̆ ̆ΐ

ᴪ ᴋ ҍ Ȃ 

̂2̃ ҙ Ῑ̔ ȁ ‰↕ ҹ ̕ Ꞌꜚȁ Ꞌꜚ̕

ȁ Ḥȁ ҙ̆ΐ ̕ΐ ᵣ ᵬ ̆ΐ

ȁ Ḡ ȁ ῃ ȁ ҙ ⅞ ̕ΐ ֟ȁ Ḡ ȁ

ῃ ȁ ῏ ҍ Ȃ 

̂3̃ ̔ ⌠ȇ ᵣ ẫ ‰Ȉ ̆ΐ ẫ ᵣ ȁẫῃ

ֲ Ȃ 

̂4ֲ̃ Ῑ̔ΐ ⱬ̆ΐ ѿ ֲ ῙȂ 

̂5̃Ꞌꜚ Ῑ̔ΐ Ҥ Ғ ȁ ҙҒҙȁ ̆

Ꞌꜚ Ꞌꜚ ̆ᴰ Ȃ 

2ȁ  

̂1̃ ȁ Ҭ ᴨ ᴰ Ȃ 

̂2̃ ҍ Ғҙ ῏ ץ Ḡ ȁ ῃ Ȃ 

̂3̃ Ғҙ ӟ ȁ ȁῈ῍ ȁ Ώ

ᵬȁḤ ̆ΐ Ῑҍֲ Ῑ̆ΐ ҙ ⅞ ⱬ  ̕

̂4̃ΐ ⱬȁ ⱬȁ ᵬ ⱬ̆ΐ ᵣ

ᵬ ̆ ӟѿ Ғҙⱴץ ̕ 

̂5̃ ⅞ҍ └ȁ Ῑ ҍ ⱴ ȁ ҍ

Ғҙ ̕ 

̂6̃ ꜚ ȁꜚ ȁꜚ Ғҙ ̕ 

̂7̃ Ῑ ȁ ҍ Ғҙ ҍ ⱬ̕ 

̂8̃ ҍ ≠ Ғҙ ҍ ⱬ̕ 

̂9̃ ᶏ ҍ Ғҙ ҍ ⱬ̕ 

̂10̃ΐ ֟ҙ ̆ Ḥ ȁҒҙḤ

ⱬ̆ Ί ̕ 

3ȁ ⱬ 

̂1̃ΐ ӟȁ ӟ ⱬ̆ΐ №

‗ ⱬ̕ 

̂2̃ ᵣ ꜚ  1 ᵣ ꜚ ̆ ⌠ ᵣ

‰̆Ῑ ꜚӟ ȁ ӟ ҹӟ ̕ΐ ѿ ⱬ̕ 

̂3̃ ̆ΐ ѿ ḱῙȁ ⱬ̆  1 

̕ 

̂4̃ Ꞌ ȁꞋꜚ ȁ ̆ Ꞌꜚᾣ ȁ ȁ⇔ 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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ף ̆ Ꞌꜚֲ ̆ Ꞌꜚ ̆ΐ ҍ Ғҙ ҙ Ꞌꜚ ῙȁꞋꜚ

Ȃ 

(5)ΐ ֟ȁ ⱬ̕̕ΐ ꜚ ⱬ̕ΐ

Ῑ ⱬ̕ΐ ꜚ ҍ ⱬ̕ΐ ꜚ ⱬ ΐ̕

Ғҙ Ῑ Ғҙ ⱬȂ 

̂6̃ΐ № ȁ ‗ѿ ⱬ ⇔ ⇔ ⇔ ⱬ̕ 

̂7̃ΐ Ҍ ӟ ȁ ⱬ̕ 

̂8̃ΐ ≠ Ḥ ȁ ̆ ⱴץ ⱬ̕ 

̂9̃ΐ ⱬ̕ 

̂10̃ΐ Ώᵬ ⱬ̕ 

̂11̃ΐ ꜚ ȁ Һ№ ‗ ⱬȂ 

六、课程设置 

№ҹῈ῍ ȁҒҙ Ҭ Ȃ 

̂ѿ̃Ὲ῍  

1.Ὲ῍ ḱ ̔ ᾴ ῏ ᴆ ̆ ȁr ȁ́ Ԋ ȁ

ẫ ȁꞋꜚ ȁḤ ȁ ↓῀Ὲ῍ ḱ Ȃ 

2.Ὲ῍ ḱ ̔ Ҭ ᴨ ᴰ ȁ ȁӥ ȁ ҙ ҍ

ҙ ȁ⇔ ⇔ҙ ȁ ҙ Ῑȁ ȁ ȁ ᾥ Һӈ ȁᾴ ȁҬ ᴨ ᴰ

ȁẫ ↓῀Ὲ῍ ḱ Ȃ 

̂ԋ̃Ғҙ  

Ғҙ №ҹҒҙ ȁҒҙ Ғҙ Ȃ 

1.Ғҙ ̔ᶭ Ғҙ ‰̆ ҙ ᵝ̂ ̃ ⱬ ̆ 7

Ғҙ ̆№≢ҹ̔ ȁ№ ȁꜚ ȁ ╩ ȁꜚ

ȁꜚ ȁꜚ ҍ Ȃ 

2.Ғҙ ̔ᶭ Ғҙ ‰̆ ҙ ᵝ̂ ̃ ⱬ ̆ 6

Ғҙ ̆№≢ҹ̔ꜚ Ῑҍ ȁΊ ҳ ȁ ȁῙ ҍ

ȁῙ ҍ ȁῙ ҍ Ȃ 

3.Ғҙ ̔ᶭ Ғҙ ‰̆ ҙ ᵝ̂ ̃ ⱬ ̆ 10

Ғҙ ̆№≢ҹ̔ ȁҬΊ ȁ ȁ ꜚ Ῑȁ῾

ҙ֟ҙ ȁ ֟ ⱴ ȁῙ ҍ ȁ № ȁ ȁ

Ȃ 

ҒҙҒҙ ȁҺ ῤ 2 Ȃ 

2 Ғҙ ȁҺ ῤ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时 学分 主要教学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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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机化学 专业必修 52 3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大

纲范围内的有机化学内容有比较

系统和全面的了解，使学生掌握

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

论: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好后

续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2 动物生物化学 专业必修 52 3 

使学生从分子水平了解生命现象

的化学本质，了解生物体的组成、

结构、性质、功能及代谢。通过

本课程学习，要使学生掌握生物

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方法，为从事动物医学、畜牧

兽医、畜牧、动物检疫与防疫专

业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3 分析化学 专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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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病例及对临床提供的病例准

确选药、合理用药。 

8 
动物营养与饲

料 
专业必修 112 7 

学习动物营养基础、畜禽营养需

要、饲料营养特点及合理利用、

饲料加工与调制和饲料配方设计

等基本知识，使学生具备饲料加

工、饲料检测及日粮配合能力。 

9 
兽医临床诊疗

技术 
专业必修 56 3.5 

学习动物的一般检查方法，系统

检查方法，常用的实验室检查方

法和特殊的检查方法；建立诊断

的方法与程序，学习动物疾病的

治疗理论和知识。学会临床给药

技术和外科等常用临床治疗技

术。 

10 畜禽繁育技术 专业必修 112 7 

学习畜禽遗传原理、育种、杂交

改良、繁殖等知识。掌握畜禽常

用的选育、杂交改良和繁殖技术。 

11 
养禽与禽病防

治 
专业必修 88 5.5 

学习禽场的规划与建设、禽场环

境调控、家禽品种、家禽繁育、

家禽孵化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掌握家禽饲养管理、禽场经

营、禽病防治等知识与技术。 

12 
养猪与猪病防

治 
专业必修 88 5.5 

学习猪的品种选择、饲养管理、

繁殖、猪场设计与养猪机械设备

等基本知识，能独立进行猪病防

治。 

13 
养牛与牛病防

治 
专业必修 88 5.5 

学习牛的品种选择、饲养管理、

繁殖、牛场设计与养牛机械设备

等知识，能独立进行牛病防治。 

14 畜禽环境卫生 专业选修 56 3.5 

研究外界自然环境和人为养殖环

境与畜禽健康和生产的关系，揭

示环境因素影响畜禽健康和生产

力的基本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

利用、改造和保护动物生活环境

的一门学科，其目的为给家畜创

造良好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以保

持畜禽健康，提高生产力，充分

发挥畜禽生产潜力，降低生产成

本。 

15 中兽医基础 专业选修 56 3.5 

通过学习，掌握以“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为中心的基础理

论和实际操作技能，初步具有运

用中兽医药理论独立分析和解决

动物疾病防治问题的能力，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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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中西兽医结合”的方针，

为我国的畜牧兽医事业服务。 

16 经济动物饲养 专业选修 56 3.5 

重点介绍了水貂、鹿、熊、肉犬、

鸵鸟、雉鸡、火鸡、肉鸽、鹧鸪、

鹌鹑、野鸭、蛇及龟鳖的营养与

饲料、饲养管理方法,繁殖、育种、

场舍建筑及疾病防治等内容。 

17 宠物疾病防治 专业选修 32 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犬、猫等宠物疾病发生发展规律，

熟悉犬、猫等宠物疾病的临床诊

断特点与方法，堂损犬、猫等宠

物赏见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

病、外科病与产科病的发病原因、

临床症状，诊断方法及防治技术。 

18 
农业产业化经

营 
专业选修 32 2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

体系改革的一项创新，弥补了家

庭承包的不足，对于引导农民走

向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

用。重点介绍农业产业经营的基

本特征和组织形式。 

19 畜产品加工 专业选修 32 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我国畜产品加工的现状和国内外

备产品加工工业的进展动态:了

解畜产品加工用原料、辅助材料

的品质特性和对成品的质量的阻

碍:把握肉品、乳品、蛋品部份产

品生产的大体原理与工艺流程:

具有分析、解决常见生产实际问

题和从事技术改造、革新的能力。 

20 
养羊与羊病防

治 
专业选修 56 3.5 

学习羊的品种选择、饲养管理、

繁殖、羊场设计与养羊机械设备

等知识，能独立进行羊病防治。 

21 饲料分析技术 专业选修 56 3.5 

饲料分析是采用定量化学分析方

法，测定饲料原料中各种营养物

质的含量，为饲料配方的制定提

供科学依据，以确保饲料原料和

饲料工业产品符合饲料法规及饲

料配方的要求，维护饲料工业产

品的信誉。 

22 牧草栽培技术 专业选修 32 2 

以牧草的生物生态学特性、饲用

价值和栽培技术为重点，着重介

绍了当前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广为栽培、在生产上大量应用、

并在我国有发展前途的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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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Ҭ  

Ҭ Һ Ҭ ȁ ӟȁ ҙ Ȃ Ғҙ Ҭ

3 Ȃ 

 3 Ҭ  

序

号 

实践教 

学类型 
项目名称 学年学期 周数 学分 

总学

时 

劳动

教育 

所占

学时 

劳动教育专

题 

1 集中实训 畜禽解剖生理集中实训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0.5 0.5 14 1 

艰苦劳动 

守正创新 

2 集中实训 动物微生物集中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0.5 0.5 14 1 

辛勤劳动 

技艺传承 

3 集中实训 动物病理集中实训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0.5 0.5 14 1 

热爱劳动 

吃苦耐劳 

4 集中实训 动物营养与饲料集中实训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0.5 0.5 14 1 

勤于劳动 

端正态度 

5 集中实训 动物药理集中实训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0.5 0.5 14 1 

诚实劳动 

德技并修 

6 集中实训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集中实

训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0.5 0.5 14 1 

艰苦劳动 

树立目标 

7 集中实训 养禽与禽病防治集中实训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0.5 0.5 14 1 

崇尚劳动 

热爱生活 

8 集中实训 养猪与猪病防治集中实训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0.5 0.5 14 1 

辛勤劳动 

精益求精 

9 集中实训 养牛与牛病防治集中实训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0.5 0.5 14 1 

尊重劳动 

劳模精神 

10 认识实习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1 1 28 1 

积极劳动 

正视自我 

11 岗位实习  
第三学年 

第二学期 
24 24 672 4 爱岗敬业 

12 毕业设计  
第三学年 

第二学期 
4 4 112 1 爱岗敬业 

̔ 

ŵ Ҭ ̆ 4 Ꞌꜚ ῤ Ȃ 

23 
生物统计附试

验设计 
专业选修 32 2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

掌握基本的试验(调查)设计和统

计分析方法，而且为今后群体遗

传学、数量遗传学、动物育种学

和动物饲养学等后续课程的学习

准备必要的基础。同时，还有利

于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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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 №̔ 1 № Ȃ 

ŷ ̔ Ҭ ȁ ӟ 28 Ȃ ᵝ ӟ 28 Ȃ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ҹ 2868 ȂῒҬ̆Ὲ῍ ҹ 746 ̆ 26.0%̕

ḱ ҹ 336 ̆ 11.7%̕ ̂ ῤ ̃ ᶛ

ҹ 52.3%̆ ᵝ ӟ ҹ 24ҩ ̆Ғҙ ҹ 6 Ȃ 

ᵣ 4̆ 5̆ ḱ 6̆ №

7̆ ꜚ ᴆ 1Ȃ 

4 Ί Ғҙ ̂҈ └̃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学分 

按学年、学期教学进程安排 

（周学时／教学周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l 2 3 4 5 6 

20W 20W 20W 20W 20W 20W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58 50 8 查 3 2/13W 2/16W     

2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32 28 4 查 

2   

2/16W    

3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48 48   

3   

 3/16W   

4 形势与政策 32 32  查 2 2/4W 2/4W 2/4W 2/4W   

5 军事理论 36 36  查 2 2/13W      

6 心理健康教育 32 32  查 2 2/13W      

7 耕读教育 
32 32   

2  
2/16

W 

  
  

8 体育 
108 0 108 查 

6 
2/13W 2/16

W 

2/16

W 
 

  

9 军事技能 112 0 112 查 2 2W      

1

0 
信息技术 

64 32 32 查 
4 

 4/16 

W 

    

11 英语 
64 64  查 

4 
2/13W 2/16

W 

    

小计 618 354 264  32 10 10 4 3   

选
修
课 

1 
美育教育类（线

上，不占周学时） 
32 

32  
查 2   2/16W  

三选一 

2 就业创业类 32 32  查 2     三选一 

3 通识类 64 64  查 4     选够4学分 

小计（占总学时比例） 128 128 0  8 0 0 2    

专业课程 必 1 有机化学 52 38 14 考 3 4/13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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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课 

2 动物生物化学 52 38 14 考 3 4/13 W      

3 分析化学 52 38 14 查 3 4/13W      

4 畜禽解剖生理 108 80 28 考 6.5 4/13W 4/14W     

5 动物微生物 56 42 14 考 3.5  4/14W     

6 动物病理 56 42 14 考 3.5  4/14W     

7 动物药理与毒理 56 42 14 考 3.5   4/14W    

8 ★动物营养与饲

料 
112 84 28 考 7  4/14W 4/14W   

 

9 ★兽医临床诊疗

技术 
56 42 14 查 3.5   4/14W   

 

10 ★畜禽繁育技术 112 84 28 考 7   4/14W 4/14W   

11 
★养禽与禽病防

治 
88 66 22 考 5.5    4/14W 4/8W 

 

12 
★养猪与猪病防

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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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岗位实习 672  672  24      24W 

12 毕业论文及答辩 112  112  4      4W 

̔ 

̂1̃ ╠ⱴǼ ҹҒҙ Ȃ 

̂2̃´Ԋ ̔῍ 36 ̆ 26 ̆ 10 Ȃ 

̂3̃ ẫ ̔῍ 32 ̆ 26 ̆῀ 6 Ȃ 

̂4̃ ̔ ѿ ῍ 32 ̆ 26 ̆ 6 Ȃ 

̂5̃ᵣ ̔῍ 108 ̆ῒҬ 90 ̆ ꜚᴪ̆ ῤ ȁ ̆

18 Ȃ 

 

҈ץ̂ 5 └ҹᶛ̃ 

序号 课程名称 每学期标准名称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思想道德与法治（上） 

思想道德与法治（下） 

2 概论 
概论 

习思想概论 

3 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1） 

形势与政策（2） 

形势与政策（3） 

形势与政策（4） 

4 体育 

体育与健康（1） 

体育与健康（2） 

体育与健康（3） 

5 英语 
实用英语（1） 

实用英语（2） 

6 数学 
高等数学（1） 

高等数学（2） 

7 
畜禽解剖生理 畜禽解剖生理（1） 

畜禽解剖生理（2） 

8 
动物营养与饲料 动物营养与饲料（1） 

动物营养与饲料（2） 

9 
畜禽繁育技术 畜禽繁育技术（1） 

畜禽繁育技术（2） 

10 
养禽与禽病防治 养禽与禽病防治（1） 

养禽与禽病防治（2） 

11 
养猪与猪病防治 养猪与猪病防治（1） 

养猪与猪病防治（2） 

12 
养牛与牛病防治 养牛与牛病防治（1） 

养牛与牛病防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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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ḱ  

课程类别 序号 模块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学期 

公共选修

课 

1 
美育教育

类 

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32 2 3 

影视鉴赏 32 2 3 

书法鉴赏 32 2 3 

2 
就业创业

类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32 2 3 

创新创业教育 32 2 3 

职业素养 32 2 3 

3 通识类 

大学语文 64 4 3 

高等数学 64 4 3 

马克思主义理论 32 2 3 

党史国史 32 2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2 2 3 

健康教育 32 2 3 

专业选修

课 

4 专业一组 

畜禽环境卫生 56 3.5 4 

中兽医基础 56 3.5 4 

经济动物饲养 56 3.5 4 

5 专业二组 

宠物疾病防治 32 2 5 

农业产业化经营 32 2 5 

畜产品加工 32 2 5 

6 专业三组 

养羊与羊病防治 56 3.5 4 

饲料分析技术 56 3.5 4 

牧草栽培技术 32 2 4 

生物统计附试验设计 3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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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ΐ ȁ ҙ ̆ΐ Ғҙ ү

ᵬ ̆ΐ Ҭ ҉ץ ῏Ғҙ ̆ Ғҙ ȁ ӟ

ҙ ⅞ ᴋⱵȂ 

Ғҙ ᴆ 8Ȃ 

8 Ί Ғҙ  

课程名称 
专任教师配置要求 兼职教师配置要求 

数量 基本要求 数量 基本要求 

畜禽繁育技术 3-4 精通遗传、育种、繁殖基本

理论；掌握繁殖基本技能；

能够联系生产实际讲授繁

育基本理论；具有在养殖场

实行人工授精操作的能力。 

1 具有至少5年以上的规模化

养殖场的工作经历，能熟练

掌握人工授精技术。 

养猪与猪病防

治 

3-4 精通养猪基本理论，掌握猪

的品种选择、饲养管理、繁

殖、猪场设计与养猪机械设

备等基本知识，能独立进行

猪病防治。 

1 具有至少5年以上的规模化

养猪场的工作经历，能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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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  

1.Ғҙ ᴆ 

Ғҙ ѿᵣ ̆ ̆ ῀ ̆ ᶫ Ḥ

̕ Ḡ ̆ ȁ ȁḠ

Ȃ 

2. ῤ ᴆ 

Ί Ғҙ ѿᵣ 16ҩ̆ 2100 ᵩ ת̆ ṿ 1330

҆ᾝ̆ ⌠ Ί Ғҙ ᴆ ת̂‰ ̃ Ȃ 

̂1̃ Ῑҍ№  

135m
2
, № ȁῃת ꜚ ȁת ȁת №

ȁῃת ꜚ № ȁת ȁת №ᾣᾣ ȁ №ᾣᾣ ȁ₣

ȁת ȁ ת ̆ ᾢ ̆ ᶫ 40ֲ Ȃ

Һ ȇꜚ Ῑҍ Ȉ ᴋⱵ̆ ץ Ҭ №̂ №ȁ

№ȁ ȁ ȁ ̃ ̆ ≢ȁ Ῑ ῤ

̆ Ῑ ̆ ᶏ̆ ԅ Ῑ

ẫ ֟Ҭ ̆ ֟ҙ ̆ ‰ᾢ ╠ ̆ Ῑ ҙ

̆ Ῑ Ғҙ ֲ ̆ ꜚ ֟ҙ Ȃ ̆ ῾

̆ ҙ ȁ ⇔ ȁ Ⱶ

ᴋⱵȂ 

̂2̃ ҙ  

135m
2
, Ῑ 1 ̆ ᾢ ̆ ᶫ 40ֲ Ȃ

ҙ Һ ף Ῑ Ḥ ᴋⱵȂ ᾢ

̆ ῤḤ Ῑ ̆ ̆ ԍ

֟ └ ׆̆ ѿ ῃ ╠Һ Ḥ

‗ ̆ꜛ ⱬ ҙ ֟ Ȃ ץ ֟

῀̆ № ̆ ̆ ᵬ̆ └ ֟ Ȃ

№ҹ ȁ ȁ ҹ ȁ

ҩ Ȃ ȁ ҹ ̆

ғ ᴰ ⌠ DataFlow II ̆ № ̆ ₮ ‗

ȂῒҬ ȁ ֟ ȁ ȁ ȁ

̆ ῏ ̆ ̆ THI

ꜚ ῏ ̆ ⌠ ꜚ̆ Ȃ 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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ꜚ ȁ ⅓ ׆̆ ׆̆ ȁ

Ῑȁ ’Ȃ ̆ ҉ץ ῒז ᵣ ѿ

’Ȃ ֓ ԅ ᾢ ֟ Ḥ

Ȃ 

̂3̃ꜚ ᴰ  

135m
2
, ῃ ꜚ ȁ ꜚ ȁ № ȁ

ῃ ȁ └ ̆ ᾢ ̆ ᶫ 40ֲ Ȃ Һ

ȇ ᴰ Ȉ ᴋⱵ̆ ץ ꜚ ᵣ ̆ └ҍ ̆

Ẋ ҍ ̆ ̆ꜚ ֲ Ȃ

Һ ꜚ ᴰ ҍ Ȃ ̆

ᵬҹꜚ ᴰ Ⱳ ̆ ғ Ῑ ῤ Ῑ

ȁ῾ Ί ȁҬ Ί Ғҙ Ȃ 

̂4̃ꜚ  

135m
2
, ȁ Ῑ ȁ— ȁ ȁ Ῑ ȁҬ ȁ

ȁ86 ֜ԑ ѿᵣ Ȃ ᾢ ̆ ᶫ 40ֲ Ȃ

Һ ȇꜚ ҍ Ȉȁȇꜚ ᴰ Ȉȁȇꜚ Ȉ

ᴋⱵ̆ ꜚ ᴰ ȁ ȁ ᴰ

Ȃ ץ ̂ ȁ №̆ Ῑ ȁꜚ ȁ̃

ᾧ ̂₀ ȁҬ ȁᾧ ᾣ ᵣ ȁ ̃ȁ №

̂PCR ȁ ̃ Ȃ ᵬҹΊ Ⱳ

Ȃ ῾ Ί ȁΊ ȁҬ Ί Ғҙ

Ȃ 

̂5̃ ῃ  

135m
2
, ȁ Ῑ ȁ— ȁ ȁ86 ֜ԑ ѿᵣ

Ȃ ᾢ ̆ ᶫ 40ֲ Ȃ Һ Ί Ғҙ̆

ꜚ Ғҙȁ ꜚ Ғҙ Ғҙ ȇꜚ Ȉ ᴋⱵ̆ Һ

ꜚ ≢ȁ ҍ Ȃ ץ

ῌ ̆ ȁ ȁ ̆ ̆ Ῑ └ ȁ

ᵬ ̆ № ҍ ȁ

ȁ ῤ Ȃ ᵬҹꜚ ῏ Ⱳ ̆ Ί

ȁῙ ȁҬ Ί Ғҙ Ȃ 

̂6̃VR  

135m
2
̆ 86 ֜ԑ ѿᵣ ȁVRѿᵣ ȁVR 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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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ȁ ╩ ȁ Ῑ ȁ Ῑ ̃ ҍ

̆ ᾢ ̆ ᶫ 40ֲ Ȃ Һ ȇ ╩ ȈȁȇῙ

ҍ ȈȁȇῙ ҍ ȈȇῙ ҍȂ Ȉ ᴋⱵ̆

Һ VR ꜚ ╩ ȁꜚ Ῑ ҍ

Ȃ ױ ҈ ᴏ ᴆ̆ 3D῾ ֲ ҍ

ᴏ ᴆȁ3D ῾ҙ ֟ ̂ ̃ ᴏ ᴆȁ3D

ᴏ ᴆ ̆ ᶏ ̆ ᶏ ᴇṿȂɰ

VR ̆Ҍֽ ץ ῃ ᵝ ̆ ҹץ

⇔ῃ ӟ ȁ ῐ ̆ ꜚ ̆ҹ ᶫ

ȁү ῤ Ȃ VR ₮ Ҍֽ ԅᴰ

̆ ҹ ‗ ȁ ԅ ᾣȂ 

̂7̃Ί ҳ  

135m
2
, ԅ ȁת ȁῤת ȁ № ȁת ת

ת ̆ ᾢ ̆ ᶫ 40ֲ Ȃ Һ ȇΊ ҳ Ȉ

ᴋⱵ̆ ץ ꜚ ҳ ̔ ȁ ȁ

ᾧ ȁ ȁ ȁῤ Ȃ ҍ ꜚ ᶏ ̆ ῒ

ȇΊ ҳ Ȉ ҬȂ ̆ ץ Ί ȁꜚ ȁꜚ

ȁҬ Ί Ғҙ ᶫ Ȃ ᵬҹꜚ 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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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ΐᵣῤ Xᾣ ᵬȁXᾣ ȁ ҍ Ἕ№ ȁ ȁ

ᴴ Xᾣ Ἕ№ ץ̆ ῤ ȁ ȁ ̕ꜚ

ȁ Ȃ ԍ ╠ № ̆ ԍ Ғ

̆ ҹץ ᶫ ⱴҒҙ Ἕ ̆ ԍѿ֓

Ԋ׆ Ἕ ᵬ ᶫ ӟ Ȃ ̆ ԍ ץ Ί

ȁҬ Ί Ғҙ ᶫ Ἕ Ȃ 

̂10̃ꜚ ╩  

135m
2
, ꜚ Ғ ╩ ȁ ꜚ Ғ ╩ ȁ ꜚ Ғ ╩ ̆

ᾢ ̆ ᶫ 40ֲ Ȃ Һ ȇꜚ Ȉȁȇ ╩

Ȉ ╩ № ᴋⱵ̆ ԍ ╩ ץ ꜚ ȁᾮ ȁ ╩

̆ ױ ꜚ ᵝ ̕ ԍ

ȁ ȁ‛‟ ℗ ȁ ȁ ᾢ ̆

╩ ̆ҹԅ ῀ ԅ ֙ꜚ ̆ ץ ȁ ȁ ȁ

℗ ȁ ̆ Ҋ Ȃ Ӟ

ӊѿȂ Һ ԍꜚ ᵣ Ҭ ȁ Ȃ

̆ ץ Ί ȁҬ Ί Ғҙ ᶫ ╩

Ȃ  

̂11̃ꜚ  

135m
2
, Ғ ȁ ȁ ȁꜚ ת ̆

ᾢ ̆ ᶫ 40ֲ Ȃ Һ ȇꜚ Ȉȁȇꜚ ֟ Ȉ

ᴋⱵ̆ ץ ̆ ױ ꜚ ̆

ᶏ ױ ӟ ѿҩ Ȃ ץ ꜚ ȁ

֟ ҍ ᵬ , ל ȁ ȁᾮ ℗

ȁ╩ ֟ ȁ ᴴ ,Ӟ ץ ᴋⱵ̆

≢ȁ ת ᵬ ȁ ȁ ῤ Ȃ ̆

ץ Ί ȁҬ Ί Ғҙ ᶫ ֟ Ȃ

ԍ ғᾢ ̆ ᵬҹꜚ ֟ ῏ Ⱳ Ȃ 

̂12̃ҬΊ  

96m
2
, ȁ ȁ ȁҬ ȁ ȁ ᾣ ̆ ᾢ ̆ ᶫ 40

ֲ Ȃ Һ ȇҬΊ Ȉ ᴋⱵ̆

ᵬȁ ȁ ȁ ȁҬ ȁ ȁ ᾣ Ҭ ̕ ȁῇ

̆ ̆ ᵝ ̆Ҭ ≢ȁ

└ ȁ └ᵬȁ Ҭ ȂҬΊ 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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ȁ ȁ῾◐֟ ⱴ ֲ Ȃ 

̂16̃ ꜚ Ҭ  

300m
2
, ꜚ Ҭ Һ ԅ ꜚ ᵣ̆ ȁᾮ ȁ ȁ ̆

ᾢ ̆ ᶫ 40ֲ ȂҺ ԍ ῤ Ῑȁ

ȁᾮȁ ꜚ ̆ Ḡ ᵣ ӊѿ̆Һ ῾

ꜚ ᶫ ȁ ꜚ Ῑ ̆ ȁ

Ȃ ̆ Ҭ ԍ ꜚ ꜛ ᵬ̆ Ҭ ҍ ᴪ ꜛ

ᵬ Ӟ̆ ꞉ῃ ῍ ҍ⌠ ꜚ ꜛ ᵬҬ ̆ꜜ ⱬ ѿҩ

ȁ ᴋ ꜚ Ҭ Ȃ 

3.  

ΐ 4ҩ̆ Ғҙ ῏ ꜚȂ 

̂1̃Ҭ ̂ ̃ Ὲ  

ᶫῙ ҍ ᵝ̆3 ̆ ȁ

└ ῃ̆ Ῑ ֟ҍ ꜚȂ 

̂2̃ᾣ ҙ Ὲ  

ᶫῙ ҍ ᵝ̆5 ̆ ȁ

└ ῃ̆ Ῑ ֟ҍ ꜚȂ 

̂3̃ ҙ Ὲ  

ᶫῙ ҍ ᵝ̆5 ̆ ȁ

└ ῃ̆ Ῑ ֟ҍ ꜚȂ 

̂4̃ ֤ ῾ҙ ᴍ Ὲ  

ᶫῙ ҍ ᵝ̆5 ̆ ȁ

└ ῃ̆ Ῑ ֟ҍ ꜚȂ 

4. ӟ  

ΐ ҩ̆ ᶫ Ғҙ ῏ ӟ ᵝȂ 

̂1̃ ҳ ῾  

ᶫ ȁ Ῑȁ ȁ ⱴ ȁӲ ӟ ᵝ̆ ╠֟

ҙҺ ̆ 30ҩ ᵝ ӟ̆ 3 ӟ ̆ └ ῃḠ

ῃ̆ ӟȁ ᵬȁ ᴆ Ȃ 

̂2̃Ҭ ̂ ̃ Ὲ  

ᶫ ֟ⱴ ȁ ₮ ȁ ֟ ӟ ᵝ̆ ╠֟ҙҺ ̆

35ҩ ᵝ ӟ̆ 4 ӟ ̆ └ ῃḠ ῃ̆ ӟȁ

ᵬȁ ᴆ 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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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Ὲ  

ᶫ ȁ ֟ ӟ ᵝ̆ ╠֟ҙҺ ̆ 40ҩ ᵝ ӟ̆

4 ӟ ̆ └ ῃḠ ῃ̆ ӟȁ ᵬȁ ᴆ Ȃ 

̂4̃ 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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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ӥ  

ӥȁ 4000Ύ̆ ῃ Ῑȁ ᵬȁҒҙ ̆

Ḃ ȁṢ ̕Ғҙ ӥ 1000ᵩΎȂ ῃ ̆ Ḃ ӥ

℮ȁ Ȃ 

3.  

ԅ Ғҙ ῏ ȁ ᴆȁ ᴏ ᴆ ̆

ү ȁ ȁᶏ Ḃ ȁꜚ ȁ ̕ ғ ӟ ԅҒ

ҙ ̆ᶏ Ȃ ⅞ Ғҙ ȁ ᶛ Ȃ 

̂ ̃  

ᶭ Ғҙ Ῑ ȁ ȁ ӟ ȁ ̆

ץ̆ Ȃ ҬẠȁẠҬ ̆Ṥ ȁ ̆ ꞉⇔

̆ ѿᵣ ȁ ᶛ ȁ Ȃ ꞉Ḥ

Ҭ ̆ Ȃ 

̂ԓ̃ ᴇ 

1. ᴇ 

№ҹ ң ̆ № ҹ №└Ȃ

ң №̆ Ȃ ₮ ѿ ̆

ȁאל ȁᵬҙȁ ȁ ῤ Ȃ 

̂1̃ ץ̆ ӟ ’ҹҺ ̆ Ạѿᵣ

↕̆ ҍ Ȃѿ ’Ҋ̆

30˿̆ 70˿̂ אל 30%̃Ȃ 

̂2̃ ᶭ Ȃ אל 30%̆ᵬҙȁ ȁ ȁ

70% Ȃ 

̂3̃ ̆ ⱴȂ 

̂4̃ Ҍ ̆ Ҋ Ȃ Ҍ ̆ ḱ

Ȃ 

2. ᵝ ӟ  

ᵝ ӟ ᴑҙ ң № ̆ῒҬ 30%̆ᴑ

ҙ 70%Ȃ ȇ ҙ ᵝ ӟ Ⱳ ȈȂ 

̂Έ̃  

1. ԅ ң Ғҙ ҍ └̆ ӯ ῤ └ ̆

№ ̆ Ғҙ ’ ȁ Ғҙ ᴇȁ ᴇ

̆ ѿ ̆ ֲ Ῑ Ȃ 

2. Ҍ └ ⱴ̆ 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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ҍ ̆ ẫῃ ȁ ȁ └ ̆ ҍᴑҙ ꜚ

└ Ҥ̆ ̆ ⱳ ̆ Ὲ ȁ ꜚȂ 

3 ҙ └ ᴪ ᴇ └̆ ҈ ̆ ҙ

ҙ ’ № ̆ ᴇֲ Ῑ Ῑ ’̆ ҙ ҙ

̆ ֲ Ῑ Ȃ 

九、毕业要求 

1. ӟ ḱ̆ Ғҙֲ Ῑ №̆ Ғҙ ҙ №

9Ȃ 

2. ᵝ ӟ̆ Ȃ 

3. ҙ ̆ Ȃ 

҉ץ⌠ 3 ̆ ץ ҙ ӥȂ 

 

9 ҙ №  

 

课题类型 单项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基础必修 32 

基础选修 8 

专业必修 60 

专业选修 13 

集中实训 4.5 

岗位实习 24 

毕业论文 4 

毕业最低学分 145.5 

 

十、附件 

ᴆ 1ȁ 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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ᴆ 1 ꜚ  

周次 

年级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寒暑假 

第

一 

学

年 

第一

学期 
    ★ ★  □ □ □ □ □ □ □ □ □ □ □ □ ▢● ◆〓 

第二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二 

学

年 

第三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三 

学

年 

第五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ѿ Ҭ  0.5W̆ ԋ Ҭ 1w̆ ҈ Ҭ  1.5W̆ Ҭ  1.5W  ̆

★ĺ῀ ´ ̆Ǵĺ ̆ǵĺ Ҭ ȁ ӟ̂ Ҭ Ғҙ Һ ̃  ̆

ǻĺ ̆Ƿĺ ᴪ ̆ȏĺ Ẋ ̆ǳĺ ᵝ ӟ̆˽ĺ ҙ ̂ ̃̆Ǹĺ ҙ ̆Ǻ

ԋ Ὲ ꜚ̂ ꜚ ⌠ ҩ Ҭ̆ ᵣ Ҭ̃ǽĺ 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