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2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名称：湖南农业大学 

代码：10537 

 

 

授权学科 

（类别） 

名称：畜牧学 

代码：0905 

 

授 权 类 型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硕  士 

 

 

 

2023 年 2 月 27 日 

 



 

- 2 -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畜牧学一级博士点 

2022 年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湖南农业大学畜牧学学科是学校最早设立本科专业的学科之一，

于 1959 年开办畜牧本科专业，1986 年开始招收动物遗传育种硕士研究

生，1990 年获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硕士学位授权，1998 年获动物遗传

育种与繁殖学博士学位授权，2006 年获畜牧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2009 年经批准设立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 年获畜牧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同年列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2 年的全国

学科水平评估中，本学科位列全国高校第八位，2017 年第四轮学科评

估为 B-，现为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和湖南农业大学优势学科。 

本学科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通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积淀和不断

凝炼，形成了四个主干学科方向：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主要研究动物遗传物质的传递、表达及其

变异规律并指导和应用于动物遗传改良和育种实践；揭示动物生殖规

律及其调节机制，并研究制定动物繁殖人工调控技术和管理措施，以

便保障动物健康繁殖、提高繁殖效率。形成了以优质猪种选育、地方

猪种资源保护及利用等为代表的研究特色。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主要研究营养物质摄入与动物生命活动之

间关系、动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形成了以猪的营养、

家禽营养、饲料资源开发利用等为代表的研究特色。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主要研究畜禽生产和生态系统、动物福利

与行为学等。形成了以环境生态学与动物生产、动物生产资源的保护

与开发利用、关键营养素的精准饲用等为代表的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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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加工与营养工程：主要研究肉、乳、蛋加工和畜禽副产物

高效利用的基础科学理论和新型工艺技术，以及动物源食品的营养与

安全、肉品消费与人类健康。形成了畜产品加工、畜产品营养及安全

评价等为代表的研究特色。 

二、基本条件 

1．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乡村振兴发展要求，具有严谨的治学

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 

博士研究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畜牧学专门

知识；全面了解畜牧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动态；具有

独立性、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较为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硕士研究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畜牧学专门知识；具

有一定的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应用外语开展学

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详见培养方案） 

2．学位授予标准 

详见湖南农业大学《畜牧学科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2020 版）和《畜牧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2020 版）。 

3．学科队伍 

3.1 人员规模 

畜牧学学科现有教师 66 人，其中专任教师 59 人，教/科辅专职岗

位人员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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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员结构 

现有专任教师的学术专长覆盖各学科方向，年龄、学缘和职称结

构合理。其中教授 24 人、副教授 17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51

人，具有留学经历的有 28 人。 

3.3 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学位点每个主干学科方向带头人的学术兼职均符合本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的相关要求，均主持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国际学术刊物

发表研究论文 10 篇以上。每个主干学科方向具有 3 名以上 45 岁以下、

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近 5 年取得至少 3 项高水平成果的学术骨干。 

3.4 省部级以上人才 

学科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

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专家 1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1 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 人、

湖南省“百人计划”特聘教授 2 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优秀青年基

金获得者 2 人、湖南省 “百人计划”青年人才 5 人，农业部杰出人才基

金获得者 1 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1 人，“神农学者”讲座

教授 2 人，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人选 3 人，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 1 个。 

4．培养环境与科研条件 

4.1 学位点科学研究 

2022 年度共获得各类项目 96 项，其中纵向课题 40 项，国家级课

题 8 项，省级课题 16 项，横向课题 56 项，项目经费达 5195.1 万元，

贺建华教授主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尹杰教授主持

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吴苗苗教授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海外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4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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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 论文 19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6 篇，持续助力我校动物与植物

科学和农业科学领域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 1%。 

4.2 学位点学术交流 

主办了湖南省第十三届研究生创新论坛，研究生在全国遗传育种

学术年会、动物营养学术年会、饲料创新论坛等国家级学术会议上做

了发表并获奖。学位点与日本国立鹿儿岛大学、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

学联合签订了短期访学项目，每年由专业教师带队互派学生进行为期

1-2 周的学习交流。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项，派出

5 名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赴日本鹿儿岛大学留学。 

4.3 学位点支撑条件 

教学科研平台：畜牧学学科具有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平台 15 个，

具体见表 1，能保证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和科研需求。 

奖助体系：针对不同类别的奖助学金专门成立了评定工作小组，

负责研究生的奖助工作，出台了一整套完善的奖助体系，其中国家奖

学金（博士 30000 元/人、硕士 20000 元/人）、国家助学金（博士 1000

元/月、硕士 600 元/人）、农科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新生 1500 元/人), 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博士 12000 元/人或 10000 元/人、硕士 6000 元/人， 

4000 元/人 2000 元/人）、科研成就奖学金、优秀研究生生源奖学金（硕

士 2000 元/人）、优秀生源奖学金（硕士 2000 元/人）、经济贫困研究

生助学金（3000 元/年）、助研津贴（博士 6000 元/年，硕士 1800-6000

元/年）等多项奖助项目，每年资助金额 40 余万元；同时，先后与唐人

神、溢多利、正虹等多家国内外业界知名企业签订了设立研究生奖学

金的相关协议；100%的博士研究生月保底收入为 3500 元以上，100%

的硕士研究生月保底收入为 2200 元以上。   

管理体系：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和学科学位点建设委员会，具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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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研究生培养经费管理及使用办法，规范的

导师选聘、培训和考核制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建

设与监督制度健全。近五年来，学位点新增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生

导师 100%接受了培训，所有参加考核导师合格率 100%，所有毕业研

究生毕业论文抽查合格率 100%。 

三、 人才培养 

1．招生选拔 

本年度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41 人，录取 18 人，考录比例为 43.9%；

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 180 人，招收硕士生 115 人（包含调剂招生），

考录比例为 63.8%。 

2．课程教学 

在课程设置中，充分考虑了本科阶段开设的基础课程，硕士生课

程通过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的紧密结合，加强硕士生科研能力、学术

交流能力及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博士生课程注重内容的前沿性，加

强科学实践，促进研究生的科学方法和学术素养培养。鼓励授课教师

进行教学改革，本学科率先在校内开设研究生双语课程，本学科立项

开设全英文授课课程 1 门，邀请海外名师和神龙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

生上课。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详见培养方案。 

3．导师与主讲教师  

学位点严格按照《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型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

核办法》开展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选聘与考核，定期进行新增导师培训。

本学位点导师参加学校组织的考核，100%达到合格以上。所有导师除

担负研究生培养主体责任外，均不同程度地承担学位点的教学任务。

学位点要求和鼓励授课教师采用启发式、讲座式、研讨式教学方式，

灵活运用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多名教师专题讲授等多样教学方法。



 

- 7 - 

此外，学科还聘请院士、业内权威专家等校外兼职导师为研究生授课。

所有课程主讲教师的教学效果，经学校研究生教学监督评价，均达到

良好以上。 

4．学术训练 

学位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实践与创新能力，博

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设：个人培养计划制定、学术活动参与、学科综合

水平考试、实践活动参与、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

核、科研成果要求、学位论文预答辨、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10 个

管控环节；硕士研究生设置除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外的其余 9 个管控环

节，详见培养方案。 

5．研究生学术交流  

鼓励学生参加在国内外举办的学术会议，对有报告的研究生，资

助全部交通、食宿和会务费，此外，学校专门为研究生设立国外访学

基金。90%以上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了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此外，

学位点定期邀请海外名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6．分流淘汰 

学位点通过多个环节严格把关研究生水平。各项考核由校内外同

行专家 5-7 人组成，学科综合水平考试、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辨不合格

者，不能进入下阶段培养工作程序；学位论文盲审未通过者，推迟半

年再申请；在规定学年范围内培养任务未完成者，只能肄业；学术成

果不达标者，不能获取学位。 

7．学位论文质量  

学位点按照学校规定对 10%硕士论文进行校外双盲评审，100%博

士论文校外双盲评审。所有研究生毕业论文评审和抽检结果均为合格

以上，获湖南农业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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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8．学风教育 

学院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的专题讲座活动，规

定博士在学期间不少于 2 次，硕士不少于 1 次。对于论文抄袭、伪造

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格审查，一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将取消

学位授予资格。没有发生论文抄袭、伪造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 

9．管理服务 

学位点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日常管理、思想教育工作的规章制度，

并严格贯彻执行。研究生教育工作由学院主要领导分管负责，并设有

专职研究生秘书，协助院长开展工作。学院还设有教授委员会、研究

生会等机构，职能明确，运转有效，管理工作规范，服务工作到位。

此外也建立了完整的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以保障研究生的正当权益。

近 5 年学生对教学服务、科研服务、生活服务和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达

到 100%。 

10．就业发展 

近五年毕业硕士研究生中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91.87%，

毕业博士研究生中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100%。所有毕业生

中，企业就业人数占 72.92%，17.36%的毕业生在教育和科研设计单位

就业。硕士毕业生中，国内升学主要集中在湖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山大学。 

四、服务贡献 

1．凝练了团队研究方向 

学位点围绕促进畜禽产业转型升级这一总体目标，结合湖南省地方

畜牧特色，凝练研究方向，设置三大创新平台和一个公共平台，11 个

创新团队加一个公共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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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目标畜禽品种培育创新平台：生猪育种研究创新团队；家

禽育种及生产研究创新团队；草食动物育种及生产研究创新团队。 

（2）多样化的区域饲料资源安全高效利用创新平台：饲料资源高

效利用创新团队；动物营养基础研究创新团队；植物源饲料添加剂及

中兽药研究创新团队。 

（3）多样化的区域型畜禽生产模式创新平台：畜禽重大疫病的流

行病学调查及诊断技术研究创新团队；兽用生物制品及兽药研究与开

发创新团队；畜禽养殖模式及畜牧工程装备研究创新团队；养殖废弃

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研究创新团队。 

（4）公共服务平台：实验平台及基地运行管理服务团队（含中心

信息管理系统维护与运行）；畜牧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创新团队。 

学院和学位点改革科技奖励机制，进一步提高科研转化和产出能

力，将考核落实到团队。与每个团队签订目标任务合同，团队的具体

任务根据团队所有成员前一周期的工作业绩和学院目标管理任务分配

额确定，实行合同管理。团队考核采用同行评议与学术委员会审议相

结合的办法。考核对照团队任务书，就团队任务要点及其执行情况总

结、学术科研创新点、学术交流合作、人才培养、阶段性成果（含体

制创新）等进行，作为考评及经费下拨依据。团队建设期为四年，对

团队考核结果分合格、不合格及优秀三个层次。合格层次的团队继续

给予支持；优秀层次的团队统筹协同创新中心经费及年终分配经费进

行奖励；年度检查不合格的团队将给予 1 年整改期，中期评估不合格

团队学院将停止经费支持并改组团队，周期考核不合格团队将被淘汰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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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梯队的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继续加快实施团队建设计划，推进教学团队、科研团队、服务团

队三位一体化建设。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立足学科和团队建设

需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中青年教师素质提升计划，支持中青年

教师到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进修或访学，加强

教师培训，开拓教师学术视野，提升教师职业发展能力。使专任教师

达 50 人以上，引进教师中博士 100%、外缘比例 80%以上、具有留学

经历教师的比例 60%以上；同时着手培养和引进学科带头人和各二级

学科的方向带头人 2-4 人。 

3．人才培养与对外合作取得成效 

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完善研究生助教机制，注重创新教育，

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省级优秀学位论文培育力度，鼓励和

支持学生发表 SCI、EI 等收录的高水平论文。积极申报校级、省级教

改项目 10 余项；实施优质课程培育计划，引进国外优质专业课程，积

极参与建设国家级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建设校级、省级精品开放课

程 4 项。加强与国内相关学科之间合作交流，加大与国际知名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合作力度，使 45 岁以下教师出国访学 12 个月以上的比例

达到 60% 以上。 

4．学科标志性成果显著 

围绕畜牧和养殖领域重大需求和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充分整

合已有积淀的基础上，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级重大科

研项目和国家级、省部级奖项。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使科研成果

更多在高档次国际杂志上发表，在保证我校动物与植物科学和农业科

学领域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 1%的同时，使名次继续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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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立项各类科研课题 96 项，其中横向合作课题 56 项，合同

经费 2988 万元，纵向课题 40 项（表 2），国家级课题 8 项，获批农业

农村部畜禽资源（猪）评价利用重点实验室（牵头单位）和教育部优

质畜禽产品生产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 

5．社会声誉不断上升 

畜牧学学位点与众多畜牧业的龙头企业保持紧密联系，与省内外

多个地方政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培育成功的猪配套系

（湘虹、湘益、湘沙）、湘村黑猪新品种以及开发的多个饲料添加剂

已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培育澜沧黑猪和湘佳黑凤鸡

新配套系，为省内外的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此外，学科

通过派送专家、科技特派员、科技副县长和技术顾问等形式，以技术

合作、专利转让等多种方式服务社会与企业，效果显著。 

五、存在的问题 

1．与湖南省地方畜牧特色与发展潜力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教学

科研支撑条件还需持续改善； 

2．还需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构建科学的科技奖励机制，进一步提

高科研转化和产出能力； 

3．作为湖南农业大学优势学科，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交流的平台，

积极推动国际化工作，全方位的提升科研和教学水平。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快推进标志性成果集成  

围绕畜牧和养殖领域重大需求和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充分整

合已有积淀的基础上，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级重大科

研项目和国家级、省部级奖项。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使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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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在高档次国际杂志上发表，在保证我校动物与植物科学和农业科

学领域进入全球 ESI 排名前 1%的同时，使名次继续靠前。 

2. 加强思想引领，坚定教师理想信念 

持续推进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常态化，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教师头脑；充分发挥湖南省丰富的红色资源，

全方位开展理想信念、党史国情教育等专题培训。实现教师党支部书

记“双带头人”全覆盖，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建立学科带头人、团队负责人联系青年教师等制度，时刻关

注青年教师思想动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教师牢记立德树人初

心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3. 强化师德师风，发挥师德表率作用 

严格过程管理，严把教师入口关，全面考察思想政治表现和师德

师风，举行教师入职宣誓仪式，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开展职业诚信

主题教育等，引导教师将“四有”好老师作为价值追求。完善师德师

风评价考核机制，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作

为教师业绩考核、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等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参考，实

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选树教师优秀典型，在微信平台开设“桃李

之教、经师人师”栏目，举行老教师荣休仪式等，营造良好师德氛围。 

4. 强化课程思政，推进思政教育进程 

不断深化思政教育体系建设，形成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体，专

业课程思政和“大国三农”通识教育课程为补充的贯穿人才培养全过

程的思政教育格局；扎实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和全员教学大练兵活动，

建立线上线下教学结合、“起点”全天侯思政课交互平台、红色教育

基地、乡镇之声等将学生生活中的点滴、革命传统、乡村发展案例等

搬进思政课程，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与针对性；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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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红色教育基地、校史馆、扶贫点和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搭建思

想政治教育基地，助推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四个自信和强农兴农

的使命；搭建网络育人平台，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充分发挥“两微一

端”新媒体作用，打造湘农青年、湘农动科等网络思政品牌，用研究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政教育，传播正能量。 

5. 落实三全育人，培育强农新农担当 

坚持知行合一办学传统，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和

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坚持开展

学生社会调研和暑期三下乡活动，打造博士生宣讲团、服务团进乡村

等品牌活动。坚持依托教师参与的三区人才、科技特派员、科技项目

为载体，吸引研究生参加畜牧业生产调研，参与养殖户、畜牧相关企

业生产技术指导，解决生产中的现实问题，让学生在扶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实践中了解三农发展现状，强化学农爱农担当。 

6．强化平台基地建设与对外交流 

加快农业农村部畜禽资源（猪）评价利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优

质畜禽产品生产协同创新中心、岳麓山种业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建设，

加大现有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的建设投入，提高实验室水平；加大资

源配置向优势与特色方向倾斜，向潜心科学研究的优秀青年教师倾斜。

加强与国内相关学科之间合作交流，加大与国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合作力度；继续加大力度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开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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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畜牧学学位授权点支撑科研平台 

序

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 

年度 

1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生物饲料分中

心 

科技部 2009 

2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 

饲料安全与高效利用工程中

心 
教育部 2009 

3 国家重点实验室 

兽用中药资源与中兽药创制

国家地方联合一种研究中心

（湖南） 

科技部 2013 

4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动物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育部 2009 

5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 

畜禽安全生产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 
教育部 2015 

6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基地、中心（湖南省）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教育部、科

技部 
2012 

7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基地、中心 

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生猪农科

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教育部、农

业部 
2012 

8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基地、中心 

畜禽安全生产湖南省 2011 协

同创新中心 

湖南省教

育厅 
2015 

9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基地、中心 

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科

技厅 
2013 

10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基地、中心 

湖南省大学创新训练实验中

心 

湖南省教

育厅 
2014 

11 
省级重点实验室 

(湖南省) 

畜禽遗传改良湖南省重点实

验室 

湖南省科

技厅  
2008 

12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湖南省家禽安全生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湖南省科

技厅 
2018 

13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农业农村部畜禽资源（猪）评

价利用重点实验室 

农 业 农 村

部 
2021 

14 
教育部协同创新中

心 

优质畜禽产品生产协同创新

中心 
教育部 2021 

15 省发改委工程中心 
智慧牧业湖南省工程研究中

心 

湖 南 省 发

改委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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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 年畜牧学科立项纵向课题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分类 

1 
微生物驱动断奶仔猪肠道脂肪酸异

质性吸收的机制研究 
尹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 

2 
猪饲料转化效率高效测定及整合组

学遗传调控机制研究 
高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的任务 

3 

沙子岭猪脂肪沉积影响胎盘功能的

作用机制及植物多酚营养调控的研

究 

贺建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

目 

4 
宁乡猪肠道 MUC-2 的糖基化修饰特

征及其调控屏障功能的研究 
马晓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5 
生长猪糙米消化能、代谢能和 SID 氨

基酸动态预测模型的建立 
尹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 

6 

特色粮油果蔬作物特征品质分析与

特征标准研究-特色粮油果蔬全产业

链品质评价标准体系构建及集-吕梁

山区等脱贫地区黄花菜和杂豆特征

品质评价标准体系构建及集成示范 

刘秀斌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 

7 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项目-吴苗苗 吴苗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海外） 

8 

快速型黄鸡/中速型地方肉鸭动态营

业需要模型及营业精准供给技术研

究 

张海涵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的任务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宁乡猪国家

标准修订项目 
肖定福 国家其他部委项目-其他部委项目 

10 湖南省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尹杰 尹杰 
湖南省创新平台与人才计划-湖湘青

年英才 

11 国家肉牛牦牛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肖定福 
农业部科研项目-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 

12 非瘟背景下的三元杂母猪高效生产 李智 
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科普专

项 

13 云南生猪产业发展战略咨询研究 刘梅 其他-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 

14 
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特征图谱制

定的技术要求 
刘秀斌 国家其他部委项目-其他部委项目 

15 
细胞自噬在猪皮下与肌内脂肪前体

细胞分化的差异调控作用 
陈家顺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

项目 

16 
外泌体介导的 PI3K/AKt/mTOR 通路

调控猪肌内脂肪机理 
马海明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市联合

基金项目 

17 
猪 SNX29 基因拷贝数变异对肌内脂

肪沉积的影响及调控机制 
刘梅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

项目 

18 
甘露寡糖对仔猪肠道黏蛋白分泌特

征的干预及其调控机制研究 
马晓康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

项目 

19 
猪胴体性状的杂种优势形成机理解

析及预测模型构建 
何俊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 

20 

基于肠黏膜屏障功能研究母源营养

对子代出生后发育迟缓的影响及其

机制 

王婧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

项目 

21 湖南省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 伍树松 
湖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创新平

台与人才专项 

22 家禽基因组选择育种精准建模技术 贺喜 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湖南省种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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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应用 新项目 

23 
高档肉牛全产业链健康高效育肥及

品质控制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陈东 省外科技计划项目 

24 

基于全转录组测序解析高原鼠兔低

氧性肺血管收缩反应钝化的分子机

制 

郭松长 省外科技计划项目 

25 
宁乡猪血缘鉴定与营养配方标准研

究 
何俊 县区级科技项目 

26 流水养殖 HACCP 管理技术规程 吴含含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湖南省农业

技术规程制修订项目 

27 南方奶牛抗热应激技术规程 张佩华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湖南省农业

技术规程制修订项目 

28 牛饲料营养价值评定尼龙袋法 万发春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湖南省农业

技术规程制修订项目 

29 湖南家禽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贺喜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湖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30 
家禽产业技术体系肉（蛋）鸡遗传育

种与繁殖岗位 
郭松长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湖南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31 
湖南省科技人才托举工程中青年学

者培养计划-何俊 
何俊 

省其他厅局科研项目-省科协科研项

目 

32 家禽种质性能测定 贺长青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 

33 省瘦肉型猪联合育种遗传评估 何俊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 

34 分子身份证基因芯片开发定制 何俊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 

35 九疑山兔种质性能测定 黄生强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 

36 畜禽品种生产性能测定 郭松长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 

37 湖南省遗传资源委员会运营 贺喜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项目-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 

38 

宁乡猪外泌体介导的

PI3K/AKt/mTOR 通路调控肌内脂肪

沉积机理 

马海明 
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长沙市自然科

学基金 

39 

lncRNA-FPFSC 调控猪睾丸支持细

胞增殖、分泌和 BTB 结构的分子机

理研究 

冉茂良 
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长沙市自然科

学基金 

40 宁乡猪保育仔猪饲养管理技术 规范 陈家顺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项目-湖南省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