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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主要学科专业方向

一、学科概况

兽医学是研究动物生命活动规律以及动物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

疗、预防、动物福利和保障人类健康的科学。家畜、家禽、伴侣动物、水

生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观赏动物、蜜蜂和蚕等的健康和疾病防治

相关工作，以及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均属兽医学范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

科技经济的发展，兽医学的范畴已扩大到公共卫生与人兽共患疾病、环境

保护、比较医学与实验动物学、医药产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等

领域，并形成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

兽医学以动物疾病为研究对象，以预防和控制动物疾病为目的，以保

障动物和人类健康为职责，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学科专业方向

本兽医专业一级学科下设 1 个学科专业：兽医专业。

兽医专业包含三个研究方向：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

第二部分 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培养从事动物疾病诊疗、动物疫病检疫、公共卫生、

技术监督、技术开发、应用与管理等工作的专家型、管理型和复合型高层

次应用人才。报考兽医专业学位的考生应符合博士生报考条件，且具有兽

医学相关的学历和学位。

一、获兽医专业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学术道德

崇尚科学，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

为。未经导师许可不得擅自发表或传播课题组未公开的技术、数据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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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二）学术素养

熟练掌握兽医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室技能，具有较好的逻辑思

维和演绎归纳能力，了解兽医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三）专业素质

具有现代社会的兽医法规理念，遵守有关动物诊疗、动物防疫、兽药

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的规定，依法从业。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积极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职业精神

肩负动物保健和动物福利的使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操守，

杜绝弄虚作假，对相关信息或资料保守秘密，不得擅自用于商业用途。

二、获本专业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一）基础知识

具有扎实的兽医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

文社科知识。

（二）专业知识

系统地掌握动物疾病诊疗、疫病防控、兽药创制、检验检疫、生物安

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熟悉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熟悉我国兽医事业的现状与国际兽医行业的发展动态和趋势。

三、获兽医博士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动物诊疗、动物卫生与兽医行

业管理等方面进行不少于 12 个月的专业实践，可采取集中和分段相结合

的方式，注重培养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作经验，提高专业素

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动物诊疗实践要求熟练掌握常见动物疾病诊断与治疗技术，并在某一

方面有特长，对检查结果做出正确判断与解释，能够胜任养殖场、动物医

院等相关工作。

动物卫生与兽医行业管理实践要求掌握我国动物卫生与行业管理的

有关法律法规，能够制定动物疫病预防与疫情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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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并组织实施，能够组织实施动物检疫工

作。

四、获兽医专业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一）获取知识能力

具备从课堂、书本、网络、实验室、兽医实践场所获取相关知识的能

力。能够熟练运用图书馆、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相关文献和信息。

（二）实践能力

具备独立从事动物诊疗工作的能力，具备科学使用兽药的能力。能够

胜任执业兽医师工作并在某一领域具有精湛技术水平。

具备动物疫病、人兽共患病防控能力，具备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能力，

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能够胜任官方兽医工作，能够领导某一业务

部门的工作。

（三）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

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具备针对重大或关键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的能

力。能够合理设计调查方案，正确实施，对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并找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管理与协调能力

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能独立领导或指导兽医技术服务、技术监

督、行政管理等部门有效开展工作。能够协调多个部门开展工作。具有较

强的危机处理能力。

（五）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和文学交流能力，善于表达与沟通，具备较强的应变

能力，并具有较强的外语交流能力。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一）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必须密切结合实际，针对动物（包括家畜、家禽、伴侣

动物、水产动物、蜂蚕类、实验动物、观赏动物、野生动物等）疾病防控、

动物诊疗、兽医临床、兽药及兽用制品的研发与应用、兽医公共卫生保障、

技术服务、技术监督、政策法规、与兽医相关的系统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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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或关键技术问题、生产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应体现交叉性、应用性和创

新性。

（二）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1.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专题研究、案（病）例分析、技术创新、制品或产

品研发、政策法规与系统管理等多种形式。

2.规范要求

①涉及的名词术语要使用科学名称。

②采用标准的、规定的或公认的分析方法，并注明出处，自己建立的

新方法须详细描述操作程序，对采用的实验材料进行必要的说明。

③数据处理要符合统计学要求。

④除了惯用缩略语外，缩略语第一次出现时必须注明全称，全文缩略

语用单独列表形式排出，列在文前或参考文献后。

⑤应配有必要的图表，并附有中英文图表标题和注释。

⑥应有专门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阐明研究结果的科

学意义，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意向，避免将研究结果简单罗列。

⑦应有专门部分对有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⑧整个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 5 万字。

⑨参考文献应有一定数量，其中近期国内外文献应占较高比例。

⑩论文格式按照《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指南》、《华南

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学位要求》执行。

3.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论文研究内容应体现系统性、完整性、创新性和应用性。可以对同一

个问题进行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也可以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横

向研究。

①专题研究类：研究的范围应有一定的广度，采集的数据应具有代表

性，客观准确反映事物实际情况，应有典型案例分析，归纳总结出事物的

规律，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②案（病）例分析类：应有一定的案（病）例数量，对案（病）例的

共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提出对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并在应用过程中取得实际效果。或者对某个有价值的疑难案（病）例的全

过程进行系统和完整地分析，获得有意义的结果，并可供今后的实践借鉴。

③技术创新类：应建立新的技术方法或对现有的技术做出重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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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了应用，应用应有一定的规模或数量，或建立的方法提交申请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

④产品研发类：应完成新产品实验室研发，或完成新产品的中间试验，

或完成临床试验。

⑤政策法规与系统管理类：应介绍问题提出的背景，分析国内外相关

的进展与发展趋势，总结本地区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

的思路与措施。论文资料详细，有案例分析调查或统计数据。提出准确问

题，原因分析应透彻，理论观点应符合实际，意见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4.学位论文成果要求

学位论文应取得同行认可，并且有以下成果之一：公开发表与学位论

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兽用制品证书（含正式证书颁发之前的批件）；

国家、行业、地方等技术标准（含标准颁发之前的批件）；省部级以上成

果证书；兽医案（病）例的完整报告；经鉴定的具有新属性的虫、菌、毒

种；被地、市级政府采纳的政策建议；专利授权；其他能够说明应用价值

的证明文件。

第三部分 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适应国家执业兽医和官方兽医的要求，面向动物疾

病诊疗机构、动物养殖生产企业、兽药生产与营销企业，以及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兽医卫生监督执法、兽医行政管理、进出境检疫等部门，培养从

事动物疾病诊疗、动物疫病检疫、环境保护、技术监督、行政管理以及市

场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水平人才。报考本专业学位的考生应为动

物医学（兽医）、动物药学、动植物检疫（动物检疫方向）等专业本科毕

业或达到同等学力。

一、获本专业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学术道德

崇尚科学，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未经导师许可不得擅自发表或传播课题组未公开的技术、数据等研究成

果。

（二）学术素养

熟练掌握兽医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室技能，具有较好的逻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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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演绎归纳能力，了解兽医学科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三）专业素质

模范遵守有关动物疾病诊疗、动物防疫、兽药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技术

规程的规定，增强创新创业能力，依法从业，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

现代化服务。

（四）职业精神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操守，不弄虚作假，对相关信息或资料保

守秘密，不得擅自用于商业用途。

二、获本专业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一）基础知识

具有扎实的兽医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

文社科知识。

（二）专业知识

系统地掌握动物疾病诊疗、疫病防控、兽药创制、检验检疫、生物安

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熟悉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熟悉我国兽医事业的现状与国际兽医行业的发展动态和趋势。

三、获本专业硕士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时间为不少于 6个月，可采取集

中和分段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培养学生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长实际工

作经验，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四、获本专业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一）获取知识能力

具备从课堂、书本、网络、实验室、兽医实践场所获取相关知识的能

力。能够熟练运用图书馆、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相关文献和信息。

（二）实践能力

具备独立从事动物诊疗工作的能力，具备科学使用兽药的能力。能够

胜任执业兽医师工作并在某一领域具有精湛技术水平。

具备动物疫病、人兽共患病防控能力，具备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能力，

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能够胜任官方兽医工作，能够领导某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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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工作。

（三）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

具备针对具体问题、病例或案例开展调查研究的能力，能够合理设计

调查方案，正确实施，对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四）管理与协调能力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能独立担负兽医技术服务、技术监督、行

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五）交流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和文学交流能力，善于表达与沟通，具备较强的应变

能力，并具有较强的外语交流能力。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一）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必须密切结合实际，针对技术服务、技术监督、业务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应有一定的新意和实用性。

（二）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1.论文形式

兽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病例或案例分析、技

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管理决策和政策分析等形式。

①调研报告要求客观真实，详细占有资料，分析透彻，讨论深入，能

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②病例或案例分析要求有一定的病例或案例数量，对病例或案例的共

性进行总结提炼。对疾病的治疗、防控措施采用得当，有借鉴意义。

③技术创新要求建立新的技术方法或对现有的技术做出重要改进，对

技术的各项指标有完整的试验验证，与已有的方法相比，在某一方面或多

方面具有优越性，并实施应用。

④产品研发要求完成产品的阶段性研发过程，技术指标符合国家相关

要求。

⑤管理决策和政策分析要求提出问题准确，原因分析透彻，理论观点

符合实际，意见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2.规范要求

①涉及的名词术语要使用科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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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采用标准的、规定的或公认的分析方法，并注明出处，自己建立的

新方法须详细描述操作程序，对采用的实验材料进行必要的说明。

③数据处理要符合统计学要求。

④除了惯用缩略语外，缩略语第一次出现时必须注明全称。全文缩略

语用单独列表形式排出，列在文前或参考文献后。

⑤应配有必要的图表，并附有中英文图表标题和注释。

⑥应有专门的部分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阐明研究结果的科学

意义，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意见，避免将研究结果简单罗列。

7 应有专门部分对有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8 整个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 2 万字。

9 论文格式按照《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指南》、《华

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学位要求》执行。

3.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调研报告要求客观真实，资料详细，分析透彻，讨论深入，能够提出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病例或案例分析要求有一定的病例或案例数量，对病

例或案例的共性进行总结提炼。对疾病的治疗、防控措施采用得当，有借

鉴意义。技术创新要求建立新的技术方法或对现有的技术做出重要改进，

对技术的各项指标有完整的试验验证，与已有的方法相比，在某一方面或

多方面具有优越性，并实施应用。产品研发要求完成产品的阶段性研发过

程，技术指标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管理决策和政策分析要求提出问题准确，

原因分析透彻，理论观点符合实际，意见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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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 兽医 类别代码 0952

领域名称 无 领域代码 无

学制

全日制：硕士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5 年

非全日制：硕士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5

博士生学制 4 年，最长学习年限：7 年

年

学分

总学分：硕士生≥33学分

博士生≥28 学分

课程学分：硕士生≥25 学分

博士生≥18 学分

培养环节：硕士生 8 学分，其中专业实践 6 学分，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 2 学分

博士生 10 学分，其中专业实践 6 学分，文献阅读与专题报告 4 学分

一、培养目标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适应国家执业兽医与官方兽医分类管理的要求，面向动物诊疗机构、动物养殖生产企

业、兽药生产与营销企业以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兽医卫生监督执法、兽医行政管理、海关、兽医社

会组织和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部门，培养从事动物诊疗、动物疫病检疫、公共卫生、技术监督、技术开发与管

理等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高水平人才。

兽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适应国家执业兽医与官方兽医的要求，面向动物诊疗机构、动物养殖生产企业、兽药

生产与营销企业以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兽医卫生监督执法、兽医行政管理、海关、兽医社会组织和

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部门，培养从事动物诊疗、动物疫病检疫、公共卫生、技术监督、行政管理以及技术开发

与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水平人才。

二、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分

开

课

学

期

硕士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博士 备注

公共必修

课

（硕士生

6 学分，

博士生 4
学分）

1901100000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2 秋 必修

15011000000001
英语科技论文写

作与学术交流
2 秋 必修

19021000000004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2 秋 必修

19021000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
1 春 必修

二选一

19021000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春 必修

15021000000001 硕士生英语 3 春/ 必修 只需修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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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专业必修

课

(硕士生

11学分，

博士生

10 学分)

11011095200001
兽医学研究进

展Ⅱ
3 秋 必修

11011095200002 分子免疫学 3 秋 必修

11011095200003 分子生物学 3 秋 必修

11031095200004
动物检疫与兽医

法规
2 春 必修

11021090600005
学术规范及科研

伦理
1 秋 必修 必修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类课程)

11031095201003
预防兽医学技术

专题
2 秋 必修 预防兽医学方向必修

11031095202004
临床兽医学技术

专题
2 秋 必修 临床兽医学方向必修

11031095203005
基础兽医学技术

专题
2 秋 必修 基础兽医学方向必修

11031095200013 兽医公共卫生学 2 秋 必修

11031095200011
兽医临床专题讨

论
2 秋 必修

11031095200014 兽药创制与应用 2 秋 必修

选修课

（硕士生

≥ 8 学

分，博士

生≥ 4

学分）

见附录

三、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时间安排

学分 备注

全日制硕士
非全日制硕

士
博士

1.制定培养计划 入学 2周内 -

2.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 第三学期 第二学期 -

3.中期考核 第四学期 -

4.专业实践 学位论文 送审前 6

5.撰写文献综述或专题报

告

硕士生 2 学分

博士生 4 学分

6.预答辩
学位论文

送审前
博士生

学位论文 送审前



11

7.同等学力或跨学科考生

补修本学科主干课程

以同等学力或跨一级学科录取的研究生，至少应补修该专业本科阶段主干课程 2

门。是否需要补修，可由导师和学院决定。

四、培养环节具体标准及考核要求

（一）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博士研究生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具体要求参照学校相关文

件。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无法按原开题方案继续进行论文研究的，必须重新开题。开题报告不通过的，3个

月后方可重新申请开题。连续 3次开题未通过者，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二）中期考核

研究生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考核，具体要求参照学校相关文件。考核不通过者，3个月后方可申请重新考

核；第 2次考核仍未通过的，按程序做肄业或退学处理。

（三）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环节原则上应在学校或本学院、学科的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完成，由学院会同导师统一组织和选派

研究生进入实践基地，结合学位论文工作开展专业实践。实践时间：硕士生（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实践教学

时间不少于 6个月。博士生：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 12个月。具体请参考文件《华南农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

实践环节管理办法》、《兽医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环节管理及考核实施细则》。

（四）撰写文献综述或专题报告

研究生在进行开题论证前应广泛阅读研究文献，硕士研究生（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在第五学期结束前提交

文献综述 1篇和专题报告 1次，博士研究生在第五学期结束前提交文献综述 2篇和专题报告 2次。导师根据对文

献综述或读书报告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科学性进行评定成绩，成绩按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等级给分。上述文

献综述或专题报告文稿经导师审核签字后上交学院教务备案。

（五）预答辩

博士生学位论文送审前必须通过预答辩，重点审查博士生的论文质量并提出修改意见。预答辩通过后，研究

生根据修改意见完善论文，经导师和学科同意后方可提交送审。预答辩不通过不可提交论文送审。

五、科研成果要求

申请学位成果要求按照《兽医学院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执行。

六、毕业与学位授予

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并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准予

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授予学位。最终答辩未通过者作结业处理；未

达到课程学分及培养环节要求的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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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

本方案其他未尽事宜最终由兽医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决定。

附录：选修课程信息（仅列出了本学科拟开的选修课；在导师指导下可在全校范围内选修；具体课

程信息详见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在线课程（慕课）纳入选修课范围，除

了“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课程以外，研究生原则上可根据情况选修 1 门，经考核合格可认定该课程学分，多

选的在线课程不认定学分。

课程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期 硕士 博士 备注

专业

选修

课及

跨专

业选

修课

11012090600002 兽医药学研究进展 2 秋 选修

11012090600003 动物超微组织学 2 秋 选修

11012090600004 动物病毒的分子生物学 2 秋 选修

11012090600006 现代寄生虫学进展 2 秋 选修

11012090600010 高通量测序分析及其可视化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66

《兽医学研究实验技术》--动

物寄生虫病检测和诊断技术模

块一

1 秋 选修

分 6个

模块进

行上

课，修

读 3学

分

11022090600067
《兽医学研究实验技术》--病

毒的分离、培养与鉴定模块二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68

《兽医学研究实验技术》-细菌

分离培养鉴定及药敏实验模块

三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69
《兽医学研究实验技术》--动

物临床检测和外科手术模块四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70

《兽医学研究实验技术》-屏障

环境与实验动物操作技术模块

五

1 秋 选修

11022090600071
《兽医学研究实验技术》色谱-

质谱联用分析技术模块六
1 秋 选修

11022090600072
《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

Westernblot 技术模块一
1 秋 选修 分 5个

模块进

行上11022090600077 《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原位 1 秋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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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修

读 3学

分

杂交技术模块二

11022090600074
《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PCR

分析技术模块三
1 秋 选修

11022090600075
《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免疫

荧光及流式细胞分析模块四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76

《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

-CRISPR_Cas9 基因编辑技术

模块五

2 秋 选修

11032095200001 兽医企业管理与营销 2 秋 选修

校内外

专家开

设

11032095200002 智慧养殖 1 秋 选修

新产

业、新

业态

11032095200005 现代生物技术在兽医上的应用 2 秋 选修

11032095200006 科技论文写作概论 1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6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05 兽医药物代谢动力学 2 春 选修

11012090600009 动物生殖生物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04 高级兽医药理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07 兽医毒理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09 高级动物解剖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0 组织学实验技术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1 高级动物组织胚胎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2 高级兽医病理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3 兽医病理学诊断实践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4 高级兽医微生物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15 实验动物学 2 秋 选修

11032095200005 兽医寄生虫学实验技术 1 秋 选修

11022090600023 家禽免疫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26 高级兽医内科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27 兽医临床实践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30 高级兽医临床诊断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31 家畜生殖内分泌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25 高级禽病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32 高级中兽医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79 高级中草药学 1 秋 选修

11022090600034 高级兽医外科学与外科手术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35 基因工程原理 2 秋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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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1071000006 高级微生物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39 兽医针灸学 1.5 秋 选修

11022090600040 分子寄生虫学理论与技术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42 禽病学综合实验技术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43 兽医传染病学综合实验技术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47 生物信息学导论 2 秋 选修
交叉学

科课程

1102209060048 高级兽医产科学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49 兽医药学专题 2 秋 选修

11022090600006 药理实验方法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08 解剖学实验技术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17 兽医生物制品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20 人兽共患病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21 高级兽医寄生虫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22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及其应用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24 禽类胚胎病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28 兽医 X线诊断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29 兽医超声诊断技术 1.5 春 选修

11022090600037 现代药物分析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38 兽医麻醉学 1.5 春 选修

11022090600041
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综合实

验技术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44 兽医临床病理学 2 春 选修

11032095200007 兽医流行病学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45
色谱与色-质谱联用技术及其

在兽药残留分析中的应用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46 高级动物基因工程 2 春 选修

11022090600080 高级动物传染病学 2 春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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