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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学专业培养方案 

水产养殖学是水产类所属两个专业之一，秉承学校“基于综合、立于专业、归于个

性”的本科人才培养理念，实行“1+3”分段式培养模式。学生入学后第 1 学年主要学习通

识教育课和学科基础课，突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大类核心基础知识和学习习惯的培养；

从第 2 学年开始，根据学生个人意愿、学业成绩和综合考核结果，分流到本专业继续学

习。 

水产养殖学是以水产学、生物学和环境科学为基础，研究鱼、虾、蟹、贝、参、藻

等水生经济动植物遗传变异、生长繁育、消化代谢等生命基本规律，指导渔业和相关产

业生产与管理的科学。水产业被誉为“21 世纪的朝阳产业”。 

西南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始于 1985 年的西南农业大学淡水渔业专业，是西部地区

首个水产类本科专业，1999 年更名为水产养殖学。本专业入选了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和重庆市一流专业建设点，是重庆市特色专业，专业影响力西部第一，全国领先；

依托水产学和水生生物学两个重庆市重点学科、淡水鱼类生殖与发育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水产科学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发展，拥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

人才培养体系。本专业一直秉持“以生为本”的办学思想和“品德高尚、基础厚实、专业

精深、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理念，因材施教；浓厚的专业文化、雄厚的师资队伍、完

善的课程体系和优越的办学条件，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毕业生既可攻读水产学、生物学、生态学、海洋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生，

也可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产品研发，

或自主创业。毕业生质量社会评价满意度高，优秀校友众多。 

一、培养目标 

适应国家和地方渔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高尚思想品德、优良人文素养、厚实理学

基础，具备水产养殖学扎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实践能力、良好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

术型创新人才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在渔业及相关的农业、水利、环保和海

洋等部门作为骨干从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技术推广、产品开发和经营管理等工作。 

具体目标包括: 

目标 1：具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身心素质，较浓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三农

情怀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较强的人文素养、团队意识与创新精神。 

目标 2：具备数学、物理、化学、环境科学、现代信息技术等基础知识，熟悉水产

科学与现代生物学基础理论与技术，能跟踪水产学和生命科学前沿领域及发展趋势。 

目标 3：适应现代渔业生产发展需求，熟悉主要水产生物增养殖、饲料配制与应用、

病害防治、设施渔业规划与设计、渔业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技术和法律法

规等，能胜任渔业相关的科技推广、技术服务和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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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谙熟生态渔业原理与技术，了解水域生态养护的

理论与技术，熟悉渔业管理的法律法规，能为绿色生态智慧渔业发展和渔业资源环境的

养护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目标 5：具有较广的国际视野和一定的学科交叉能力，能在多学科、多元文化团队

中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可到国内外一流学术机构继续深造。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 4 年培养，毕业时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毕业要求 1：[思想素质］ 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品德修养，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毕业要求 2：[人文素质］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尊重生命、人格健全、身心健

康，能正确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具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情怀

和“爱农知农为农”素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理念，立志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毕业要求 3：[理学素质]具备相当的理学知识和科学思维能力，能运用数学、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对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判断。 

毕业要求 4：[专业素质与能力］ 

4.1 基础知识：了解一定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知识，具有较扎实的生物化学、水生

生物学、鱼类学和水化学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及较熟练的实验技能； 

4.2 增养殖技能：掌握水产生物遗传育种理论知识、水产生物的人工繁育及增养殖

原理与技术，了解水族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懂得现代设施渔业、智慧渔业等技术，具有

现代化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知识； 

4.3 饲料配制技能：掌握主要水产经济动物的营养学知识和饲料配制技术，熟悉生

物饵料培养技术和饲料投饲技术与品控技术； 

4.4 病害防治技能：具有水产动物病原学、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等基础理论知

识，掌握水产动物病害预防、诊断与治疗的方法和技术； 

4.5 资源养护技能：了解渔业资源调查、评估的原理和方法，熟悉渔业法规与渔政

管理的基础知识，懂得渔业资源养护的主要技术； 

4.6 规划设计技能：了解水产业发展规划、养殖场规划和资源养护规划等方面的基

本知识与方法，初步具备水族造景规划与设计的知识和技能。 

毕业要求 5：［外语能力］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能够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

资料。 

毕业要求 6：［信息处理能力］具有较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分析工具的能力，熟

练掌握资料查询和专业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并能对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统计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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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7：[创新能力］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科研素养，能参与本学科领域的

科学研究与技术产品研发，具有在相关学科领域拓展研发的潜力，能进入国内外院校和

研究机构进一步学习。 

毕业要求 8：[职业发展能力］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通

过口头、书面和现代化媒体技术等表达方式与他人就本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

通，具有与团队成员协调合作乃至引领团队发展的潜力。 

毕业要求 9：[国际视野] 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关注食品安全、人类营养与健康、

生态环境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国际重大问题，具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与合作能力。 

三、学期与学制 

学期：每学年分为秋季、春季和夏季三个学期，夏季学期为选择性学期。 

学制：标准学制 4 年，学习期限为 3-6 年。 

四、毕业与授位 

学生在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西

校〔2021〕385 号）规定的毕业条件，准予毕业；符合《西南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学

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西校〔2021〕33 号）规定的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授予学士学位。 

毕业学分：主修学位 155 学分，来华留学生 119 学分。 

授予学位：农学学士学位 

具体学分要求包括： 

通识教育课程：48 学分 
通识必修课：40 学分 

通识选修课：8 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25.5 学分 学科必修课：25.5 学分 

专业发展课程：59.5 学分 
专业必修课：35.5 学分 

专业选修课：24 学分 

综合实践课程：22 学分 实践必修课：22 学分 

选修学分：32 学分 选修比例：20.6 %  

实验和实践学分：47 学分 实验和实践比例：30.32 % 

五、主要实验（习）及其教学要求 

主要实验（习）：普通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动物生物化学实验、普通动物学

实验、鱼类学实验、水产动物生理学实验、水生生物学实验、水产微生物学实验、养殖

水环境化学实验、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水产动物遗传育种学实验、生物饵料培养实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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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习）教学要求：本专业实践教学包括实验教学、专业实习、社会实践、毕业

论文(设计)与毕业实习等，着重培养实验技能、专业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等。 

实验教学：分必修实验和选修实验，选修实验应当与必修实验形成逻辑上的拓展与

延续关系，并形成实验模块(实验组)供学生选择。鼓励开发跨学科、跨专业的新兴交叉

实验。 

专业实习：充分利用校内养殖实践教学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开展专业实习，主要

包括：渔业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水产动物医学实习、水产动物育种实习、水产动物繁

育实习、饲料配制与检测、毕业实习。 

社会实践：包括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安排在暑期进行。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社会，

培养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活动能力;让学生及早了解专业、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动态与

前景,使学生学习目的性、主动性更强，提升其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 

毕业论文(设计)：鼓励学生尽早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参与老师科研项目或申请学生各

类创新基金和创新实验研究完成毕业论文，也可结合各实习环节就产业和行业中实际生

产问题、难题进行调研和研究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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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大类培养

阶段课程 

来华留学

生课程 

辅修

课程 

辅修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RC0311211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2 40  12 1/2 √    考试 

思想政治类 

  

  

  

RC0311068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2 40  12 1/2 √    考试 

RC031107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2 40  12 2/3 √    考试 

RC031118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2 40  12 3     考试 

RC0311064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2 40  12 4     考试 

RC03110980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1-8 √    考查 

RC11110090 军事理论 2 32 32   1 √    考查 
军事类 

RC11110100 军事技能 2 2-3周   2-3 周 1 √    考查 

RC03110320 体育 A 0.5 32 4  28 1 √    考试 

体育类 

RC03110322 体育 B 0.5 32 4  28 2 √    考试 

RC03110323 体育 C 1 32 4  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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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大类培养

阶段课程 

来华留学

生课程 

辅修

课程 

辅修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思想政治类  

所有学生必须选有思想政治类课程，必选心理健康类课程 2 学分，必选公共艺术类课

程 2 学分，必须选有人文社科类课程。 

 

 心理健康类 2  

 公共艺术类 2  

 人文社科类   

要求选修学分 8 

如一门课程同时具备思想政治类、心理健康类、公共艺术类、人文社科类（或自然科

学类）中的 2 种/3 种/4 种属性，视为同时满足条件，以该课程实际学分计入。其他通

识选修课学分任选。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RC03210370 高等数学Ⅲ                                 4.5 72 72     1 √ √    考试   

RC03210480 基础化学    4 64 64     1 √ √   考试  

RC03210840 化学实验技术ⅠA 1.5 36   36   1 √ √   考查  

RC03210830 化学实验技术ⅠB 1.5 36   36   2 √ √   考试  

RC03210780 有机化学Ⅱ   3 48 48     2 √ √   考试  

RC01210850 普通动物学 2 32 32    2 √ √   考试  

RC01211000 普通动物学实验 1 24  24   2 √ √   考查  

37210017 普通生态学 2.5 40 40    5  √   考试  

37210018 动物生物化学 2.5 40 40    3  √   考试  

RC01216810 动物生物化学实验 1 24  24   3  √   考查  

RC01217600 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 2 36 24 12   5  √   考试  

小计 25.5 452 320 132           

专业

发展

必修

课程 

28312830  水产微生物学 2 32 32    3  √   考试  

28312840 水产微生物学实验 1 24  24  3  √   考查  

283103402 水产动物生理学 2.5 40 40    4  √   考试  

37310019 水产动物生理学实验 1 24  24  4  √   考试  

RC01317050  组织胚胎学 2 32 32    4  √   考试  

37310020 组织胚胎学实验 1 24  24  4  √   考查  

RC01316080  鱼类学 2.5 40 40    3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RC01316090  鱼类学实验 1 24 0 24   3  √   考查  

RC01317000 养殖水环境化学 2 32 32    3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RC01317010 养殖水环境化学实验 1 24 0 24   3  √   考查 含劳动教育 2 学时 

RC01317020 水生生物学 2.5 40 40    4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RC01317030 水生生物学实验 1 24 0 24   4  √   考查  

RC01317060 水产动物遗传育种学 2.5 40 40    4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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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大类培养

阶段课程 

来华留学

生课程 

辅修

课程 

辅修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专业

发展

必修

课程 

RC01317070 水产动物遗传育种学实验 1 24 0 24  4  √   考查 含劳动教育 2 学时 

28313029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2.5 40 40    5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RC01313890 水产动物疾病学 2.5 40 40    6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RC01314330 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 1 24 0 24   6  √   考查 含劳动教育 2 学时 

37310021 生物饵料培养 2 40 16 24   6  √   考试 含劳动教育 2 学时 

28313032 鱼类增养殖学 2.5 40 40    5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37310022 渔业资源学 2 32 32    5  √   考试  

小计 35.5 640 424 216         

专业

发展

选修

课程 

新农科课程组（总计 6 学分，农科类专业学生必须选修 6 学分） 

26322804 大国三农 2 32 32        考试  

13324331 中华农耕文明 2 32 32        考试  

22325436 智慧农业 2 32 32        考试  

数理类课程模块（总计 8 学分，至少选修 2 学分） 

RC03320330 概率论 2 32 32    2 √ √   考查  

RC03320240 线性代数Ⅱ 2 32 32    2 √ √   考查  

RC03320480 大学物理Ⅲ 4 72 48 24   2 √ √   考查  

水产生物学课程模块（总计 15 学分，至少选修 4 学分） 

37320012 实验室安全教育 0.5 8 8   1 √ √   考试  

37320003 细胞生物学 2.5 44 32 12  2 √ √   考查  

37320029 观赏水生植物学 1.5 24 24   3  √   考查  

37320030 科技论文写作 1 16 16   4  √   考查  

RC01324080 分子生物学 2 32 32   3  √   考查  

37320010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24  24  3  √   考查  

28322988  水产专业英语 2 32 32   5  √   考查  

RC01323150 水产生物技术概论 1.5 24 24   5  √   考查  

37320031 生物信息学 1.5 24 24   6  √   考查  

RC01324970 水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1.5 24 24    6  √   考查  

水产养殖学课程模块（总计 26 学分，至少选修 6 学分） 

37320013  水产类专业导论 1 20 8  12 1 √ √   考查  

28320930 免疫学概论 1.5 24 24   4  √   考查  

28322974 水产药物药理学    2 36 24 12  4  √   考查  

28322949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 2 32 32    5  √   考查  

RC01328100 水族养殖学 2 36 24 12   5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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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大类培养

阶段课程 

来华留学

生课程 

辅修

课程 

辅修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专业

发展

选修

课程 

37320032 水产动物病理学 1.5 24 24   5  √   考查  

37320033 水产动物寄生虫学 1.5 24 24   5  √   考查  

37320034 名特水产增养殖学 2 32 32   6  √   考查  

37320035 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1.5 24 24    6  √   考查  

RC01311190 饲料添加剂 1.5 24 2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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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大类培养

阶段课程 

来华留学

生课程 

辅修

课程 

辅修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创新

创业

版块 

  科研学分                    可替代专选课学分 

  技能学分                 

可替代通选课学分  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小计 ≤10                  

注: 1.除学校有特别规定的课程外，原则上理论课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验（习）课 24 学时计 1 学分（既有理论又有实验（习）的课程，实验（习）课程部分按此标准折算），

实习环节 1周计 1学分，不超过 8学分。 

2.大学外语和大学体育课程考试成绩按照《关于实施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通识必修课程大学外语、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的通知（试行）》（西大教务〔2021〕17号）文件进行

标准化处理。 

3.如为大类招生，须在课程计划中将大类培养阶段的课程用“√”予以明确标注。 

七、说明 

1.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从 2022级本科学生开始执行； 

2.本次修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包括叶华、陈拥军、蒋礼、吕光俊、何滔、本专业教师、行业和用人单位代表、同行

专家、毕业生代表、高年级学生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