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实践教学条件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动物防疫与检疫专业 

专业代码：51030 

二、招生对象、学制及学历 

本专业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全日制三年，专科（高职）。 

三、人才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

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熟悉国家有关动物疫病防控政策和法规，掌握动物及动物产

品检疫检验的基本理论知识，具备动物防疫、检疫与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等基本

技术与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能在动物防疫与检疫生产与服务

一线，从事防疫、检疫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知识要求 

（1）了解动物防疫、检疫检验的相关法律法规； 

（2）了解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的条件及特点； 

（3）掌握动物疫病预防、诊断、扑灭的措施； 

（4）掌握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检验的方法及基本理论知识。 

2.能力要求 

（1）具备动物疫病防控的能力； 

（2）具备兽医临床诊疗的能力； 



 

（3）具备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检验的能力； 

（4）具备兽医卫生行政执法的能力。 

3.素质要求 

（1）具有环境保护、安全防护的意识；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诚信观念； 

（3）具有吃苦耐劳、热爱劳动的精神； 

（4）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踏实的工作态度。 

四、职业面向与职业资格证书 

（一）职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主要面向大中型畜禽养殖企业、畜禽屠宰加工厂、出

入境检疫检验局、畜牧兽医工作站、食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等单位，从事畜牧场

防疫、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与检验、动物疫病防治技术服务、畜牧兽医行政执法

等工作。经过几年的发展后，经过专业能力、工作能力、社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可以从初始岗位升迁到发展岗位，包括技术厂长、业务经理、总经理、官方兽医

等。 

（二）职业资格证书 

本专业毕业生至少应考取中级以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一个。该专业必须考取

的职业资格证书是：动物检疫检验员，还可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有：动物疫病防

治员、兽医化验员、执业兽医师等。 

五、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一）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与畜牧养殖企业、畜禽屠宰加工企业、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控中心、

畜产品检测中心等行业企业的合作，在山东寿光天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动



 

物防疫与检疫专业厂中校”，创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育人机制，构建“工学结

合、德能并进”四段式人才培养模式（图 1）。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主线，让

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疫病防控、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检验等专业技能，

把职业素质教育融于专业教学全过程，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形成“企业对学生满意、学生从工作中受益、学生为企业和社会创益”的良好局

面，实现校企共赢。 

 

 

 

 

 

 

 

 

 

 

图 1 “工学结合、德能并进”四段式人才培养模式图 

第Ⅰ阶段（第 1-2 学期）：通识能力培养期  在教室、校内实训室完成通识

能力培养。学习职业素养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进行专业基本技能训练和职业素

养养成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德育素养、文化素养，掌握职业岗位所需的基本理

论和技能。 

第Ⅱ阶段（第 3-4 学期）：专业能力培养期  在教室、校内实训室及校内实

训基地进行专业能力培养。通过专业核心课程学习，校内实训室及校内实训基地

的实习，使学生掌握所学专业的专业技能。同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

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第Ⅲ阶段（第 5 学期）：岗位能力培养期  根据预就业岗位选择轮岗项目，

在“厂中校”进行职场体验，完成岗位能力培养。通过在“厂中校”进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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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       职业能力培养 

第 6 学期 
校外实训基地 

 

 
第三阶段       岗位能力培养 

第 5 学期 
厂中校 

 

 

第二阶段        专业能力培养 

第 3~4 学期 校内实训室 
校内实训基地 

 
   

第一阶段        通识能力培养 

第 1~2 学期 
校内实训室 



 

掌握岗位所需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使学生形成对岗位的适应能力。 

第Ⅳ阶段（第 6 学期）：职业能力培养期  在校外实训基地完成职业能力培

养。通过在校外企业一线岗位的顶岗实习，使学生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及所需的职

业技能，强化岗位能力培养，使学生具备就业所需的职业综合能力，实现人才培

养与就业良好对接。 

（二）课程体系 

按照行业、企业调研→确定职业岗位→分析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导出行动领

域→确定学习领域的基本思路，专业建设委员会对畜牧养殖场、屠宰加工厂、畜

牧兽医站、动物疫控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等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广泛地人才需求

调研，结合毕业生反馈意见，确定毕业生的职业岗位。根据对职业岗位典型工作

任务或能力的分析，确定本专业的典型工作任务以及该任务所需的知识、能力素

质，导出行动领域，确定学习领域。把学科体系下的动物内科病、外科病、产科

病、传染病、寄生虫病整合为禽病防治、猪病防治、牛羊病防治等基于工作过程

的课程，使课程的学习与畜禽生产过程相一致。同时，融入职业资格标准、行业

企业标准，校企合作共同构建与“工学结合、德能并进”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新的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遵循立德树人、全

面发展的原则，既注重学生就业，又重视学生的未来发展，将职业道德、人文素

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课程体系结构见图 1-2）。     

新的课程体系分如下几个部分： 

1.职业素养课程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按照思想政治教育、法制

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创业就业教育、基本文化素质教育等几个模块，设置本专

业的公共基础课程，主要包括《入学教育》、《军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语文》、《体育》、《英

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化学》、《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等课程。 

2.专业技能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包括《动物解剖

生理》、《动物生物化学》、《动物病理》、《动物药理》、《动物微生物与免疫技术》、

《兽医临床诊疗技术》、《猪病防治》、《禽病防治》、《牛羊病防治》、《动物防疫与



 

检疫技术》等课程。 

3.专业拓展课程  以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工作拓展为目的，设置《动物营

养与饲料》、《市场营销》、《畜牧学》、《中草药方剂》、《畜牧业经济管理》等课程。 

4.实践教学体系  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遵循人才培养规律，按照“专业

基本能力→岗位能力→职业能力”的培养路线，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

形成能力递进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为 64.85%。 

专业基本能力的培养通过认识实习完成，主要在校内实训室和校内实训基地

进行，需要完成职业素养课程、专业技能课程、专业拓展课程的相关实训及操作，

采用“教学做”一体、“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 

岗位能力的培养通过跟岗实习（轮岗实训）完成，主要在“厂中校”进行，

需要通过主要岗位的跟岗轮训，完成各岗位的技能训练，采用“工学结合”的模

式。 

职业能力的培养通过顶岗实习完成，主要在校外实训基地进行，通过岗位的

综合能力的训练达到培养目的，采用“顶岗”的模式。



 

在整个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开展好第二课堂教学，将第二课堂的两条培养线贯穿始终，一是提升学生的德育素养和人文素养，主

要通过公益活动、社团活动、拓展训练、组织观看、专题讲座、辩论赛等各种形式实现。二是提升专业基本能力，主要通过开放实训

室、技能竞赛、学术讲座、企业参观、科普协会、科技研发等多种形式实现，培养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能力，提高学习兴趣和

创造性思维能力。通过三个能力的培养及第二课堂两条线的贯穿实现“工学结合，德能并进”。（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图 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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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教学条件 

（一）校内实训室 

表 1  校内实训室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名称 主要开展的实训项目 

容纳学生

数（人/

次） 

1 
动物微生物与免疫技

术实训室 

电热恒温培养箱 

电热恒温水浴锅 

电热干燥箱 

高压蒸汽灭菌器 

电冰箱 

台式低速离心机 

电脑型生物显微镜 

微量移液器 

微型振荡器 

酶标仪 

超纯水仪 

固定教学多媒体 

生物显微镜 

酸度计 

生物安全柜 

厌氧培养罐和真空泵 

病料中细菌的分离培

养与形态鉴定、细菌

培养基的制备、细菌

的生化试验、细菌药

敏试验、病毒的鸡胚

接种、病毒的血凝试

验、病毒的血凝抑制

试验、平板凝集试验、

琼脂扩散试验、间接

血凝、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等。面向养殖企

业进行重大疫病的实

验室诊断，开展动物

检疫检验员的职业技

能培训和鉴定，以及

防疫人员的培训。 

120 

2 动物疫病防控实训室 

海尔冷藏柜 

海尔冰箱 

显微镜 

电子天平 

组织匀浆机 

酶标仪 

DRAGON微量移液器 

电子分析天平 

单道移液器 

可调移液器 

台式低速离心机 

电热恒温干燥箱 

全自动高压蒸汽灭菌器 

新城疫及禽流感抗体

检测（新国标）、鸡白

痢全血平板凝集试

验、犬瘟热快速检测、

细小病毒快速检测、

猪瘟抗体检测、口蹄

疫抗体检测等。同时

面向养殖企业，进行

禽流感、鸡新城疫、

猪高致病性蓝耳病、

口蹄疫等重大疫病的

免疫监测和培训 

120 

3 
动物防疫与检疫实训

室 

海尔冰箱 

电子天平 

消毒、疫苗接种、免

疫监测、动物性食品
60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名称 主要开展的实训项目 

容纳学生

数（人/

次） 

数码示教生物显微镜 

数显电热恒温水浴锅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环境控制箱 

马福炉 

气雾免疫器 

生物显微镜 

酶标仪及配套软件 

焚尸炉 

宰后检疫等实训项

目，同时面向养殖企

业，进行禽流感、鸡

新城疫、口蹄疫等重

大动物疫病的免疫监

测，开展动物检疫检

验员的职业技能鉴定

及防疫人员的培训。 

4 
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

实训室 

检疫箱 

酸度计 

铂金坩埚 

电热鼓风干燥箱 

电热恒温培养箱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海尔低温保存箱 

折光仪 

真空干燥箱 

通风橱 

可见分光光度计 

快速水分测定仪 

乳成分全自动分析仪 

乳脂率测定专用离心机 

双目光电显微镜 

猪、牛、羊、家禽的

产地检疫、宰前检疫、

宰后检疫及处理，肉、

蛋、乳的感官检验、

常规理化检验等实训

项目，同时开展动物

检疫检验员的职业技

能培训和鉴定，屠宰

检疫人员的培训。 

120 

5 
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

验实训室 

细菌鉴定仪 

超净工作台 

普通冰箱 

冷藏柜 

微波炉 

拍击式均质器 

菌落计数器 

手提式高压锅 

离心机 

电子分析天平 

微生物快速检测仪 

菌种保存箱 

恒温培养箱 

电热恒温水浴锅 

落地式恒温培养振荡器 

垂直层流超净工作台 

食品菌落总数测定；

大肠菌群测定； 

沙门氏菌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

验； 

霉菌和酵母菌的测

定； 

致病性微生物快速检

验 

60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名称 主要开展的实训项目 

容纳学生

数（人/

次） 

试剂条 

双目光电显微镜 

6 
动物性食品理化检验

实训室 

固体样品均质仪 

匀浆机 

多功能消化仪 

旋转式蒸发仪 

高温炉 

氮吹仪 

常压干燥箱 

真空干燥箱 

快速水分测定仪 

电子分析天平 

凯氏定氮仪 

索氏抽提器 

可见分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液相色谱仪 

通风橱 

乳脂率测定专用离心机 

酸度计 

样品的制备与预处

理； 

中水分的测定； 

蛋白质含量测定； 

脂肪含量测定； 

有害重金属元素的测

定； 

有毒有害物质测定； 

常用食品添加剂的检

测 

肉、蛋品中挥发性盐

基氮测定； 

油脂酸价、过氧化值

测定 

乳品常规性的理化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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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内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基地承担着学生实践性教学任务与顶岗实训，一般应建有教学动物

医院、动物疫病检测中心、综合性养殖场。 

表 2  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承担的实训项目 
容纳学生数（人/

次） 

1 
动物疫病检测中

心 

1.能承担教师的科研任务 

2.能承担 80 人的动物微生物与免疫技术及

免疫技术实训 

3.能对外承接动物传染病实验室诊断任务 

4.能对外承接抗体检测任务,如 HA-HI检测、

ELISA检测等 

5.能对外承接畜产品和畜牧场环境微生物检

测等任务 

6.能对外承接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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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开展病毒培养的相关试验,如鸡胚接种

技术、细胞培养等 

8.能开展传染病的分子生物学检测，如 PCR、

荧光定量 PCR 

9.能开展畜产品理化检验 

10.能开展病理检测 

11.能饲养科研和实训用 SPF 动物 

（三）校外实训基地 

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校企合作共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校外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数量能充分满足本专业学生顶岗、轮岗实习、教师实践锻炼、教师科研、

企业职工培训、科技研发、订单培养的需要。 

七、其他 

院校应制定《学生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实验实训室管理制度》、《实训基地

管理办法》、《 “厂中校”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校中厂”实训实

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确保实习实训的

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