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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我国水产养殖虽历史悠久，其突破性发展则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鱼类人工繁殖的突破。水

产科学也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研究水产生产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科学，涵盖资源、养殖、

加工等方面。目前，我校水产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养殖和资源领域，研究方向包括水产医学、

水产遗传育种、水产养殖、渔业生态环境等。

近年来，与水产医学相关的养殖生物免疫系统研究获得了极大发展，不断揭示免疫系统的

组成特点与功能，这也将有助于认识免疫系统的起源与演化，认识对病原的免疫反应规律；另

一方面，对病原致病机理的认识则不断清晰，以揭示病原致病的机理以及疫病爆发的规律。我

们在鱼类和比较免疫学，以及病原生物学的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

水产遗传育种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养殖生物的发育、优良性状的遗传基础以及新品种培

育等。我们则在贝类的遗传基因解析以及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水产养殖则在集约化和生态养殖方面有所侧重，我们更集中于生态养殖的原理和新养殖模

式的创立等方面；渔业生态环境方面，我们的优势在于近海和海岛资源、海底生态修复、海洋

牧场和海洋环境，以及污染物的生物和生态效应，这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研究方向。

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类别 姓名 出生年月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学科带头

人
聂 品 1961.11 水产医学 教授 博士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成员 郝智慧 1980.10 水产医学 教授 博士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

持计划人才（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

成员 周 顺 1970.05 水产医学 教授 博士

成员 李 超 1984.01 水产医学 教授 博士

成员 张 敏 1980.02 水产医学 教授 博士

方向带头

人
王春德 1967.02

水产遗传

育种与繁

殖

教授 博士
国家“千人计划”创业

人才

成员 王文琪 1969.03 水产遗传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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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与繁

殖

成员 李朝霞 1975.12

水产遗传

育种与繁

殖

教授 博士

成员 刘 博 1977.01

水产遗传

育种与繁

殖

教授 博士

成员 赵玉明 1971.06

水产遗传

育种与繁

殖

教授 博士

方向带头

人
李玉全 1978.09 水产养殖 教授 博士

成员 朱 伟 1963.11 水产养殖 教授 博士

成员 陈师勇 1976.02 水产养殖 教授 博士

成员 陈京华 1978.12 水产养殖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 峰 1977.02 水产养殖 教授 博士

方向带头

人
刘升平 1961.11

渔业生态

环境监测

与评价

教授 学士

成员 朴美子 1966.09

渔业生态

环境监测

与评价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述柏 1966.11

渔业生态

环境监测

与评价

教授 博士

成员 李 峰 1970.03

渔业生态

环境监测

与评价

教授 博士

成员 杨 松 1977.11

渔业生态

环境监测

与评价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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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省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农用生物药物创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10

山东省水产动物免疫制剂工程研究中心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06

山东省应用真菌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09.10

山东省中美无脊椎动物细胞培养与细胞

工程合作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0.11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 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优质高效环境友好型鲆鲽类配合饲料研

制及产业化推广（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

2017.05 陈京华（1/5）

青岛农业大学（3/3）

新型抗感染性疾病中兽药创制关键技术

（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6.01 郝智慧（1/6）

青岛农业大学（1/6）

新品种扇贝'渤海红'（国家水产新品种） 2016.02 王春德（1/2）

青岛农业大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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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经过 3年的建设，形成 5个具有明显学科优势和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团队，构建 2-3

个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平台，获得一批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培养一批优秀人才，

整体提升学术水平和学科排名，使水产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进入国际一流行列，具有

良好的国际学术地位和知名度，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山东省“海上粮仓规

划”及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助力乡村振兴和“一带一路”，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方面得到显著提升。

1. 凝练学科研究方向，构建 5 个高水平研究团队

立足现有的水产医学、水产遗传育种与繁殖、水产养殖、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与评

价 4个学科方向，进一步凝练建设目标和研究方向，通过人才引进、研究力量整合和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式，建设鱼类比较免疫学、水产病害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防治、

水产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水产养殖、渔业资源与环境 5个研究团队，建设成由高层

次人才和学术骨干组成的年龄结构合理、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力、国际学术地位较

高的国际一流研究团队。

（1）鱼类比较免疫学研究团队：以水产养殖动物的免疫系统，包括无脊椎动物

和低等脊椎动物如鱼类的免疫系统为研究方向，组建以国家级人才为团队负责人，省

部级专家人才为学术带头人，18-25 名青年教师为骨干的研究团队，培养团队成员新

获得国家和省级人才称号。

（2）水产病害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防治研究团队：以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病原生物

学、致病机理和免疫防治为研究方向，组建以国家级或省部级人才为学术带头人，以

15-18 名青年教师为学术骨干的研究团队，培养团队成员新获得国家和省级人才称号。

（3）水产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研究团队：以水产养殖动物和藻类的遗传育种和

良种繁育为研究方向，组建以国家级人才为负责人，15-18 名青年教师为学术骨干的

研究团队，培养团队成员新获得省部级人才称号。

（4）水产养殖研究团队：以水产养殖模式和技术、水产营养和饲料、水产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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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和水环境生态学为研究方向，组建以省部级人才为学术带头人，10-15 名青年

教师为学术骨干的研究团队，培养团队成员新获得省部级人才称号。

（5）渔业资源与环境研究团队：以海洋渔业资源、生物多样性、环境化学、水

环境生态学为研究方向，组建一支由 20-25 名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团队，培养团队成

员获得省部级人才称号。

2. 加强科研条件建设，构建一流高水平研究平台

依托我校“农用生物药物创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山东省水产动

物免疫制剂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应用真菌重点实验室”和“山东省中美无脊椎

动物细胞培养与细胞工程合作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科研平台，充分利用位于青岛

“蓝色硅谷”核心区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学科平台建设的力度。

重点强化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实验研究平台、斑马鱼基因编辑和养殖设施实验平

台、循环水养鱼设施等平台的建设，免疫学和病原生物学实验室申报获批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

加强与企业在应用技术方面的合作，共建养殖实验基地和渔用疫苗试验与应用中

试基地。

3. 强化科学研究，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

围绕鱼类比较免疫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防治、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水产养殖、

水产品加工、海洋资源与环境等方向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批省部级以上

科研项目 30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在相关领域的顶尖期刊上

发表论文 10 篇以上，4-6 篇成为 ESI 高被引论文，获省部级奖励 1-2 项，并积极争取

国家级奖励，获授权发明专利 20-30 项，在养殖技术、水产饲料和渔用疫苗等方面实

现成果转化。

（1）鱼类比较免疫学：主要研究鱼类和低等脊椎干扰素系统的组成与功能、鱼

类的粘膜免疫系统、动物识别病原的模式识别受体、宿主的免疫效应分子及免疫制剂

研发等。在水产养殖动物免疫系统的组成、演化及其功能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研究

成果，水产动物免疫方向的研究进入国际一流水平，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5 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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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5 篇发表在相关领域的顶尖期刊。

（2）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防治：探究病原生物学与致病机理、病原微生物的分泌

系统与效应分子、解析效应分子的危害机制等。在一定的地理尺度和宿主范围内，揭

示病原的变异及其亲缘关系，阐明病原与宿主的相互作用；针对危害严重的病原和重

要养殖种类，开展免疫防治和疫苗研发方面的研究。在病原的致病机理，特别是病原

微生物的分泌系统与致病机理，以及寄生虫的演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发表 SCI 收

录论文 25 篇左右，其中 3-5 篇发表在相关领域的顶尖期刊。

（3）遗传育种和良种繁育：在育成贝类新品种‘渤海红’的基础上，进一步解

析优良性状的遗传基础，继续进行杂交扇贝新品种的选育，培育出大规格扇贝，建立

大规模育种的配套体系以及成熟的浅滩区养殖杂交扇贝的推广技术体系，为我省海洋

牧场建设提供优质的适合底播的杂交扇贝新品种，成为创新育种与推广的典范。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 篇左右。

（4）水产养殖：以水产经济和珍稀动植物为研究对象，研发先进的养殖技术、

建立高效的养殖模式，筛选诱食剂和免疫增强剂，控制养殖过程中的生态平衡，争取

在对虾养殖模式、海参造礁、大型藻类底播等方面取得突破，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 篇左右，其中 1-3 篇发表在相关领域

的权威期刊。

（5）海洋资源和环境：开展近海海洋和海岛资源调查，保护海洋资源；开展海

底藻（草）生态修复研究，改善生境环境，服务海洋牧场和海洋环境建设；研究污染

物的环境和生物学效应，提供污染物控制的理论和技术；在海洋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环境化学等方面取得突出的研究成绩。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 篇左右，其中 1-3

篇发表在相关领域的权威期刊。

4.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能力

依托学科和团队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重点引进具有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或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称号的国家

级人才 1-3 名，引进或培养 20 名以上学术骨干。加大拔尖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优

秀青年骨干教师脱颖而出。建设期间，骨干教师争取荣获国家或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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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培养 30-40 名骨干教师，使之成为水产相关领域的中坚力量，

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通过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以及国内兄弟院校或科研机构的合

作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能力，并建立博士后联合培养机制，培养 3-6 名博士后。创建培

育水产领域一流人才的优良环境，不断改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基础条件，完善创新

人才培养体制，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科研能力及实践技能的不断提升，构建人才培养

个性化发展机制，分层次培养出学术型、应用型创新型复合人才以及具有“仰望星

空”愿望的未来科学家。

实施研究生教育和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在研究生导师遴选、研究生名额分配、研

究生创新研究等方面引入绩效奖励办法，力争入选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5. 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知名学者的合作，搭建相应的交流与合作平台，采用联合研

究、互访交换、引智引才、“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科的国际

化水平及影响力。

每年邀请 2-4 名知名专家到我校进行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与国外知名大学或机

构联合组建实验室，不断追踪学科国际前沿动态，提升科研的国际化水平。

每年选派 3名以上骨干教师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访学的同时，引进国外顶级院校优

质人才，加快师资队伍国际化步伐，到 2020 年，教师队伍中具有国际化背景的占比

达到 40%以上；通过引进国外教师来校全英文授课和鼓励教师双语授课的方式，推动

水产学科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改革，实现与国外知名大学的课程接轨，提升国际化教育

水平，力争到 2020 年有一个本科专业实现中外合作办学；通过 2+2、3+1、交换生、

国际实践学分和专业夏（冬）令营等方式，鼓励更多的本科生到国外开阔视野、了解

国外学科发展动态，力争到 2020 年有一定数量的本科生到国外留学或游学；制定研

究生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制度和规定，鼓励研究生更多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交

换或攻读博士，逐步实现 10%研究生有海外经历（参加国际会议、国外交换或留学）

的目标；制定研究生导师指导海外留学生的相关政策，实现培养留学生零的突破以及

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目标。

建设期间举办国际水产学科相关会议 1次，国内会议 3次。教师参加国外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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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0 人次以上，国内学术会议 200 人次以上。

2-2 协议建设目标

经过 3-5 年建设，水产学科拟在鱼类比较免疫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防治、水产

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水产养殖、海洋资源与环境等方向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

研究队伍，在团队建设、平台建设和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学科总体水平

达国内先进水平，在鱼类和比较免疫学、鱼类病原生物学等部分研究领域达国内领先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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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从鱼类免疫学方向，拓展比较免疫学研究、病原生物学研究和水产疫病免疫防治：

我国水产养殖对象种类繁多，包括多个分类单元，开展比较免疫学对于认识疫病的爆

发机理以及认识免疫系统的起源和演化都具有重要意义；鱼类疫病的免疫防治在保证

水产品食品安全和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将具有重要价值。

发展渔业资源和养殖水环境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以

及渔业资源的不断减少，对资源和水环境保护会得到高度重视，我们要发展渔业资源、

水环境生物学，包括环境微生物学等方向的研究。

2-3-2 团队建设成果

引进或培养国家级人才 1-3 名，具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国家“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等称号。在现有基础上，引进 20-30

名优秀中青年教师，使优秀骨干教师数量达到 80-100 人，形成 1-2 个在国内外具有

良好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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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平台建设成果

建成省内一流的科研创新平台 2-3 个，构建野外实验基地和中试基地，学科团队

成为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力量，申报获批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2个，

或青岛市重点实验室 1个。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 4-6 篇为 ESI 高被引论文，10 篇以上发表在

高影响力的刊物上；获得省部级奖励 1-2 项；成果转化 1-2 项，推动渔用疫苗在可支

撑 1000 亿元产值的黄海冷水团现代海洋牧场产业集群中的应用。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 12 —

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8 年

完成水产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启动平台建设；

建立青年骨干教师激励机制，建立提升人才培养的措施，完善学术交流制

度。

引进或培养学科领军人才 1名，骨干教师 5-7 名。申报省部级以上项

目 10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 篇以上，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10

项。举办 1-2 次国内学术会议，申报省部级人才称号 1人，1-2 名青年教

师出国交流学习。

完成斑马鱼基因编辑和养殖设施实验平台、循环水养鱼设施等平台的

建设

2019 年

进一步完善平台条件，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争取获批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完善人才培养环境，推动研究生和本科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引进或培养学术带头人 1-2 名， 学术骨干 8-12 名；获批国家级科研

项目 7-10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0 篇以上，其中高水平论文 3篇以上，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10 项。组织举办 1-2 次国内学术会议，争取申报获

批省部级人才称号 1人，2-6 名青年教师出国交流学习。

完成分子生物学实验仪器共享平台和免疫学实验研究平台建设，完成

适合于免疫学研究和病原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平台建设。

2020 年

完成科研平台建设，学术队伍建设达到目标要求，取得一定的突破性

科研成果，实现国家级重点项目的突破。

引进或培养学术带头人 2-3 名，学术骨干 10-12 名；获批国家级科研

项目 8-10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0 篇以上，其中高水平论文 3篇以上，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10 项。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1-2 次，争取申报获批省

部级人才称号 1-3 人，派遣 4-8 名青年教师出国交流学习。

获得省部级奖励 1-2 项；成果转化 1-2 项。申报获批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 1-2 个，或青岛市重点实验室 1个。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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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8 年

主要用于科研平台建设、学

科队伍建设、科研活动、人

才培养及学术交流合作等

3000

2019 年

主要用于科研平台建设、学

科队伍建设、科研活动、人

才培养及学术交流合作等

2500

2020 年

主要用于科研平台建设、学

科队伍建设、科研活动、人

才培养及学术交流合作等

250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立项建设类学科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

和其他渠道的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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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

厅 1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8 年 7 月 27 日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