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海洋大学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本硕士点设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硕士点始于 2006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9

名。近五年，承担科研项目 68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2 项、省部级

28 项，市厅级项目 33 项，到帐经费 446.33 万元。出版学术专著 11

部，发表论文 243 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32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

省部级 17项，市厅级 12 项。设有以下 3 个研究方向：

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研究：研究我国政治文明发展

战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

和谐社会的构建。

2、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主要研究社会主义

社会建设理论及应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

代中国区域社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与完善；城乡差别与和谐城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型社会的建设；

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问题。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海洋强国战略研究：研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

海洋强国战略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梦与海洋梦。

就业方向：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

（二）物理海洋学（070701）

本硕士点设在海洋与气象学院，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11 年，现有双聘院士 1 名，珠江学者 1 名，博

士生导师 3 名，硕士生导师 8 名。学院拥有海洋科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一级学科博士点，广东省珠江学者设岗学科、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广东省特色专业及“广东省近海海洋变化与灾害预警重点实验室”

和“陆架及深远海气候、资源与环境广东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近五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广东省科技计划

等研究项目 100 余项，到账经费 8000 余万元。在《J. Geophys. Res.》、

《J. Phys. Oceanogr.》、《Cont. Shelf. Res.》、《中国科学》

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科研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80 余篇。

设有以下四个研究方向：

1、海洋与气候变化：采用物理海洋为主的多学科交叉手段，开

展南海海气相互作用、海洋立体观测技术、南海与周边大洋相互作用

及其对气候变化影响等研究，探究海洋环境和气候变化规律、以及海

气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

2、海洋波动与混合：运用海上调查、室内实验和理论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开展南海海洋波动与混合的时空特征、动力过程、能量传

播及生成机制等研究，探究海洋波动混合对海洋大中尺度动力过程及

物质输送的作用规律。

3、海洋生物地球化学与物理过程耦合：运用遥感观测手段结合

现场水文生化调查，借助多学科交叉优势，重点开展南海环境变化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探究南海海洋物理过程及气候变化对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的作用机理。

4、河口、海岸动力学：借助现场调查和数值模式，研究南海北

部海岸带波浪、潮汐、海流、河流等海岸动力因素的变动规律及其与



岸滩植被、海岸建筑等的相互作用，为岸滩的环境评价以及海岸带工

程灾害风险评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三）海洋化学（070702）

本硕士点始于 2011 年，现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

博士生导师 1 名，硕士生导师 3 人。学院拥有海洋科学一级学科硕士

点、一级学科博士点，广东省珠江学者设岗学科、广东省优势重点学

科、广东省特色专业及“广东省近海海洋变化与灾害预警重点实验

室”和“陆架及深远海气候、资源与环境广东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

室”。近五年，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计划等

30 余项。在《J. Applied Polymer Science》、《Fusion Eng. Design》

等学术刊物发表科研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40 余篇。获得

科研成果 5 项，其中省部级三等奖 2项。设有以下两个研究方向：

1、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机制：利用化学、生物学的研究手

段，结合物理过程，研究南海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其与物

理过程的耦合。揭示南海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特点，为南海

的海洋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研究以及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服务。

2、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化学：以南海特色生物资源为研究对象，

利用化学、生物手段开展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鉴定、化学改性与

功能化研究，改进海洋生物资源高值化利用与绿色化生产技术，开发

利用南海主要经济品种和稀有资源。

（四）海洋资源与环境（0707Z1）

本硕士点于 2016 年获得广东省教学厅批准设立，是广东海洋大

学海洋科学一级学科的特色专业，该硕士点设在化学与环境学院，现

有硕士生导师 4 人。近年来，该研究团队在 “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



分技术”、“大型海藻生态系统恢复技术” 、“海上风能和海水利

用的生态效应监测与评估关键技术”、 “水下文物保存环境评估技

术”“海湾环境容量与污染总量控制技术”等多个海洋资源与环境领

域开展过系统研究，主持承担了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专项、广东省科

技计划、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海洋渔业科技推广专项等 20 余项，经

费超过 1500 万元。近 3 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论文近 10 篇。该专业依托我校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中心，拥有

专业实验室 30 余间，总面积近 3000m2，购置有热电三重四级杆气质

联用仪、高效液相质谱联用仪、安捷伦 ICP-MS、瓦里安原子吸收、

微波消解等大型仪器设备，资产总价值达 2000 万元，能满足海洋环

境学、海洋资源学、海洋生

态学等学科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需要。设有以下 3 个研究方

向：

1、海洋环境地球化学与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近岸海域或海湾的

污染特征，研究污染物在近岸海域或海湾的迁移、转化的地球化学过

程，揭示其生态环境影响机制，提出污染水域的生态修复技术及管理

对策，并应用示范。

2、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海水资源、海洋生

物资源等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的利用方式，研究各类资源利用过程

的生态环境影响方式和程度，提出更环保的海洋资源的生态利用模

式，促进海洋资源的绿色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3、海洋空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以海岸带、海岛等为研究对象，

考察其空间资源禀赋，研究不同利用方式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的影



响，探寻合理的海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为海洋管理部门管理和

保护海洋空间资源提供技术支撑

（五）海洋生物学（070703）

本硕士点设在水产学院，授予理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06 年，现有博士生导师 3名，硕士生导师 21 名；

有省（厅）级重点实验室（中心）2 个。近五年，承担科研项目 236

项，其中国家级 25 项、省部级 81 项，到帐经费 5300 多万元；发表

论文 400 多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15 项，其中省部级 7 项。设有

以下 2 个研究方向：

1、海洋经济动物发育生物学

主要开展针对南海海洋经济物种生殖细胞的发生、胚胎发育、种

质资源与种质保存、遗传育种、基因组学以及基因工程等领域的基础

和应用基础研究。毕业后可去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生物工程公司以

及政府部门就业。

2、海洋环境与生物资源保护

主要针对南海海洋生物、尤其是渔业资源、红树林和珊瑚礁等资

源和环境的现状及保护对策开展系统研究；对常见的海洋生物疾病及

其防控开展基础研究。毕业后可去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环境监测站

以及政府部门就业。

（六）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080201）

本硕士点设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06 年，校级重点学科，2012 年获批为广东省第

九轮优势特色重点学科。现有兼职博士生导师 2 名，硕士生导师 23

名；拥有省级平台 6 个，市厅级平台 2 个，校级平台 4 个。其中省级



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 1个；省（厅）级重点实验室（中心）2 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近五年，承担科研项目 89 项，其中国家

级 10 余项、省部级 40 余项，到帐经费 2000 余万元；主编国家规划

教材 1 部，出版学术专著 2部，发表论文 17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8

项，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2 项，其中省部级 2 项。本学科以机械制造、

石化、钢铁、港口等大型企业相关的机械装备，南海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的配套装备与技术，家电产品，以及节能动力设备为主要研究对象，

机、电、信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以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理论、方

法和技术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方法和手段，解决相关

行业的技术难题，提供科研服务。

1、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运用现代数字化设计技术及先进制造技术服务于石油、钢铁、港

口、家电等行业，解决其机械制造、和家电新产品研发等生产中急需

的科学和技术难题，着力提高制造业的信息化。

2、海洋装备及制造工程技术

主要围绕南海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对海洋油气钻采、智能

化集约化海洋渔业、工程材料及装备海洋环境腐蚀与控制、海洋可再

生能源及海水淡化等方面的配套装备与技术进行研究，为南海海洋资

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3、节能设计与动力设备

主要从事机电产品的节能设计、热工设备和动力设备的节能性能

研究。将先进制造技术和热科学技术理论结合，从节能角度提高产品

或设备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的效率。



（七）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097200）

本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设在食品科技学院，博士授予工学学

位，硕士授予工学学位或农学学位。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下设四个研

究方向：水产品贮藏与加工、南海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与开发、水产食

品质量与安全、农产品深加工与保健食品开发。

1、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南海大宗水产品资源为原料，重点开

展贮藏加工特性、保活与低温流通技术、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加工

新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为南海区乃至全国水产品

加工业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2、南海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与开发：以南海海洋生物为主要研究

对象，重点围绕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纯化、结构解析、功效评价、

规模化生产及开发应用等方面的科学与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研究，为

海洋保健品、药物和天然高效抗菌剂等的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

撑。

3、水产食品质量与安全：围绕南海水产品产业链中质量与安全

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重点开展有害因子的识别、发生、残留规律、

快速检测与风险分析和预警以及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为

华南地区水产品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4、农产品深加工与保健食品开发：以岭南地方特色农产品资源

为对象，重点开展果蔬采后生理与贮藏保鲜、亚热带果蔬精深加工和

食品新资源研究与保健开发等方面研究，为亚热带果蔬贮藏保鲜与加

工以及食品新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00）

本硕士点设在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本一级学科硕士点始于 2016 年，现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 33 人、

博士 18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 名、硕士生导师 6 名。拥有广东省

“现代信息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实验

室”1 个，是广东海洋大学重点建设学科、海洋科学博士点支撑学科。

本学科根据信息技术发展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海洋

科学、水产养殖等学科交叉融合，围绕信息安全、大数据、物联网、

海洋遥感等科学问题与技术，在软件理论与信息安全、大数据与智能

计算、物联网系统与智能控制、海洋遥感与图像处理等四个方向上开

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近 5 年，承担国家自然基金、973 计划等课

题共 92 项，到帐经费 1400 多万元。发表论文 170 多篇，其中 SCI、

EI 收录 83 篇；出版学术专著 1部；获专利授权 6项；获省部级科学

技术奖 2项，其它成果奖 5 项。设有以下 4个研究方向：

1、大数据与智能计算

主要开展大数据模型与算法、海洋时空信息集成与处理、新型智

能计算方法的研究和应用。研究内容包括：大数据与数据科学的基础

理论、大数据处理的建模方法和高速算法设计、海量数据统计建模和

数据特征的自动提取、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遥感大数据分类与识别、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海洋资源调查和海洋污染监测。

2、软件理论与信息安全

主要立足软件和信息安全理论与方法研究。内容包括：信息安全

和现代密码学研究、抗量子计算机攻击的新密码加密和签名算法研

究、自适应软件理论研究、智能软件建模研究、软件开发方法研究。

3、物联网系统与智能控制



本学科方向主要开展物联网与智能控制系统理论、技术及应用的

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传感网和物联网等新型网络的工作机理和

组网技术、水产养殖水质智能监测预测、临海工业环境智能监测与智

能控制、嵌入式系统软件硬件协同设计方法与构建技术、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的海洋数据采集与分析。

4、海洋遥感与图像处理

本学科方向以解决广东近海水质遥感监测、南海资源开发、计算

机图像处理中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为目标，重点研究内容有：广东近海

海域水质遥感监测与评价、南海北部近岸海域水色要素反演、南海天

然气水合物探测关键技术研究。

（九）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090101）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11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6 名；有省（厅）级重

点实验室（中心）1 个，广东海洋大学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1 个。近

五年，承担科研项目 30多项，其中国家级 2项、省部级 5项，到帐

经费 500 多万元；发表论文 50余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9 项，其

中省部级 2 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

设有以下 2 个研究方向：

1、热带作物栽培生理

本方向主要研究热带、亚热带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

的关系，探讨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的理论和技术，为该地区的作物

生产、科研及教学等领域培养高级技术人才。

2、热带作物耕作制度



本研究方向主要是根据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土壤等特性，建

立合理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保护和肥力培育制度、

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土地的高效可持续利

用。

（十）作物遗传育种（090102）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学科 2000 年开始招生，为第七、八轮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

现有硕士生导师 6 名，教授 5 名，博士 8 名，其中 2 人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有先进的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与蛋白组学研究平台和

广东省高等学校现代生物化学教学实验中心、中央地方共建——热区

作物遗传育种实验室、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以及分子生物学等 10个

条件完备的专业实验室，仪器设备总值 2000 多万元。五年来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近 30 项，到帐经费 600 多万元；出版学

术专著 3部，发表学术论文 60多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5 项，培

育出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新品种近 20 个，其中“博Ⅱ优 15 选育与

推广”获海南省农业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毕业生去向多为农科院

（所）、生物技术公司、中学（生物教师）、政府机构或读博。设以

下 3 个研究方向：

1、作物杂种优势理论与应用

开展作物育性研究，探索杂种优势利用途径和超高产育种规律，

培育作物杂交种。已培育出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水稻品种 15 个，

在粤、桂、琼三省（区）累计推广 2500 万亩，增产稻谷 12 亿公斤。

5 个品种连续多年被遴选为广东省主导品种。

2、能源作物种质资源与分子育种



开展基于基因组学的能源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和目标性状分子数

量遗传研究，发掘、定位和克隆关键基因，阐明基因的功能及表达机

理，揭示复杂数量性状形成的分子机制，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抗

虫杂交种。

3、作物营养高效与抗性育种

研究作物对土壤养分与水分的利用效率及抗旱耐盐性，揭示其遗

传规律，开展种质筛选和创新，培育营养高效、水分高效和抗旱耐盐

新品种。

（十一）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090501）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06 年，系广东省省级重点学科，现有硕士生导

师 9 名，其中教授 7 名（二级教授 1名）、博士学位者 7名，享受国

务院津贴专家 1名，多人在省级以上学术团体任职，其中国家级学会

副理事长 2 名，理事 5名。拥有价值 1000 多万元的仪器设备，有国

家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特种经济动物子平台 1 个，有中央与地方

共建的热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家禽育

种中心，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动物科学”专业 1 个，省级精品课程“动

物繁殖学”1门；近 5 年承担科研项目 40 多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

30 项，到帐经费 500 多万元；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4 部，出版学术专

著 13 部，发表学术论文 230 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15 项，其中省

部级 6 项。设有 2 个研究方向：

1、动物遗传资源利用与品种选育

主要从事畜禽遗传资源的评估与保存、选育和利用，开展群体遗

传学、细胞遗传学及分子遗传学与动物育种等方面的研究。其重点和



亮点在于贵妃鸡、珍珠鸡、麒麟鸡、怀乡鸡、雷州黑鸭及狮头鹅的应

用和基础研究。产学研紧密结合是其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就业方向以

国内外大中型种畜禽养殖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主。

2、动物繁殖原理与生物技术

主要从事动物生殖生理、动物繁殖技术及动物繁殖毒理等方面的

研究。其特色与优势在于动物干细胞研究、生殖调控研究及动物胚胎

工程与生物技术。就业方向以种畜禽养殖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普

通高校及生物工程企业为主。

（十二）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090502）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01 年，现有教授 9 人，其中博士学位 7 人，硕

士生导师 10 人；仪器设备总值 1500 多万元；有“广东省高等学校现

代生物化学实验中心”等省厅级重点实验室；“动物科学”专业为国

家和广东省特色专业。近 5 年，共承担科研项目 52项，其中省部级

25 项，到账经费 500 万元；主编国家统编教材 5 部，出版著作 15 部，

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 16 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16 项，其中省部级 5 项。设有以下 3 个研究方向：

1、动物营养

主要从事动物营养需要、饲料资源开发利用及营养价值评定、养

分在动物体内消化吸收和代谢利用，营养调控、营养模拟与预测，营

养平衡以及营养技术与其它生产技术的集成和分子营养学等方面的

研究。面向生产实际需要，依托理论研究进展，达到理论与实践统一，

知识与技能协调是本方向的特色和优势。就业方向为在国家行政事业



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大型企业等从事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等

研究和经营工作。

2、动物营养与环境

从动物群体、个体、细胞及分子多层面研究环境因子对动物营养

物质代谢的影响规律及饲料安全性评价方法，重点研制适应于不同环

境的安全高效饲料添加剂生产方法。将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动物营养

研究方法相结合，将传统畜禽饲料生产与水生动物饲料生产相结合，

将畜禽优质高效生产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优质高效安全和标准化

生产，是本方向的优势与特色。就业方向为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大型企业等从事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等研究和经

营工作。

3、动物营养与免疫

主要研究营养物质及生物活性物质对动物免疫机能的调节作用，

为改善动物健康水平，保证畜禽产品安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就业

方向为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大型企业等从事

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等研究和经营工作。

（十三）作物生态学（0901Z1）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12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4 名。近年来，在“水

稻节水栽培”、“甘蔗高产高糖与减量化栽培”、“农田土壤重金属

污染”等多个领域开展过系统研究，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计划、广东农业科技计划项目等层面数十项科研项目，目前

在研总经费达 500 万元。5年内共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0 多篇。现有专业实验室 6间，总面积近 600m2，购置有



凝胶成像系统、PCR、液相色谱、气相色谱、原子吸收、微波消解、

全自动定氮仪、厌氧手套箱、ICP-MS 等大型仪器设备，资产总价值

达 1000 万元，能满足生态学、土壤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开展高水平

科学研究的需要。设有以下 2个研究方向：

1、作物（水稻、甘蔗）生境调控

主要研究在高强度利用条件下，典型作物场地土壤肥力的演变规

律及定向培育技术，化肥养分循环转化与高效利用技术，作物需水耗

水规律与节水农业技术，为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生产提供理论与技

术支撑。

2、作物污染生境修复

主要典型作物生产环境污染物在农田环境中的转化、迁移和归

趋，探明其环境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索典型受污环境作物生产

环境修复的理论与方法。

本专业毕业后可去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农业、环保部门

就业。

（十四）热带园艺作物学（0901Z2）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现有硕士生导师 3 名，博士生导师 1 名；广东省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岭南水果创新团队岗位科学家 1 人；有省（厅）级重

点实验室（中心）2 个，广东海洋大学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1 个。近

5 年本学科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

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等课题 40 多项，科研经费 800 多万元，发

表学术论文 60 多篇，出版专著 3 部，获得各级科学技术奖 8 项，省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设有以下 2个研究方向：



1、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

本方向主要研究热区园艺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环境的互

作机制，研究热区园艺作物安全高效生产、健康种苗培育与快繁以及

重大病虫害防控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培养园艺作物生理及栽培技

术研发和推广方面的高级人才。

2、种质资源评价与创新

本方向主要开展热带园艺作物的种质资源收集、鉴评与创新、利

用研究，开展重要性状的分子机制解析与基因分离，开展杂种优势利

用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研究，培养园艺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品种培育

方面的高级人才。

（十五）动物生产学（0905Z1）

本硕士点设在农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于 2014 年开始招生，教师队伍中现有教授 7名，获博

士学位者 9 名，硕士生导师 8 名。拥有价值 1000 多万元的仪器设备，

有“动物科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1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动物

繁殖学”等 2 门，“动物繁殖原理与生物技术” 为省级优秀教学团

队；学科带头人主编全国高等农林院校规划教材《家畜环境卫生学》。

近几年承担科研项目 40多项，其中国家和省部级 30 项，到帐经费

500 多万元；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获教

学与科研成果奖 10 余项，其中省部级 4 项（省级科技进步三等 3 项、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设有以下两个研究方向：

1、畜禽优质高效生产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畜禽环境生理与环境控制，包括畜

禽应激、适应、行为及动物福利与保护，畜舍环境控制与改善等；（2）



畜禽生产体系及技术的优化，包括畜牧业产业布局优化、畜禽种群（群

体）结构优化、畜牧场设计与畜禽生产工艺优化，各种畜禽规模化健

康养殖技术。

2、动物安全生产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畜禽生产过程安全控制，主要以畜

禽群发病的防治为重点，研究集约化、规模化畜牧业生产条件下动物

群发病发生规律及防治措施；（2）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主要以

畜牧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为重点，研究不同生产环境（如环境应激、

饲料毒物，等）、生产方式和用药制度（如给药方式、给药剂量及停

药时间）对畜禽产品质量的影响及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措

施，研究畜禽质量安全监测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十六）水产养殖（090801）

本硕士点设在水产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1999 年，现有双聘院士 1 名，珠江学者 1 名，广

东省“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 1 名，博士生导师 11 名，硕士

生导师 29名；有省（厅）级重点实验室（中心）12 个。近五年，承

担科研项目 279 项，其中国家级 30 项、省部级 99 项，到帐经费 6300

多万元；主编国家规划教材 2 部，出版学术专著 12 部，发表论文 500

多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32 项，其中省部级 9 项，其中“华南地

区对虾产业高效技术”、“附壳造型珍珠和优质海水珍珠养殖及加工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河蚌有核珍珠高效培育技术研究与应用”

和“日本囊对虾和斑节对虾地膜覆沙池健康养殖技术研究及示范推

广”分别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一等奖。设

有以下 6个研究方向：



1、水产经济动物生物学及种子工程

从事鱼类等华南主要水生经济动物良种选育和杂交选育、人工繁

殖、大规模种苗生产和高效健康养殖理论与技术研究，主要进行基础

生物学、繁殖生态、形态发育、养殖生态、养殖生理、养殖营养、生

物能量、种苗繁育及养殖模式等理论研究和人工繁殖、种苗大规模生

产、低耗高效健康养殖、抗寒应急等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2、水产经济动物繁殖生物学

主要研究水产经济动物繁殖生物学理论、繁殖技术、生殖生态学、

生殖和生长发育的神经内分泌调节机理，性别控制及性转化等生物技

术育种原理及技术；研制和开发促进水产养殖种类繁殖和生长发育的

高新技术及产品。

3、水产经济动物免疫学及病害控制

以南方水产养殖鱼、虾等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开展海水鱼类免

疫机制特别是分子免疫机理与免疫记忆细胞，鱼类弧菌病与病毒病病

原生物学与致病机理、及流行病学、相关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探

讨病原、环境、宿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常用渔药的安全使用规范；

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不同病原株的共同抗原，研发预防水生动物

疾病的新型渔药如疫苗、免疫学诊断技术等。

4、贝类增养殖及珍珠培育

针对南海海域的特色贝类资源尤其是珠母贝，深入开展人工繁

殖、遗传育种及珍珠培育技术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马氏珠母

贝的种质资源研究；马氏珠母贝优良品种的培育；优质海水珍珠的培

育技术及养殖技术规范；企鹅珍珠贝、珠母贝（黑蝶贝）和大珠母贝



（白蝶贝）的增养殖与珍珠培育技术；墨西哥湾扇贝、华贵栉孔扇贝、

东风螺等南海经济贝类育种及养殖。

5、水产经济动物营养与饲料

以解决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短缺、产品品质与安

全、环境污染等关键问题为目标，开展鱼虾蟹贝等水生动物营养生理

与代谢、营养免疫与环境营养学、分子营养学、饲料安全等领域的研

究以及安全高效节能环保饲料开发。就业方向：高校或研究机构；大

型饲料企业集团技术部门；攻读博士学位，等等。

6、水域生态学

主要研究生态调控与营养调控降低养殖自身污染技术；水产经济

动物种群生态、养殖容量与养殖生态环境调控技术；近岸海域环境保

护与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就业方向主要到环境和水产等企事业单位，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

（十七）捕捞学（090802）

本硕士点设在水产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11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3 名；有厅级重点实验

室（中心）1 个。近五年，承担科研项目 32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

省部级 18项，到帐经费 2760 万元，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教学与科

研成果奖 6 项，其中省部级 1项。设有以下 2 个研究方向 ：

1、渔具渔法学

主要研究渔具选择性与生态友好型捕捞技术、渔用材料适配特

性、渔具系统动力学、渔具设计与模型分析、渔具标准等，具有典型

的南海热带与亚热带特色。就业方向为相关高校、研究所、渔业行政

部门或海洋渔业企业等单位输送教学、研究及管理人才。



2、设施渔业与管理

针对南海渔业特点，主要研究抗风浪网箱、人工鱼礁和海藻场等

渔业设施结构性能、水动力试验方法、理论计算与模型分析、渔业科

学管理体系开发与构建。就业方向为相关高校、研究所、渔业行政部

门或海洋渔业企业等单位输送教学、设计、研究及管理人才。

（十八）渔业资源（090803）

本硕士点设在水产学院，授予农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03 年，博士生导师 2 名，硕士生导师 7 名；有

厅级重点实验室（中心）1 个。近五年，承担科研项目 83 项，其中

国家级 6项、省部级 20 项，到帐经费 2800 多万元；出版学术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140 篇，获教学与科研成果奖 6 项，其中省部级 1项。

设有以下 2 个研究方向 ：

1、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

主要研究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渔业资源开发

与保护的关键技术与应用。毕业后可去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环境监

测站以及政府部门就业。

2、渔业生态环境

主要研究渔业水域污染防治理论与技术，渔业水域环境检测与保

障技术，渔业水域环境可持续利用理论与技术，渔业环境信息与信息

系统应用技术，探索退化渔业生态系统的恢复途径，遏制水域环境恶

化趋势。毕业后可去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就业。

（十九）应用经济学（020200）

本硕士点设在经济学院，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



本一级学科硕士点始于 2016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12 名（其中 2

名兼任博导）。近五年，本专业承担科研项目 150 余项，到帐经费

1300 多万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3 项，教育部、国家海洋局、广东

省科技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获各

级科研成果奖励 10 余项，其中，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 5 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40 余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 多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

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经济分析工具，具有独立发现、分析和解

决本学科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能力，并能在经济领域从事管理、教学和

科研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经济学人才。毕业生就业方向主要是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及企（事）业单位。

设有以下四个研究方向：

1、区域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尤其是研究粤

桂琼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规划、城乡发展及南海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城乡经济一体化、区

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

2、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尤其是研究热

带农业和海洋产业相关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产业发展与金

融支持、海洋产业经济理论与实践等研究领域。

3、国际贸易学：研究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

及农海产品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

际贸易与跨国公司、农海产品国际贸易等研究领域。



4、数量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机制、产业演变规律、产业空间

布局、海洋经济预测与计量分析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经济数学模型

及应用、经济预测与决策、海洋经济计量分析等研究领域。

（二十）行政管理（120401）

本硕士点设在管理学院，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

本硕士点始于 2006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11 名（其中 2 名兼任博

导）。近五年，本专业承担科研项目 160 余项，到帐经费 1600 多万

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2 项，教育部、国家海洋局、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省部级课题 30 余项；获各级科研成果

奖励 10 余项，其中，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4 项；出

版专著和教材 30 余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多篇。本专业致

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行政学理论知识扎实，公共政策分析

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较强的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等院校从事相关

教学和科学研究，可以胜任党政部门、公共事业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的

行政管理工作。设有以下四个研究方向：

1、海洋管理与政策：研究海洋权益维护、海域使用与海洋功能

区划、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发展、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执法等方面的管理和政策问题，以达到维护海洋

权益，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

目的。

2、地方政府管理：研究地方政府职能、地方政府组织、地方政

府改革与发展、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经济

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重大问题，以达到提高

地方政府行政绩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3、公共组织管理：研究公共组织经典理论、公共组织战略与危

机管理、公共组织职能再造、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组织绩效管理、公共组织制度创新以及中国特色公共组织发展等

问题，以实现公共组织的全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

4、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管理体制、内容、模式和方

式等方面的创新，以及关系人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卫生、就业、社

会保障等现实问题，通过健全社会管理，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促进

社会安全，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目的。

（二十一）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1、（095113）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本领域设在食品科技学院，授予农业硕士学位。本专业学位点设

有 2 个研究方向：

① 食品加工：以南海大宗水产品和亚热带特色农产品为研究对

象，围绕食品原料特性、食品保鲜与加工技术、食品企业管理等方面

进行研究，解决食品加工企业在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食品加工企

业的管理水平。

② 食品质量与安全：围绕食品产业链中质量与安全关键科学与

技术问题，重点开展有害因子的识别、发生、残留规律、快速检测与

风险分析和预警以及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为食品加工企

业的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2、（095110）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

本领域设在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授予农业硕士学位。

本领域始于 2008 年，现有硕士生导师 12 名。近五年，本专业承

担科研项目 180 余项，到帐经费 1700 多万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2



项，教育部、国家海洋局、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等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获各级科研成果奖励 10 余项，其中，广东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5 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40 余部；在

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多篇。设有农业与农村发展、企业管理理论

与实践、海洋经济与产业发展三个研究方向。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

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实行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模式。

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

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

人才。

3、（095108）渔业领域

本领域设在水产学院，授予农业硕士学位。

渔业领域学科点于 2004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主要为渔业领域

的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发展、涉农企业和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复合

型高层次人才。本学科注重“产学研”紧密结合，依托广东省水产经

济动物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学等一批重点实验室，形成了水产养殖、

渔业资源、渔业经济等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拥有一支稳定高素

质的导师队伍，现有教授 35 名，副教授 27 名，其中 10 名教授是博

士生导师。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国家

“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项目

多项，研究经费充足。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3项。

4、（095101）作物领域

本领域设在农学院，授予农业硕士学位。



本学科的二级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广东省重点扶持学

科。本学科以热带水果和作物高效生产技术为特色。植物雄性不育理

论达国际领先水平，热带水果优势明显。设“热带水果”、“ 作物

高效生产技术”2 个研究方向。有一支包括教授 13 名，博士 6 名，

有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跨世纪人才工程百千层次人选、教

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家和博士生导师各 1名，国务院特殊津

贴享受者 2 名的高水平导师队伍。有作物学、林果种业、分子育种、

植物保护、土化、生物能源和细胞工程等现代化实验室，仪器设备总

值逾 2000 万元，具有良好的研究生培养条件。

5、（095105）养殖领域

本领域设在农学院，授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养殖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是与该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

学位，所获得的学位证书与相应学科的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主要

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与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

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与养殖领域相关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其培养目标是掌握养殖领域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相关的管

理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养殖技术推广中的先进方法和技术手段；具有

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养殖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农业推广管理工作的能

力。设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两个方向。现有硕士生

导师 16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3 人，博士学位 11 人。拥有校

内外教学科研及产学研结合基地 10 个，设有中央与地方共建的热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实验室、各类相关实验室及较为齐全的价值1000

多万元的仪器设备。

6、（095104）植物保护领域



本领域设在农学院，授予农业硕士学位。植物保护领域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从 2013 年开始招生，本学科内的植物病理学硕士

点 2004 年就开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植物保护是研究植物病虫害发生、发展规律及其防治的科学。本

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现有

导师 3 人，承担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培养研究生主要在农业推广等企事业单位工作。

7、（095115）种业领域

本领域设在农学院，授予农业硕士学位。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本领域以作物学科和园艺

学科为支撑，紧紧围绕水稻、玉米、甘薯、花生等大田作物、香蕉等

园艺作物和热带能源作物，从新品种选育、种子（苗）生产、贮藏与

加工、检验、经营与管理等方向开展基础理论与应用基础研究。现有

教师 25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2 人，博士 10 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 2人，广东省农业产业创新体系岗位专家 3 人。拥有完

善的试验条件、设备和基地，仪器设备总值愈 2000 万元。

（二十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1、（085201）机械工程领域

本领域设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本学科从 1978 年开始招收本科专业，已经培养了 33 届本科毕业

生，是广东海洋大学重点建设学科。拥有省级平台 6 个，市厅级平台

2 个，校级平台 4 个。其中 1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海

洋装备及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广东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1 个广东省外经贸厅公共服务平台--湛江小家电



创新设计工程中心，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计算机网络技术实验室

和计算机控制与通讯实验室、1 个省级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顺德工

业设计城等多个校级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2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以

及 1 个学院实验中心（包括 10个专业实验室），总面积约 14250m2，

仪器设备固定资产价值 5720 余万元，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140 台（套）。

其中，工程训练中心建筑面积约 6000m
2
，拥有一批数控车床、数控铣

床、数控加工中心等各类先进机械加工设备，仪器设备总值达 1100

万元。

本学科以机械制造、石化、钢铁、港口等大型企业相关的机械装

备，南海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配套装备与技术，家电产品，以及节能

动力设备为主要研究对象。招生方向如下：①数字化设计及制造技术，

②海洋装备及制造工程技术，③节能设计与动力设备。

2、（085231）食品工程领域

本领域设在食品科技学院，授予工程硕士学位。本专业硕士点设

有 3 个研究方向：

① 水产品加工工程：以南海水产资源为原料，针对水产品加工

企业中存在的工程化问题，开展水产品食品化学特性、保鲜与加工工

程技术、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与开发等方面

的研究，为南海区乃至全国水产品加工业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

支撑。

② 农产品加工工程：以亚热带特色农产品为原料，针对农产品

加工企业中存在的工程化问题，开展果蔬采后贮藏保鲜、贮藏与加工

工程技术、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

技术支撑。



③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围绕食品产业链中质量与安全关键科

学与技术问题，重点开展有害因子的识别、发生、残留规律、快速检

测与风险分析和预警以及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为食品加

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二十三）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1、（135101）音乐领域

本领域设在中歌艺术学院，授予艺术硕士学位。

本学科现为校级重点学科。

拥有现代化音乐教学楼，多媒体教室、琴房、录音工作室、器乐

室、电钢琴室、古筝室、高标准的实验剧场、音乐排练厅等教学实践

场所。现有专职教师 30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3 人。兼职教授

9 人。艺术硕士开设声乐表演研究方向。

声乐表演（含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针对声乐演唱特点，主要

研究完善演唱声乐作品的技能与技巧，拓展心理文化结构，包括对音

乐作品的理解力、感受力、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提升文化底蕴，丰

富声乐表演中的美学内涵，使声乐表演上升为科学、理性的高度。

就业方向：文艺演出团体，文化、教育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2、（135106）舞蹈领域

本领域设在中歌艺术学院，授予艺术硕士学位。

本学科现为校级重点学科。

拥有现代化舞蹈教学楼，拥有高标准的实验剧场、模拟演播厅、

舞蹈排练厅和露天舞台等教学实践场所，教学设施完善。现有专职教

师 19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1 人，兼职教授 6 人。

舞蹈编导专业：坚持“理论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艺术教学与



文化产业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突出专业学位要求，加大实践环节的

比重，以教学实践为主并兼顾理论及内在素质的培养，强调创作与应

用能力。

就业方向：文艺演出团体，文化、教育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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