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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食品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32z1）

学科简介

功能食品学科是在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于 2011 年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

级学科硕士点，设有“食品功能成分及功效研究”、“功能食品加工与开发”和“功

能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三个研究方向。本学科现拥有“普洱茶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云南省茶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农业部云南茶树及茶叶加工科学观测实

验站”，在云南特色食品（如普洱茶、咖啡等）功能因子功效机理与产业开发研究等

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近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4 项，在研经费

1800 余万元；主编或副主编教材、专著 10 余部、发表科研论文 40 余篇(SCI 收录 8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6项；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三

等奖 2项。

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的功能食品研发方面高

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德优良；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学术道德品质；刻苦钻研，勤奋学习，掌握

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实践操作技能，适应教学、科研、

生产和管理等多种岗位的需求；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较为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

资料，具有一定的论文写作能力，能进行初步的国际学术交流。

学制及培养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根据研究生培养的实际情况可适当提前或延

期毕业，但须按有关规定，经本人申请，导师和所在学院同意，研究生处审核但须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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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研究功能成分的功效机理和作用条件。

2.功能食品加工与开发

围绕云南特有的食物资源如三七、天麻等，利用现代食品加工的高新技术，结合

其功能活性成分稳定化技术，研究开发特定人群功能食品。

3.功能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主要针对功能因子和功能食品的质量与安全进行研究、阐明功能因子和功能食品

的食用安全性评价。

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本学科课程总学分至少应修 28 学分，但不得超过

35 学分，原则上所有课程在一年内修完。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学

位课程为必修课，研究生至少应选修 3门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研究生课程学习必须

通过考试或考查，成绩合格后方能获得学分，所有课程的成绩均采用百分制，60 分为

合格，不合格的课程须按有关管理规定进行重修。跨专业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研究生，

在修满规定学分的同时，必须根据学位点安排，补修本学科本科专业或相近专业主干

课程 2—3门，不计学分，考试须合格。未补修或补修不合格者，不得参加论文答辩。

培养方式和方法

按《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执行

学位论文工作

按《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执行

论文答辩、毕业及学位授予

按《云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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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食品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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