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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目标：以全面增强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宗旨，根据农学、植物保护、

生物技术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特点和培养目标，按照虚实“载体结合，

对象结合，手段结合”的虚拟仿真项目建设理念，遵循“虚实结合、相互补充、

能实不虚、以虚补实”的建设原则，利用虚拟仿真弥补传统农学与生物科学类专

业实验教学的不足，构建虚拟仿真与传统实验实践相互补充的实验教学体系。

任务：用 3-5 年时间，建好基础实验平台、综合实验平台和创新实验平台 3

大虚拟仿真平台，包括农学及生物基础虚拟仿真、生物活性物质提取及食品加工

虚拟仿真、剂型加工虚拟仿真、大型仪器操作虚拟仿真和科研成果转化虚拟仿真

5 个虚拟实验模块。

二、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成果

建设主要内容：

1.虚实结合，拓展了实验教学时空

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是农药无害化应用湖南省高校

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虚拟仿真对实体实验进行延伸与补充，遵循“以

虚补实、以虚扩实、虚实结合”的原则，探索虚实结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途径，建设从实体实验到交互型虚拟实验、从专业学习到创新创业训练虚拟

仿真教学体系，初步建成了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等领域的虚拟仿真教学资源体系，

具有鲜明的为区域经济培养创新型应用技术人才的特色。通过虚实结合的虚拟仿

真训练，相关课程实验教学效果显著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2.校企合作，构建了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为主线的虚拟仿真教学体系

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是生命科学发展最为迅速与前途广阔的领域，相关内容

的实践教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农学与生物科学类人才培

养的质量。工厂化农业及相关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不断应用于实践，

由于设备趋于大型化，安装调试等具有不可逆性，例如拆除温室的覆盖膜进行演

示安装实验时会导致薄膜破坏，农业工厂的大型施肥机安装调试后不宜反复拆卸



示范，现场实体教学只能采用讲解的方法，实践教学效果不佳。此类实验具有不

可逆、高成本的特点，而虚拟仿真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中心依托赋有教学与

科研平台，校企联合共同开展此类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开发，先后研发了“温室

大棚的结构件安装”、“黏合剂的制备”等虚拟仿真实验。使得学生能在短时间

内完成操作，熟悉工艺与操作流程，增加感性认识，提高操作技能，达到理想的

教学效果，同时也极大地节约了实践教学的成本。截止目前，中心已开发完成

14 项密切相关虚拟仿真实验。

3.已建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模块 项目名称 类别 状态

农学及生物基础虚

拟仿真

1、作物染色体组型分析 综合 已建

2、粮食作物杂交育种虚拟仿真实验 创新 已建

生物活性物质提取

与食品加工工艺虚

拟仿真

3、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萃取 综合 已建

4、乳粉生产工艺 综合 已建

5、葡萄酒生产工艺 综合 已建

6、动物软骨硫酸软骨素提取工艺 创新 已建

剂型加工虚拟仿真 7、六味地黄丸生产工艺流程开车 综合 已建

8、黏合剂的的制备工段 综合 已建

9、丸剂的制作过程 综合 已建

大型仪器虚拟仿真 10、气质联用仪操作 综合 已建

11、小青菜中拟除虫菊酯的测定（气质联用法） 创新 已建

科研成果转化虚拟

仿真

12、堆肥前处理工艺 创新 已建

13、温室大棚的结构件安装 创新 已建

14、温室大棚水电安装 创新 已建

建设主要成效：

1.丰富了教学资源

中心建设以来共开发了 14 个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已经开发使用的虚拟仿真

实验包括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惠及农学、生物、化学化工等相关的

6个本科专业，这些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均有实体实验为支撑，学生经过实体实验

后能够利用虚拟仿真平台开展实践实验，熟悉操作步骤与原理，提升操作水平与

能力，并开展创新性学习与研究，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弥补

了实体实验教学资源不足。

2. 提升了教学效果

虚拟仿真实验通过对工艺流程和现场进行模拟，学生不仅能够熟悉工艺流程，

而且通过 3D动画技术还能让学生了解设备内部各种装置的工作原理。例如，在

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分解气质联用仪的进样器，而采用虚拟仿真教学，学生能



够在虚拟的环境中对进样装置进行分解与安装，了解其内部构造与工作原理。通

过虚拟仿真与实体教学相结合，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3.提高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中心的虚拟仿真实验与实体实验结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了学生

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2017 年以来，经过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训练的相关专业本科学生参加各级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奖励 21项，省

市校级奖励 28 项，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超过 50%的学生参与到创新性研究与学

习和挑战杯及创新创业等相关竞赛中来。

三、项目建设创新点

1.实验教学理念创新

针对学校转型发展的要求和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材料与环境工程学院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在建设虚拟仿真项目时我们注重实验项目的实用性与前瞻

性，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天然产物制备、剂型加工等方向的技术装备与工艺流程。

通过引导学生在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科技竞赛中采用虚拟仿真与实体实验结合

的方式展开，挖掘学生的潜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张雪娇老师指导的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学习与研究实验中，先让学生采用气质联用虚拟仿真摸索色

谱条件，熟悉仪器使用方法，使学生掌握了多糖衍生方法、色谱图谱解读、保留

指数计算。中心通过虚拟仿真平台的独特功能，使培养的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应

用能力，同时又节省了教学成本，提高了教学效果。

2.实验教学体系创新

中心根据依托专业的特点，构建了“三平台、五模块”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体系。面对相关本科专业，构建了“基础实验平台”、“综合实验平台”和“创新

实验平台”。“五模块”包括“农学及生物基础虚拟仿真”、“生物活性物质提取与

食品加工工艺虚拟仿真”、“剂型加工虚拟仿真”、“大型仪器虚拟仿真”和“科研

成果转化虚拟仿真”等。

3.与科研院所和企业互动的虚拟仿真项目开发共享模式创新

中心与湖南省农科院、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公司、湖南五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并在这些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稳

定的实验实训教学基地。中心还聘请来自于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知名专家担任

指导教师，每个专家每年至少来校进行 2 次以上的现场指导。通过与科研院所和

企业的合作，中心结合专业实际和教师科研成果，追踪行业前沿，选定项目后再



与网络技术开发企业合作，三方联合设计开发新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真正实现

了科教融合、虚实结合、校地联动的实验实践模式。

四、项目的受益与推广

项目受益面为全校相关专业全体师生并与国内多所院校实现共享。近 3 年来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开展达 4000 余人时数，中心支持相关专业教师外出学习、调

研、培训 20 余次，同时邀请校外专家来校指导 12 人次。

中心骨干教师孟桂元副教授牵头申报的粮食作物杂交育种虚拟仿真项目获

批立项建设湖南省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并推荐参评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