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学位研究生硕博贯通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 0777              学科名称：生物医学工程 

1. 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以服务人类健康事业为己任，紧密结合生物医药发展

趋势，突出医工结合特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热爱国民健康事业、掌握理、工、医高

度交叉领域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高水平专业技能，具备良好的批判

思维和创新能力，了解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担

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能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能够始终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领域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2.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硕士生应热爱祖国、热爱社会、遵纪守法。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他人的学术发现，

尊重知识产权。具有掌握牢固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思维方法，具有掌握宽广、

扎实的知识结构和相关工程技术的方法和技能，具有发表高水平学术成果和保护运用知识产

权以及积极开展产学研结合的能力。 

博士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遵纪守法。恪守学术道德规范。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具

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具有掌握牢固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思维方法，具有

掌握宽广、扎实的知识结构和相关工程技术的方法和技能，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具

有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获硕士学位应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熟练掌握数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

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同时掌握生物医学工程分支学科医学物理与工程、生物信息技

术、医学图像处理、手术导航与规划、生物机电信号处理、纳米生物技术、组织工程与生物

材料的基础理论知识，并掌握一门外语，熟练阅读本专业相关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和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获博士学位还应掌握的知识结构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工程技术知识、人文社科知

识和工具性知识。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熟练掌握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材

料科学与技术、信息学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和应用下列分之学科之一的基

础理论知识：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进展、生物信息技术研究方法、组织工程技术、纳米

生物技术进展等，同时，系统深入地了解该分支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具备丰富的交叉

学科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具备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



读本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协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3）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获取知识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学术交流能力。掌握本学

科专业知识，对国内外本学科研究现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有较清晰的了解，能依据文献报

道和课题组的前期基础，在导师指导下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依据研究内容涉及可行的实验

步骤，并独立实施。具备数据采集与整理、分析与对比、撰写实验报告和学术论文的能力。

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具备运用母语和一门外国语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

术成果的能力。具备团队合作能力。 

博士生应具有获取知识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学术交流

能力。本学科博士生不仅要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而且能够追踪

国际学术前沿与动态。应独立完成文献综述，客观评价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对已有

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创新性、应用前景与局限性等具有清楚的认识和判断，逐步提高对现有

研究问题、研究过程和已有成果的学术鉴别能力。独立开展理论和实验研究，并提高工程实

践能力。具备较强的交叉学科学术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选题的前沿性和针对性，

方案设计的新颖性，研究手段的先进性，技术路线和研究结果的创新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的

有机结合。能提出新的理论见解或完善已有理论体系，构建新方法获取数据和新成果。熟练

掌握运用母语和一门外国语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专业能力，并能

与相关生物、医学学科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口头表达能力，

应变能力、论文写作能力，拓宽学术视野，拥有与其他研究者合作与交流所需要的技能。 

3. 研究方向 

1.生物医学新材料与组织工程  2.计算生物学与精准医学  3.医学影像诊疗与智能医疗机

器人 4.航天医学工程 

4．培养年限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培养年限为 5 年。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培养年限为 2 年。 

 

 

 

 

 

 

 

 



5. 课程体系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课内/实验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学 

位 

课 

MX61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2 2 秋 必修 

MX61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春 必修 

MX7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32 2 秋 博士学位必修 

FL62000 
第一外国语（硕

士） 
32 2 秋 

必修(2选 1) 

FL72000 
第一外国语（博

士） 
32 2 秋 

学 

科 

核 

心 

课 

计算生物学与精准医学方向 

LS64008 生物数据分析 22/10 2 秋 蒋庆华 

至少选择

一门 
CS64010 

机器学习理论与

算法 
32/16 3 春 毕建东 

LS64009 
生物数学基础与

应用 
24/8 2 秋 张岩、张帆 

LS74024 
计算生物学与生

物信息学进展 
24/8 2 秋 张岩 

博士核心

课 

LS74006 
生物信息技术研

究方法 
32 2 

"��0�R



LS65015 
模拟微重力实验

技术 
16 1 秋 魏力军 

一门 

其他课程 

MA63002 数值分析 B 32/12 2 秋  

各个方向

任选 

LS64007 
生物大分子结构

与功能 
32 2 秋 

聂桓、刘川

鹏 

LS64004 分子免疫学 32 2 秋 韩放 

LS64005 分子遗传学 32 2 秋 施树良 

LS64001 癌症分子生物学 32 2 秋 
李钰、施树

良 

LS64037 
生物医学诊疗前

沿交叉新技术 
16 1 春 

张岩、田维

明、高文朋、

梁夏 

LS74001 分子生物学进展 32 2 秋 
李钰/刘川

鹏 

博士核心

课 

LS74025 
细胞生物学前沿

研究进展 
32 2 春 

胡颖、杨焕

杰、施树良、

韩放 

博士核心

课 

LS74023 
模拟项目申请与

论文写作 
16 1 春 聂桓 

必修（2

选 1） 
LS64035 

英文科技文献阅

读与写作 
16 1 春 施树良 

选修

课 

LS64031 
生物医学工程研

究进展专题 
16 1 春 杨奎坤、田维明 

MH65001 
纳米医学与药物

综合实践 
0/48 2 春  

LS64023 空间生命科学基

础与应用 
16 1 秋 魏力军 

MA74011 多元统计分析 32 2 春 数学系方茹 

CS64038 
数据挖掘算法与

应用 
48 3 秋  

CS64030 深度学习技术 24/8 2 春  

ME64014 机器人技术 32 2 秋  

SG030002 算法设计与分析 32 2 秋 高宏 

LS64033 
生物医学伦理与

安全 
16 1 春 张岩、杨帆 

LS64021 
疾病与分子病理

学 
32 2 春 李丽 

LS64024 
人体系统生理与

调节 
32 2 秋 王长林 

LS65008 

分子生物技术创

新实验—基因编

辑技术的应用 

0/36 1.5 春 顾宁 



LS65009 

分子生物技术创

新实验—微生物

系统发育及溯源

技术 

0/36 1.5 春 宋金柱、丛华 

LS65010 

分子生物技术创

新实验—斑马鱼

实验 

0/36 1.5 春 李丽 

LS65011 

分子生物技术创

新实验—基因表

达与可视化 

0/36 1.5 春 施树良、赫杰 

LS65012 

分子生物技术创

新实验—细胞自

噬研究方法 

0/36 1.5 春 杨焕杰、黄雪媚 

LS65005 
细胞增殖分析实

验技术 
0/24 1 秋 赫杰 

LS65007 
当代免疫学技术

与应用 
0/24 1 春 赫杰 

LS65013 
生物学仪器分析

与应用Ⅰ 
0/12 0.5 秋  

LS65014 
生物学仪器分析

与应用Ⅱ 
0/12 0.5 春  

LS64003 分子发育生物学 32 2 秋 李丽、贺洪娟 

LS74010 
RNA 表观遗传

学 
32 2 春 吴琼 

LS74004 神经科学进展 32 2 春 
王长林、王广福、梁夏、

王志强 

PE65001 体育健身课 32 1 春 必修 

必修环

节 

 1.5年综合测评     

LS68001 
经典文献阅读及

学术交流 
- 2 - 必修 

GS68001 社会实践 - 1 -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 - 1 -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 - 1 - 必修 

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2 学分，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5~7 学分，学科核心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必修环节 5 学

分。申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修读不少于 4 学分的博士层次学科核心课。 

硕士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可为考查课程。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0.75

学年内完成，其中博士政治课一般应在取得博士学籍后学习。 

其它要求：硕士、博士研究生根据专业方向的需要，经导师同意，可选修一门相关专业的学位课

程作为专业学位课。 

 

 

 

 

 



对社会实践的要求： 

参加研究生院认可的有关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具体实践方式参见《研究生

社会实践学分实施意见》。 

对经典文献阅读及学术交流的要求： 

1）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阅读 10 篇文献，写出文献阅读报告，字数不少于 2000 字。 

2）第一学年结束时将由导师签字的文献阅读报告交学院记学分。 

学术交流的要求 

1)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以上本学科组织的学术报告；在课题组作一次与自

己课题相关的综述报告；将由导师签字的学术报告摘要和学术报告笔记，答辩前交学院记学

分。 

2）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 1 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大型国内学术会议并提

交会议摘要、或在校院系级学术活动独立报告 5 次，并选听学校或相关学院组织的 5 个学术

讲座，可以获得 1 学分。 

附件：学术学位研究生经典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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