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52              学科名称：生物与医药 

1. 培养目标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以实践创新能力为培养重点，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工程实践中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符合医药市场的人才需求，符合药企研发、生产、质量现

状的社会需求，掌握并能够综合运用特定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

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一定的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 

2.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1）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掌握生物与医药领域的研究方法及基本实验技能，并能实际应用于学习、研究和

开发。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具有创新精神。 

2）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生物与医药领域基本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所需的

主要知识点。基础知识包括：外语、生物数学、管理学、生物学基础、化学基础、工

程基础等知识。核心专业知识包括生物与医药基础、生物与医药常用计算机应用软件、

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药物递送系统、药物设计与蛋白质结构预测、基因工程原理、

生物医药分离工程等。 

3）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生物与医药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包括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

识能力及组织协调能力。生物与医药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能通过检索、阅读等手

段，利用书本、媒体、期刊、计算机网络等各种途径，特别是计算机检索，获取本领

域相关知识与信息，及时了解本领域的热点和发展动态并能在工作中有效地应用。能

够运用高等工程数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技术、工程学、生物工程原理与技术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解决生物与医药领域相关的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项目组

织立项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本领域工程硕士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与交流沟通能

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具备有效利用、协调整合与配置相关资源的能力；能

够有效组织与本领域相关的各类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并解决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

工程技术问题。 

4）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实践环节是生物与医药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

环节达到：基本熟悉生物与医药相关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技术规范，培养实践研

究和技术创新能力，并结合实践内容完成论文选题工作。 

 



3. 研究方向 

1.药物载体递送        2.药物设计与蛋白质结构预测       3.生物质资源化   

4.基因工程药物         5.环境与健康     

 

4．培养年限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培养年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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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62000 第一外国语（硕士） 32 2 秋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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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
核心
课 

LS64009 生物数学基础与应用 24/8 2 秋 
张岩、
张帆 

必修 

LS64033 生物医学伦理与安全 16 1 春 
张岩、
杨帆 

必修 

药物载体递送方向 

LS64038 药物递送系统 32 2 秋 杨奎琨 至少
选择
一门 LS64043 新型给药系统的构建与评价 32 2 春 郭喜明 

基因工程制品方向 

LS64020 生物制品学 16/16 2 秋 顾宁 

至少
选择
一门 

LS64002 生物医药分离工程 24/8 2 秋 
丛华、
史明 

LS64007 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 32 2 秋 
聂桓、

刘川鹏 

LS64039 基因工程制药原理与技术 16 1 春  

生物质资源化方向 

LS64015 微生物遗传与代谢 20/12 2 秋 宋金柱 
至少

选择

一门 
LS64013 微生物发酵工程产业设计 20/12 2 秋 丛华 

LS64040 宏基因组学 32 2 春 张帆 

药物设计与蛋白质结构预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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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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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64021 疾病与分子病理学 32 2 春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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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64014 微生物生理学 32 2 秋 杨谦 

LS64005 分子遗传学 32 2 秋 李钰、施树良 

LS64023 空间生命科学基础与应用 16 1 秋 魏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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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65001 应用经济学 2 32  

人文管理类（4
选 1） 

EM65002 管理学原理 2 32  

EM65003 研究开发与创新管理 2 32  

EM65004 项目管理与评价 2 32  

LS64030 微生物学研究进展专题 16 1 春 杨谦、宋金柱 

LS74025 细胞生物学前沿进展 32 2 春 
杨焕杰、胡颖、
施树良、韩放 

LS74003 纳米生物技术进展 32 2 春 杨奎琨 

LS64028 生物大分子及结构生物学专题 16 1 春 
黄志伟、李明
晖、何元政 

LS64027 系统生物学 20/12 2 春 刘丕钢 

LS64041 疫苗与健康 16 1 春  

LS64042 
研发产品试验方案的设计与报

批 
16 1 春 企业专家 

PE65001 体育健身课 32 1 秋 必修 

必修环节 

LS68002 专业实践 - 5 - 

必修 
GS68001 社会实践 - 1 - 

LS69001 学位论文开题 - 1 - 

LS69002 学位论文中期  1  

备注：必选一门数理基础课程。 

生物与医药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

学分要求不少于 15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9 学分，必修环节 8 学分。 

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可为考查课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一

般应在入学后 0.75 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1.5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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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专业实践的要求： 

专业实践是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必修教学环节。其目的是使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更为深入的了解生物与医药学科发展与职业需求。专业实践需满足

以下条件：攻读学位期间，参加企业专家为生物与医药学位授权点开展面向职业能力

和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的专业实践类讲座课程 4 次（1 学分），或在完成全部专业课学习

的基础上，赴我院合作企业进行专业实践，专业实践要求时间不少于 1 个月（4 学分），

建议时间为第一学年末，总实践学分 5 学分。完成以上实践活动后需提交实践报告，

由指导教师审核签字后交学院计分。旨在通过专业实践对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巩固，理

论联系实践，强化了综合应用和应用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