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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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基本培养年限为 4 年。 

5.课程体系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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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S64030 深度学习技术 24/8 2 春  

LS74010 RNA表观遗传学 32 2 春 吴琼 

LS74002 结构分子生物学 32 2 秋 黄志伟 

LS74004 神经科学进展 16 1 春 
王长林、王广
福、梁夏、王

志强 

LS74023 模拟项目申请与论文写作 16 1 春 聂桓 

LS64035 英文科技文献阅读与写作 16 1 春 施树良 

必 

修 

环 

节 

LS78001 学术活动  1  必修 

LS79001 综合考评  1  必修 

LS79002 学位论文开题  1  必修 

LS79003 学位论文中期  1  必修 

 

博士研究生培养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不少于 6 学分，选修

课学分不少于 4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可为考查课程。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 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2 学年。 

对学术活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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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术活动应有书面记录，做学术报告应有书面材料，

并交导师签字认可。博士生在申请学位前，将经导师签字的书面记录及学术报告交学院

研究生教学秘书保管，并记录相应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