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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医学院生物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方案 

一、培养目标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原则，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具有

一定学术潜力，能够献身科技、服务社会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掌握本学科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发

展趋势、研究前沿课题研究。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能着

手研究和解决本学科中的某个领域理论和实际问题。 

4.具有担负本学科相当助教或助研的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 

5.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二、学习年限和培养方式 

学制 3年，在校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研究生培养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实践等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负责制，由导师领导下的指导小组负责指导研究生培养的全过

程。导师（指导小组）不仅负责制订研究生培养计划，指导科学研究、

社会实践和学位论文等工作，而且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有引

导、示范和监督的责任。 

三、研究方向 

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为： 

1.红细胞与血红蛋白相互作用：主要研究红细胞内不同种类的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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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间、血红蛋白与其他蛋白间以及血红蛋白与糖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及

其在相关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2.低氧/缺血神经保护的分子机制：脑组织对缺血/低氧及其敏感，

临床上脑缺血/低氧损伤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缺血/低氧引

起的一系列后遗症影响病人预后的生活质量。然而低氧预适应却可以通

过调动内源性保护机制来提高神经细胞的耐缺血/低氧能力，因此本方

向主要研究脑组织缺血/低氧神经保护的分子机制。 

3.纳米材料生物效应研究及抗肿瘤药物开发与利用：纳米科学和技

术是 21 世纪发展最快的新兴学科。纳米科学和技术是研究结构尺寸在

100 纳米以下的材料性质和应用的一门交叉学科。当物质到纳米尺度以

后，物质性能就会发生突变，出现新特性，这些特性将帮助我们提高药

物靶向性和药效、降低毒性，同时可以作为探针对病变组织进行早期诊

断成像。同时由于纳米材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新物质，对于人体和环境

的生物效应评价，有助于理解认识纳米材料药效和毒理作用的分子机制，

为更好评价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性。 

4.复杂疾病发生的病理生理及分子生物学机制：对缺血缺氧性脑病、

氟中毒、神经损伤等疾病的病理生理及分子生物学机制开展研究。从细

胞、亚细胞、分子水平以及遗传基因水平探讨复杂疾病发生、发展机理

及分子机制，为临床诊治寻找新的靶标奠定理论基础。 

5.药物代谢动力学与肝脏分子药理：研究药物吸收、分布、代谢、

排泄和血药浓度经时变化动态规律，药物代谢动力学相关参数等相关内

容，研究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生过程中药物代谢酶的变化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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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6.神经损伤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中蒙药防治：探讨中蒙药对脑卒中、

帕金森氏病、阿尔茨海默氏病等急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及其中枢或外周

神经损伤性疾病的防治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7.病毒和寄生虫感染与分子免疫：开展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尤其是食

源性寄生虫病包虫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房棘球绦虫免疫逃避分子机

制、抗包虫病疫苗及其免疫保护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病毒感染与分子免

疫学方向主要研究戊型肝炎病毒的人兽共患感染机制，其 DNA疫苗、重

组蛋白疫苗的免疫性研究；以及杆状病毒在疫苗研发中的应用。 

四、课程设置与必修环节要求 

研究生的课程类别主要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

修课，必修环节主要包括开题、中期考核、教学与社会实践、学术讲座

等环节，具体培养要求见下表。 

生物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必修环节要求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备注 

课

程

学

习 

公共 

必修课 

（16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研究生英语（读写和口语） 90 5 

医学统计学 72 4 

医学文献检索 20 1 

医学论文写作 16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8 1 

研究生的压力应对与健康心理 16 1 

专业基础课 

（≥5学分） 

医学分子生物学 40 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60 3 

生理学基础理论与进展 28 1.5 

高级生理学实验技术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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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功能调控与药物干预 20 1 

细胞生物学进展 36 2 

神经科学基础理论与进展 36 2 

高级微生物学 40 2 

医学遗传学 36 2 

或从学校为研究生开设的其它公开课中选择  

专业课 

（≥3学分） 

高级生物化学 54 3  

高级生理学 54 3  

神经生物学 36 2  

神经生理学 32 2  

现代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 54 3  

疾病的细胞生物学基础及药物靶

点分析 
30 2  

专业英语 18 1 必选 

选修课 

（≥6学分） 

请从学校为研究生开设的公开课和培养单位开

设的选修课中选择 
 

课程总学分要求 ≥30学分 

必修环节 

开题 1学分 必选 

中期考核 1学分 必选 

学术讲座 1学分 

三选一（①参加各类讲

座≥12次；②在国际或

国家级学术会议上做报

告、发表论文摘要或壁

报交流 1 次；③在省级

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发

表论文摘要或壁报交流

2次。 

总学分要求 ≥33学分 

注：各学科自主安排的课程最迟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授课和考核工作。 

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成绩大于等于 60 分计

为合格。课程考试不合格，须于第二学年重修，重修考试合格后方可取

得学分。 

五、学术道德规范 

研究生在科学研究、社会实践中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

谨认真的学术态度，恪守学术诚信，遵循学术准则，遵守医学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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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对于学术不端行为，严格按照学

校相关文件处理。 

六、教学与社会实践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一定的教学工作，教学实践形式为授课、指

导本科生实习、作业批改、参加本学科的监考阅卷、组织课堂讨论等形

式，也可以为带领本科生进行花蕾计划、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

本科生进行文献讲解等多种形式。硕士研究生必须参与所带实验教学的

准备工作。此外，必须参与所带课程的集体备课、试讲、监考和评阅试

卷等教学工作。硕士研究生完成教学实践后，须由教研室负责人审核，

审核合格后由教研室负责人在培养手册相应签字处中签字。 

七、学位论文与答辩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科研能力、基础理论水平及专门知识

掌握程度的综合反映，同时也是创新能力的主要体现。学位论文应有开

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等过程，有明确的时间安排，具体要求如下： 

（一）开题 

硕士研究生的开题工作由学院或培养基地组织，应在第三学期结束

前完成。开题工作的具体要求详见《包头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开题工作实

施办法》。 

（二）实验记录 

1.研究生应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认真完成实验，客观、如实地做好

实验记录，妥善保存原始记录，不得缺页，申请论文答辩时上交研究生

院存档和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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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应采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分析结果应实事求是。 

具体要求详见《包头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数据记录管理

规定》。 

（三）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应在开题后 6个月以上进行，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中

期考核的具体要求详见《包头医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四）学位论文撰写和（预）答辩 

1.研究生应通过理论学习和科研实践，将在校期间科研和实践所得

成果，经数据处理、理论分析、逻辑加工，整理成有创新性的阶段性成

果和学位论文，具体要求详见《包头医学院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发表论文

的规定》《包头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规范》。 

2. 研究生须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前必须经过学术不端检测、

评阅和预答辩几个环节。具体要求详见《包头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办法》《包头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工作

实施办法（修订）》和《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规定》。 

八、毕业与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并通过答辩者，准予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达到《包头医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规定的学位

授予条件者，可以申请学位，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授予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