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科概况

   

    生物与医药领域是当今时代知识技术聚集度最高、经济行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我国生

物与医药的工业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健康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与

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新药创制、生物工程、生物环保等领域的发展仍相对落后。围绕我国生

物与医药发展的重大需求，专业依托生物、医药、环保等领域的优势特色，整合大型企业和国际资

源，培养造就一批能准确把握本领域发展主流、熟知生物与医药前沿关键技术、具备跨文化交流能

力的领军型生物与医药工程技术人才，为提升国家生物与医药领域的整体核心竞争力提供智力支撑

。

   

    

    二、研究方向

   

    （一）生物技术与工程

    生物技术与工程通过掌握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科学原理、工艺技术过程和工程设计等基础理

论、基本技能，培养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的工程

技术人才。本专业学位领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基因与细胞治疗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应用、体外

诊断产品的研发与应用，重点培养从事体外诊断仪器、诊断试剂和临床决策系统研发和工程化的高

水平人才。

    （二）制药工程与新药创制

    制药工程与新药创制是研究新药设计开发和制药过程设计控制的综合性专业。本专业学位领域

主要通过运用药学、化学、信息学和生命科学等理论和技术，开发新的药物分子，进行新药的药理

活性评价，并结合工业化需求，进行制药工艺设计、优化和控制，重点培养从事新药研发、制药工

艺设计方面的高水平人才。

    （三）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

    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是将计算机、信息处理等技术应用于生物和医学领域的新兴交叉专业，以

生物信息学、医疗大数据处理和数据挖掘技术开发为核心。本专业学位领域以“融合信息技术解决

生物医学领域的计算难题”为宗旨，培养掌握生物、医学以及健康大数据分析等相关学科基础理论

知识，系统深入地学习生物、医药、大数据分析（数据生成、识别、传输、存储及处理)等专业知

识及前沿技术，把握生物与医学产业发展方向，熟悉本专业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具有独

生物与医药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授予学位类别： 生物与医药博士专业学位

一级学科（专业类别）代码名称： 0860 生物与医药

二级学科（专业领域）代码名称： 086001生物技术与工程

086002制药工程

086004发酵工程

制订单位： 湘雅医院（牵头）、湘雅药学院,基础医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计算机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资源加

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参与）

培养方案版本号： 2020版



立从事专业前沿课题研究和担负重大工程技术项目的能力，引领、推动行业与企业实施自主创新工

程技术的高水平人才。

    （四）药物合成与医药分析

    药物合成与医药分析是研究药物合成和分析方法的专业。本专业学位领域主要包含两个研究方

向：1）设计合成具有药理活性的新化合物和候选药物，进行构效关系研究；或是利用化学物理方

法从天然产物中发现活性化合物，进行结构修饰及全合成研究，以期获得具有治疗价值的新药

；2）研究控制药物及其制剂质量，发展药物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控制和保证药品的质量，重

点培养从事药物设计与结构改造、药物制剂技术研发综合型高水平人才。

    （五）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是综合运用数学、信息科学、生物学等专业的理论与方法，对生物信息进行获取、

储存、分析、解释以及管理与应用的一门新兴的交叉专业。本专业学位领域以“面向生物医学领域

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研究生物信息学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为宗

旨，培养掌握生物信息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入地学习生物、医药、大数据分析、人

工智能等专业知识及前沿技术，把握生物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熟悉本专业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

发展趋势，具有独立从事专业前沿课题研究和担负重大工程技术项目的能力，引领、推动行业与企

业实施自主创新工程技术的高级领军人才。

   

    

    三、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新药创制工程、工业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等研究方向的化学、医学、药学及生物学

等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入地学习药学、生物、数据分析等专业知识及前沿工程技术，把

握生物与医药产业发展方向，具有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沟通协调与组织管理能力及国际交流能

力，规划和组织实施药物创新研究工程、药物生产工程，引领、推动行业与企业实施自主创新工程

技术的高级领军人才。

    （二）基本要求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获得者须具有人文素质、坚实专业基础、分析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开展工程

项目及工程管理、沟通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1、政治思想素质要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2、人文素质要求：具备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追求卓越的态度，具有丰富的人文

科学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3、专业基础要求：系统掌握工程原理、工程技术和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从事大型工程研究

和开发、工程科学研究所需的专门的制药工程技术知识。

    4、工程能力要求：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践方法，独立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5、管理能力要求：具有战略性、创新性和系统性思维，具有主持开展工程项目及工程管理能

力。

    6、沟通能力要求：具有高效沟通与交流、不断进取与提高的能力。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4年，最长学习年限全日制为7年，最长学习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当年8月31日，具

体按照《中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南大学超年限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文件执行

。

   

    

    五、培养方式

   

    实行导师团队联合指导。建立工程博士生培养“导师团队”制，人数为3-4人，实施学校导师

团队与企业家或工程技术专家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1.在研究生入学后，导师团队根据其具体情况和学位论文计划的目标，与研究生商议制定个性

化学习计划；

    2.在课程学习结束并达到学位课程要求的标准后，研究生与导师团队协商，申请参加工程博士

生资格考试，经同意后组建考试委员会。考试委员会一般由导师团队的成员构成。

    3.在通过资格考试后，研究生进入学位论文准备阶段，导师团队负责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指导

，帮助研究生选定论文题目，主持论文开题报告；定期与工程博士生联系，检查论文进度并提出具

体建议意见。论文完成后，导师团队全体审阅同意后送交答辩。导师团队成员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委

员会。

    4.定期聘请国外大学的专家教授来华讲学，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打通与国外相关企业进

行短期企业研修的通道，实现与国外生物医药企业的联合培养，提高工程博士生的国际工程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公共学位课 4 学科基础课 4.50

专业课 2 选修课 2

培养环节 4
学术交流与研

讨
4

补修课 0

总学分 20.50

学分说明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环节）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说明

公共学

位课

01030501A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秋季
必修

99000003A01 工程伦理（慕课） 32 2 春秋季

学科基

础课
72100703B01 药学前沿 32 2 春季

研究方向2和

4必选

学科基

础课
16125102B01 管理经济学 40 2.50 春秋季 必修

学科基

础课
47081203D01 生物信息学 32 2 秋季

研究方向3和

5必选

学科基

础课
56071001B02

生物化学前沿与进展（英

文）
32 2 秋季

专业课 72100701C02 高等药物化学选论 32 2 秋季
研究方向2和

4必选

专业课 47081202B04 数据科学与工程 32 2 秋季
研究方向3和

5必选

专业课 56071001C01 微生物工程前沿与进展 32 2 春季

专业课 56071001C02
生物分离科学与工程前沿

与进展
32 2 春季

专业课 81100201B01 精准医学 16 1 秋季

专业课 81100701C01 临床药理学II 16 1 春季

专业课 81100701C02 遗传药理学II 16 1 春季

选修课 25000003B01 学术诚信与论文写作 32 2 秋季

硕士阶段未

修，博士阶

段必选

选修课 82100201C04
临床检验诊断学Ⅱ（双语

）
32 2 春季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7 中期考核 1 春秋季 必修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6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 春秋季 必修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5 博士生资格考试 1 春秋季 必修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8 社会实践 1 春秋季 必修



    七、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

   

    要求工程博士生给所在学院的研究生做前沿技术进展报告1-2次；至少参加1次本专业及相关专

业的国际或国内交流活动，并发表会议摘要或作大会报告。提供参会证明计1学分，发表会议摘要

或作大会报告计1学分。

   

    

    八、博士生资格考试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在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之前进行资格考试，其内容包括：（1）政

治思想品德、行为道德和科研态度；（2）个人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课程学习成绩；（3）基础理

论、专业知识、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4）对所在专业和所从事研究领域的国内外最

新研究动态与进展、前沿课题、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了解；（5）所具备的科研素质、创

新精神和发展潜力。

    具体按照《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九、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在导师组的指导下，工程博士生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至少100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资料应

在70篇以上）的基础上作公开的开题报告，确定研究课题。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与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

密结合，坚持创新与应用结合，工程与产业化融汇，重点解决我国生物医药工程领域的关键核心技

术难题。

    工程博士生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后方可作公开的开题报告，首次开题报告未获通过者，可在

1年内补作一次。开题报告需在第2学年第 1学期前完成。博士生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上

填写网络版《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评审通过后，交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

办存档，由研究生助理记载成绩。

   

   

    

    十、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博士生的必修环节。根据《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十一科研训练、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

   

学术交

流与研

讨

99000003F02
学术交流与研讨（博士生

）
4 春秋季 必修



    本专业博士生应该完成一定的实践教学工作，可以是协助指导硕士生或本科生的科研实践；同

时须参与所在企业工程产品的设计、研发和性能验证等实践环节。社会实践为博士研究生的必修环

节，研究生应努力培养集体荣誉感，积极参加各项公益事业，并作为培养环节的重要内容之一，计

1学分。

   

   

    

    十二、学年总结与考核

   

    在每学年结束前，学校组织研究生对一学年来的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培养环节、科研和

实践业绩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总结、评定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优和筛选依据，对不合格者根据

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进行相应学籍处理。

   

    

    十三、学位论文工作

   

    （一）在学期间成果要求

    严格按照《中南大学生物与医药领域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的要求

执行。

    （二）学位论文要求

    严格按照《中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条例》、《中南大学生物与医药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

准》、《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管理办法

》的要求执行。

    （三）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严格按照《中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条例》、《中南大学答辩管理办法》、《中南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评审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十四、毕业论文工作

   

    根据《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试行）》，对未达到学位授予要求

的，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论文要求如下：

    （一）成果要求

    博士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所在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与培养环节且成绩合格，达到

了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申请答辩前必须提供基于在学期间与博士毕业论文密切相关的产

品关键技术、或企业工程领域的关键问题和技术难点等方面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的调研报告一份

；同时在SCI、EI源刊物发表或接受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1篇，或在CSCD源期刊发表或接受与

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2篇。论文应以中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为通

讯作者；并列第一作者不超过2人，按1/2篇计算。

    （二）毕业论文要求

    1. 一般要求：毕业论文实行“双盲”评审。由3名本专业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作为评阅人

对博士生毕业论文进行评审，所有评审意见均为同意毕业答辩者，方可进行毕业答辩。



    2. 规范性要求：遵守学术规范，学位论文撰写须严格按照《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

范》（中大研字[2020]30号）、《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管理办法》（中大研字

[2019]59号）文件要求执行。

    （三）毕业论文答辩要求

    毕业论文答辩程序参照学位论文答辩程序执行，其他事宜遵照《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学

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试行）》执行。

    

    十五、附：

    

附：修订专家名单

   

    周宏灏、胡长平、陈小平、张伟、向大雄、徐克前、于霞、李敏、殷刚、向皞月、赵红波、胡

正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