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系统生物学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培养单位 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 培养类别 学术型硕士、博士

学科代码 1001J6 适用年级 从2021级开始适用

学科介绍

及研究方向

   苏州大学医学系统生物学交叉学科的建设以我校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生物信息学系为主体。

生物信息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本质是研究生物信息从遗传信息载体到各层次生命活动的传
播过程和机制及其在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应用，利用生物学、信息科学以及统计学等来揭示海量生
物大数据所蕴含的生命奥秘。随着组学、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转化医学以及精准医学等生命
科学前沿的发展，生物信息学已经成为这些学科的关键核心领域，在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健康、
环境、粮食、资源、能源等诸多难题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校的医学系统生物学专业原属
于苏州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该中心和此专业已经运行10余年，在行业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目前本学科拥有一支高水平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现有教授2名，副教授/副研究员7名，讲师1名，

中级实验技术人员1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蛋白质设计，开发识别功能基因突变的有效计算方法

和工具，识别癌症基因组的功能错义突变和潜在的药物作用靶标，表观遗传角度的多组学整合分
析，基因疾病的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复杂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生物大数据分析
等。

   本学科包含以下五个研究方向：蛋白质结构信息与生物功能；计算表观遗传学；分子生物网络分

析；预测方法的开发与应用；癌症基因组学。

培养目标

   硕士培养目标：本学科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医学系统生物学专业具有坚

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在生物医药等方面从事设计和创新的实际工作人才和初步具有
一定独立工作能力的教学科研人才；与国际接轨，为医学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领域培养具有国
际水平的人才。

     博士培养目标：本学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严谨、求实

、创新、进取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具有独立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的跨学科高级专门人才。学位获得
者应具有医学、生物学、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宽广的基础理论以及系统深入的生物信息学
专业知识、熟练的实验操作技术；掌握本学科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熟练掌握专业英语，具备表达
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能力；具备从事与生物信息学有关的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能力，在本
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年限为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5年；

    直博生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含硕士研究生阶段）；申

请考核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8年。

培养方式

   硕士生的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系统

掌握所在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以及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硕士生的培养采取指导教师
个别指导或指导教师负责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博士生的培养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主，
重点培养博士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并使博士生通过完成一定学分的课程学习，包括跨学科
课程的学习，系统掌握所在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拓宽知识面，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博士生的培养工作由导师负责，并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负责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指
导方式。

学分要求

   硕士：总学分≧  2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25  学分，必修环节 3  学分

   博士：总学分≧  20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15 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总学分≧  35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0 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硕士 博士 直博 备注

公共必修课：

硕士9学分

博士7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10学分

留学生6学分

21999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秋 必修 必修
港澳台、留学生

可免修
21999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秋 必修 必修

17999008 博士政治理论 3 54 秋 必修 必修

17999999(硕)
17999010(博) 基础英语

3(硕)
2(博)

54
36 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17221012(硕)
19888001(博)

专业英语
3(硕)
2(博)

54
36 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17999007(硕)
17999012(博) 小语种(日、法、德、俄) 6(硕)

4(博)
108
72 春秋 小语种研究生必修

17999015 汉语 4 72 秋
留学生必修

17999016 中国概况 2 36 秋

学位核心课：

硕士≥ 12 学分

博士≥ 4 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14学分

21221001 结构生物信息学 3 54 春 必修 必修

21221002 计算表观遗传学 3 54 春 必修 必修

20221013 分子生物网络分析 3 54 春 必修 必修

21221003 科研论文写作 3 54 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17888004 医学统计学 3 54 秋 必修 必修

17888005 分子生物学 3 54 秋 必修 必修

学位选修课：

硕士≥ 4 学分

博士≥ 4 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6学分

17888009 分子遗传学 3 54 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17888002 医学与生命科学前沿（医学前沿） 3 54 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19888002 医学与生命科学前沿研究技术与方法 2 36 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必修环节：

硕士 3 学分

博士/直博/硕博

连读5学分

17221011 学术活动 2 / 春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21221029 读书报告(实验室组会) 1 / 春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21221030 国际交流 1 / 春秋 必修 必修

18999001 博士研究生助教 1 / 春秋 必修 必修

其他环节及要求

培养环节 内容或要求 考核时间及方式

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内容应包括：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
名称、与本学科专业的关系、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
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研究假说、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
究的创新点、研究经费预算、已取得的预研数据和研究基础、可能
出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等。

   需在研究生一年级完成。考核小
组设组长 1 名，由组长主持开题报

告会。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考核小
组组员不少于 3 人、博士研究生论

文开题考核小组组员不少于 5 人。

考核小组设秘书 1 名，负责记录和

整理研究生开题报告会的相关材料
。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考核之一，中期考核要全
面考核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课程学习、论文进展及科研创新能力
等。

   需在研究生二年级完成。考核小
组设组长 1 名，由组长主持中期考

核。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组员
不少于 3 人、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

小组组员不少于 5 人。考核小组设

秘书 1 名，负责记录和整理研究生

中期考核的相关材料。



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选听15次学科进展类讲座，博士研

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选听30次学科进展类讲座。

   将书面记录和撰写的心得体会交
导师签字认可，在论文送审前将经
导师签字后的书面材料交所在培养
单位研究生秘书认定学分，并存档
备查。

博士研究
生助教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至少须参加一个学期的助教工
作，且须在毕业前完成。

  在毕业前完成，按研究生院助教
岗位管理及考核。

国际交流    参加国内外主办的国际会议做海报交流、国际会议大会发言。
   毕业答辩前提交参加国际会议或
者出国学习的相关证明材料。

读书报告
（实验室
组会）

   实验室组会汇报研究结果和研究进展，至少两周一次，报告由
导师负责对其进行考核打分。

分流机制

     1.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

  直博生实行分段考核的分流淘汰机制。第三学期进行“课程考核”和“综合水平考核”两轮考核（即博士

研究生资格考试），主要考核其是否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学科前沿知识，能否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同时综合考核学生的思想素质等。两轮考核均合格者，可进入
博士科研训练与学位论文阶段学习，按照博士研究生的要求进行培养；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直博生资
格，转入硕士阶段学习，按照硕士研究生的要求进行培养。各学科应对本学科直博生的考核时间和考核
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2. 各培养环节分流培养

    研究生在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各个阶段都应建立研究生分流培养的机制，加强阶段性考

核，加大分流退出力度，建立“逐年考核、逐步分流”的全程制度。

    根据《苏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经导师提出、所在基层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认定

不宜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按退学处理；硕博连读生可申请办理博转硕，达到硕士学位授
予条件后以硕士研究生身份毕业。 
    为提高我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严格分流机制，鼓励各学科在开题、中期、预答辩和答辩时，考核小

组全体教授由学院（学科）聘请校外专家组成，导师不出现在考核现场，导师姓名在学生考核相关材料
中不出现。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是研究生在其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应体现研究生
所在学科领域做出的较强系统性和创造性学术成果，能反映出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
要求。

     博士研究生论文基本完成后，应由所在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预答辩，对论文进行质量监督并提

出修改意见。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应至少完成一个系统性的课题，

答辩与学
位授予

   学位论文完成后须在正式答辩前采取“双盲”方式送评阅人盲审，盲审专家由第三方平台从相应学科

建设水平高于我校的高校或科研院所选聘。硕士学位论文由3位具有本学科（类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

外单位副高级及以上专家盲审，博士学位论文由5位具有本学科（类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外单位正高

级专家盲审。研究生论文盲审合格后方可组织其参加答辩。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至少 3 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硕士研究

生导师至少 2 人，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应占多数，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博士

学位论文答辩由具备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至少 5 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应占多数

。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可不聘请校外专家；不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
若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人数不足而无法组成答辩委员会者，聘请校外专家 1 人。申请人的

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后，可在规定时间内（硕士为一年，博士为两年，但均不得超过
我校规定的学习年限）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一次。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备注（专业/选读/必读等）

1 系统生物学基础

2 计算机编程

3 生物统计软件及其应用

4 生物信息学

5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与建模

6 R语言与数据分析

7 Nature
8 Science
9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审核意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意见

（加盖单位公章）
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