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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专业来华留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简介 

医学院基础医学学科主要承担基础医学科学研究和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任务，主要覆盖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病原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

本学科为基础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湖南省“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学科，设有一

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动脉硬化学、特殊病原体防控和肿瘤细胞与分子病理学湖南

省重点实验室 3 个，重要特殊病原体防控和肿瘤细胞与分子病理学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2

个，动脉硬化学、病原体致病机制与防治研究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 2个，湖南省疾控中

心、湖南景达生物公司湖南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2 个。现有编教职员工 194 人，教授 48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70 余人，博士生导师 14人，硕士生导师 60人，40%的人员有出国留学

经历。本学科为亚洲支原体学组织理事长单位、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单位，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特殊病原体学组主任委员单位。近 5 年，共获得省

部级科研成果 10余项；发表 SCI/ISTP收录论文 260多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近 70

项、省部级课题 70 多项，参研了“863”和“973”项目。2012 年开始承担来华留学临床医

学本科生培养任务，目前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学科齐全、科研能力强、英语水平高和教学能

力突出的全英语授课的师资队伍。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热爱医学研究、临床医疗事业的高层次综合性人才。依托现有

优势学科，以培养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提高留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为主要目标。要求

留学生掌握基础医学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及研究发展方

向。在课题研究中，要求熟悉并掌握本领域常用的实验方法，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培养严

谨的科学作风和求实的科学态度，具备活跃的科研思维和较强的科研协作能力。初步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及独立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通过 2-4年的系统培养，修满规

定的学分，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能胜任医院、科研院所、高校等

单位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 

二、培养方式 

1.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和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聘请具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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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高级职称专家 3-5人组成指导小组进行指导。跨学科或交

叉学科培养时，应从相关学科中聘请具有教授资格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担任副导师，协助

指导； 

2.导师应注重个性化培养，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培养计划，指导学生选修课程，定期了

解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学习和科研状况，并及时予以指导帮助，全面关心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3.以培养科学研究工作能力为主，在导师和导师组指导下，通过文献查阅、选题、设计、

研究、论文写作等系列工作，完成一项科研课题，在课题实施中培养研究生创新思维，提高

科学研究基本技能的操作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科学作风； 

4.采取全日制培养方式。研究生必须按时完成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三、主要研究方向 

1.动脉粥样硬化病因发病学与防治基础 

2.病原体的致病机制与分子诊断及防治 

3.胃癌等恶性肿瘤病因发病学及防治 

4.糖尿病并发血管病变病因发病学与防治基础 

5.分子疫苗和抗感染免疫分子机制 

6.临床应用解剖研究 

7.认知障碍与神经变性分子机制及其防治靶点研究 

8.不育不孕症发病机理与临床 

9.衰老与老年疾病的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 

10.临床病理学 

四、学习年限、课程学习时间与学分要求 

研究生学制 3年，学习年限 2-4年（提前毕业或延长学习年限的必须按照学校的有关规

定办理报批手续）。研究生第一阶段，完成规定的主修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及选修非学

位课程学习，修满课程规定的学分不少于 32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不低于 18学分。第二阶段

进入专业培养，内容包括教学实践、科学研究工作、撰写论文和论文答辩。在读期间，原则

上要求发表相关的论文或综述。经各环节考核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医学硕士学位。 

五、培养过程质量控制要求 

1. 文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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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学科研究生在选题前、设计、研究、论文写作中广泛查阅文献，要求查阅相关文

献 100篇以上，根据课题需要阅读本学科相关研究方向的权威文献资料，并建好文献阅读档

案和做好阅读记录，并按照课题组相关安排进行文献阅读报告（每学期不少于 2次 ）。 

撰写本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综述 1篇，在第二学期提交导师进行审查。文献综述要求：

字数不少于 4000字；所查阅文献不少于 50篇（近 5年文献不少于 20篇）；对拟研究的领域

有全面的历史性回顾，对该领域国内外研究动态有深入的了解。 

2. 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立足于学科前沿，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要求学生在导师组的指导

下，围绕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讨论相关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选取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题材，

保持课题组研究发展的持续性、递阶性和系统性。 

3．开题报告及评价 

研究生在科研、论文工作开始前，必须认真按要求做好开题报告。报告前，研究生应在

导师的指导下，根据所选定的课题范围，在调查研究、查阅有关资料文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按研究生开题报告格式要求写出完整的书面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须在第三学期提交，交导师及导师组审核合格后，发给参会人员。以相关学科

方向为单位集中组织公开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会应吸收有关导师和研究生参加，跨学科的

论文开题应聘请相关学科的导师参加，并由以研究生导师为主体组成考核小组（专家由 5～7

组成，其中至少有 5名研究生导师）进行评审。开题报告相关材料交培养学院和研究生处培

养办存档。开题报告如未获通过，应在 1年内重新开题并上交审查。开题报告一经通过，就

应按计划进行论文工作。如因某种原因，需要改选课题时，也必须在学科会议上重新报告审

定。会后，可根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一周内修改科研和撰写论文工作计划，经导师、学

科带头人签字后，交学院和研究生处备案。 

4. 中期考核及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 

中期考核须在第 4 学期末之前进行，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考核两年来培养的效果。

由学院组织专家组着重就其个人总结与汇报、团队精神、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实践技能、

开题报告、学术交流与论文进展、身心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得出每个研究生的中期考核

成绩。 

考核程序：中期考核的组织实施及评价处理按我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实施细则及研究生中

期考核有关规定执行。首先由硕士生如实地填写中期考核表，交导师审查并签署意见。各二

级学科方向负责人组织并建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成员由 5人以上的教授、副教授或具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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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的老师及秘书组成。考核小组应对研究生递交的中期考核材料进行仔细审核评分，并

填写评议意见，考核的结果一般设为：A等（优秀）、B等（良）、C等（合格）和 D（不合格）

等。考核小组须明确考核意见，最后提交学院分学位委员会审核、签署意见。中期考核不合

格者，限期改正或取消学籍，作退学处理。 

所有学生须在第 5 学期初进行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各二级学科方向负责人组织并建

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成员由 5人以上的教授、副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及秘书组成。

学生须报告开展学位论文研究以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及遇到的问题，下一阶段工作的部署

及需要解决的困难，考核小组应认真讨论并协助学生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审核下一步工

作方案的可行性。 

5. 学术交流 

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或学术研讨会议。要求所有研究生必须参加学院、相关学科、

所在教研室与研究所及课题组的相关学术活动，并做好学术报告记录。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

辩前必须参加 30 次以上学术报告会，其中个人主讲每学期不少于 2 次，由所在系（室）和

导师组考核。 

6. 社会实践与科研创新能力 

实践活动包括教学实践（助教）、课题研究（助研）、管理工作（助管）等社会实践，具

体要求按研究生处的规定执行，须积极参与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各项科技实践活动及研究生创

新性实验项目的申请。实践活动结束后，由导师和所在学科考核小组共同进行考核，按优、

良、及格、不及格给出考核结果，填写实践环节考核表，交学科与学院备案。 

实践环节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未通过者须重修，否则不可申请论文答辩。 

7. 学位论文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课题必须在导师指导下按研究计划实施，从事学位论文的相关科研活

动要有详细的原始记录。学位论文须由学生本人撰写完成。学位论文应附有文献综述和规范

的摘要，文献综述要求具有前沿性、指导性、综合性。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

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 

硕士学位论文完成后，按学校规定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经两位同行专家评

阅同意答辩方能进入预答辩阶段。预答辩后，在导师指导下按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写

出修改说明，经导师审核同意后进入答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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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 

类 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考核 

方式 
开课单位 新开

设 

负责人 备注 

学位课（公共课）  高级汉语 6 96 1、2 考试 语言文学学院  段红萍  

学位课（公共课）  中国概况（高级） 2 32 1 考试 语言文学学院  段红萍  

非学位课(公共选修课)  HSK4级（HSK5级）课程 3 48 3 考查 语言文学学院  段红萍  

非学位课(公共选修课)  专业汉语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限选 

非学位课(公共选修课)  专业英语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学位课（专业基础课） 1214014 医学统计及 SPSS 应用 4 64 1 考试 公共卫生学院  袁秀琴  

学位课（专业基础课） 1213007 医学分子生物学 3 48 2 考试 医学院  易光辉  

学位课（专业课） 1213009 基础医学研究前沿与进展 3 48 2 考试 医学院  吴移谋  

非学位课(必修课程) 1213124 基础医学科研写作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田绍文  

非学位课(选修课程) 1214116 医学科研设计 2 32 1 考查 公共卫生学院  陈锋 限选 

非学位课(选修课程) 1200101 信息检索与利用 1 16 1 考查 图书馆  徐雪梅 限选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16 现代生物技术前沿 2 32 1 考查 医学院  唐朝克 限选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28 细胞培养与免疫组织化学技术 2 32 1 考查 医学院  李美香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07 病理学技术 2 32 1 考查 医学院  凌晖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22 肿瘤病理学 3 48 1 考查 医学院  凌晖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10 解剖学技术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李严兵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09 高级病理生理学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刘录山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17 心血管病理生理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姜志胜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27 医学微生物学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朱翠明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20 医学免疫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肖建华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08 分子肿瘤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凌晖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14 神经生理学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唐小卿  



 

 6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13 人体发生学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屈丽华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21 应用解剖学 3 48 2 考查 医学院  陈胜华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15 生物信息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王佐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1213129 生殖医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是 莫中成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临床与转化科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是 尹凯  

非学位课(专业选修课)  临床病理学 2 32 2 考查 医学院 是 凌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