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概况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的前身是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系，该系由韦钰院士创建
于1984年9月。2006年8月，为适应学科发展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生物科学与医学工
程学院。学院的科学研究及学生培养方向瞄准21世纪主导学科——生命科学与电子信息科
学，强调这两个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综合应用电子信息科学理论与方法解决生物医学领域中
的科学问题，发展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服务国家战
略，贯彻多学科融合、产学研医协作的建设策略，依托优势学科资源，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
养全面结合，着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科研实践能力，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
怀的领军人才。
  经过多年发展，学院已建成一支多学科交叉、以优秀中青年博士为主、拥有多名国家级专
家的高水平学术梯队，现有专职教师110余人，其中院士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6人，教授43人，副教授51人，博士生导师51人，硕士生导师96人，90%
以上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目前，学院设有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七年制），生物信息学三个本科专业。下
设生物医学工程系、生物信息学系、智能医学工程系、脑与学习科学4个学系。其中，生物
医学工程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江苏省品牌专业。建有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东南大学-华大基因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学院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中的研究与应用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拥有一个国家重点学
科——生物医学工程，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和“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该学科在国内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评估中名列前茅，在2017年
被评为A+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现拥有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七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一个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拥有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生物材料与器件
重点实验室、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生物材料与医
疗器械研究所，同时还拥有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苏州市生物医用材料与技术重点
实验室、苏州市环境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无锡市生物芯片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基地。多年
来，在基因测序、生物信息学、纳米生物医学、生物医学大数据、医学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学院具有良好的国际合作渠道，目前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芬兰、日本、美国、韩国
等多个国家有实质性的项目合作和人才培养合作。举办了多次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每年
均有10余名教师在国外进修和合作研究及讲学。

东南大学2020级生物医学工程（学制七年本硕连读）本科专业培养
方案

门类： 工学 专业代码： 112 授予学位： 工学

学制： 4 制定日期： 2020-2021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突出的创新思维，能够系统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和电子信息科学基础，以及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在生物医学工程

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能够不断学习适应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担当引领未来和

造福人类的领军人才。

希望毕业生五年内达到的目标：

目标1：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意愿有能力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目标2：能够有效运用专业知识，在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生物医学大数据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管理等工作

；

目标3：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将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解决生物医学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目标4：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能够在团队工作和交流中发挥骨干或领导作用；

目标5：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完善自我知识体系，提高业务能力。

二. 毕业生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



①知识：具有从事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工作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知识，理解生物医学知识，并能够应用这些知识，

解决工程与生命科学交叉的复杂工程问题。

②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所从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③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需要能够设计一个系统、一个部件

或一个过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④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生物医学工程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制订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分析和

解释数据，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⑤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和现代工程工具，包括对生物医学复杂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

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⑥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生物医学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

⑧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领域规

范，履行责任。

⑨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⑩沟通：能够就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⑾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⑿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 主干学科与相近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信息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

四. 主要课程

① 通识教育基础课：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人文社科类课程、经济管理类课程、体育、大学英语、工科数学分析、线性

代数、复变函数、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数学物理方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计算机科学基础

② 大类学科基础课：电路基础、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化学基础、信号与系统、分子与细胞、人体解剖与生理学

③ 专业主干课：电子电路基础、电磁场与波、生物分析与传感、数字信号处理、生物系统建模与分析

五. 主要实践环节

军训、工程图学、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物理实验、化学基础实验、电路实验、数字逻辑设计实验、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实验安全、认识实习、科研认知、生物医学传感器综合课程设计、医用电子系统综合课程设计/生物技术综合实验、科研与

工程实践、毕业设计等。

六. 双语教学课程

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基因组科学与技术、算法与数据结构、计算机图形学等

七. 全英文教学课程

分子与细胞、电磁场与波、成像原理、生物医学信号分析、生物质谱与组学分析、纳米生物医学的热点研究、分子肿瘤生

物学等

八. 系列研讨课程（含新生研讨课）

生物医学工程领导力、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人工智能原理与应用、成像原理、生物医学材料学、生物化学、基因组科学与

技术、生物分析与传感、工程电生理学、嵌入式医学仪器、生物医学信号分析、体外诊断技术、生物医学纳米技术等

九. 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士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参照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分制管理办法，修满本专业最低计划学分要求165，且根据教育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

作基本标准》的通知（教体艺〔2014〕4号），每年须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毕业时按照毕业当年度的成绩

╳50%+（前几年的平均成绩）╳50%≥50，方可毕业。同时，根据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条例，满足“平均

学分绩点≥2.0”、外语达到东南大学外语学习标准等条件者，可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十. 各类课程学分与学时分配

课程类型 学分 学时
学分

比例

通识教育基础课程 73 1436 44.24%

专业相关课程 56 1226 33.94%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 &短学期课程 36 256 + 课程周数： 42 21.82%

总计 165 2918 + 课程周数： 42 100%

十一. 实践类课程学分比例

实践类课程学分： 53.94 ，总学分： 165 , 比例： 32.69%

通识教育基础课

(1)思政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0 0 0 3 一 1 +

B15M00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0 0 0 3 一 1 +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8 0 0 0 2 一 1 -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8 0 0 0 2 一 3 -

B15M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0 0 0 3 二 1 +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8 0 0 0 2 二 1 -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8 0 0 0 2 二 3 -

B15M01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3 48 0 0 0 3 二 3 +

B15M0180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 2 8 0 0 24 2 二 3 -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8 0 0 0 2 三 1 -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8 0 0 0 2 三 3 -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6 0 0 0 1 三 3 -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8 0 0 0 2 四 1 -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8 0 0 0 2 四 3 -

合计 16.5 280 0 0 24

(2)军体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8M0010 体育I 0.5 32 0 0 0 2 一 1 -

B18M0020 体育II 0.5 32 0 0 0 2 一 3 -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32 0 0 0 2 一 3 -

B18M0030 体育III 0.5 32 0 0 0 2 二 1 -

B18M0040 体育IV 0.5 32 0 0 0 2 二 3 -

B18M0050 体育V 0.5 0 0 0 0 0 三
1 -

3 -

B18M0060 体育VI 0.5 0 0 0 0 0 四 1 -

合计 5 160 0 0 0

(3)外语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7M0010 大学英语II 2 32 0 32 0 4 一 1 +

2级起点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32 0 32 0 4 一 3 +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二 1 +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32 0 32 0 4 一 1 +

3级起点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一 3 +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0 32 2 二 1 +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32 0 32 0 4 一 1 +

4级起点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32 0 0 32 2 一 3 +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32 0 0 32 2 二 1 +

合计 6 96 0 96 32

(4)计算机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D100020 计算机科学基础I 2 40 28 4 16 3 一 1 +

BD100030 计算机科学基础II 1.5 40 28 4 16 3 一 3 +

合计 3.5 80 56 8 32

(5)自然科学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7M1050 工科数学分析I 6 96 4 0 0 6 一 1 +

B07M2040 线性代数 4 64 0 0 0 4 一 1 +

B07M1060 工科数学分析II 6 96 4 0 0 6 一 3 +

B10M014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 1 0 32 0 0 2 一 3 -

B10M015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I 1 0 32 0 0 2 二 1 -

B07M30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0 0 0 3 二 1 +

B07M4010 复变函数 2 32 0 0 0 2 二 1 +



B10M0010 大学物理(A)I 4 64 0 0 0 4 一 3 +
二选一

B10M0240 大学物理(B)Ⅰ 3 64 0 0 0 4 一 3 +

B10M0250 大学物理(B)Ⅱ 3 64 0 0 0 4 二 1 +
二选一

B10M0020 大学物理(A)II 4 64 0 0 0 4 二 1 +

B07M4020 数学物理方法 2 48 0 0 0 3 二 3 +
二选一

B07M4030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2 48 16 0 0 3 二 3 +

合计 31 512 88 0 0

(6)通识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00TL030 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4学分) 4 64 0 0 0 0

B00TL070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00TL090 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B00TL100 心理健康教育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32 0 0 0 0

合计 10 160 0 0 0

(7)新生研讨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1D0010 生物医学工程概论(研讨) 1 16 0 16 0 2 一 3 -

合计 1 16 0 16 0

专业相关课程

(1)大类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D101010 电路基础 4 64 0 0 0 4 一 3 +

B11D0022 化学基础 3 64 0 0 0 3 二 1 +

B11D0020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 3 48 0 0 0 3 二 1 +

B11D0040 信号与系统 4 64 0 0 0 4 二 3 +

B11D0051 人体解剖与生理学（研讨） 3 32 0 16 0 3 三 1 +

B11D0031 分子与细胞（全英文） 4 64 0 0 0 4 二 3 +
二选一

B11D0030 分子与细胞 4 64 0 0 0 4 二 3 +

合计 21 336 0 16 0

(2)专业主干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110010 电子电路基础 4 64 0 0 0 4 二 3 +

B1120041 生物分析与传感（含实验） 4 32 16 16 0 4 三 1 +

B1110320 电磁场与波（全英文） 4 64 0 0 0 4 三 1 +

B1110041 数字信号处理（双语、研讨） 3 32 20 16 0 3 三 1 +

B11D0061 生物系统建模与分析（研讨） 3 32 16 16 0 4 三 3 +

合计 18 224 52 48 0

(3)专业方向及跨学科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110031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 32 32 0 0 2
必修

B1100011 生物医学工程最新进展（研讨） 1 16 0 16 0 2 三 3 -

B1110031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 32 32 0 0 2 三 1 +

组一
B1110090

嵌入式医学仪器的原理与实现(研讨

)
3 30 24 6 0 3 三 3 +

B1110051 成像原理（全英文） 2 24 8 0 0 2 三 3 +
组二

B1110060 医学图像处理 3 24 48 0 0 3 三 3 +

B1120021 生物化学（研讨） 3 32 0 16 0 3 二 3 +

组三B1130030 基因组科学与技术(双语) 3 48 0 0 0 3 三 1 +

B1120050 工程电生理学 2 24 0 8 0 2 三 3 +

B1120011 物理化学（含实验） 3 32 16 0 0 2 三 1 +

组四B1120031 生物医学材料学（研讨） 3 32 0 16 0 3 三 1 +

B1110062 功能材料（含实验） 2 8 48 0 0 3 三 3 -

B1140001 认知神经科学 3 48 0 0 0 3 三 3 -
组五

B1140005 教育与心理学原理 3 48 0 0 0 3 三 3 +

B1130061 系统生物学导论（全英文） 3 48 0 0 0 3 三 3 -

B0604171 信息存储技术(研讨) 2 16 0 16 0 2 四 1 -

B07M0251 计算方法 2 48 8 0 0 3 四 1 -

B1100020 医学仪器设计原理(研讨) 2 16 16 16 0 2 四 1 +

B1110021 人工智能原理与应用（研讨） 2 16 0 16 0 2 四 1 +

B1120070 生物医学电磁学 2 32 0 0 0 2 四 1 +

B1910071 高分子科学前沿（研讨） 1.5 16 0 16 0 2 四 1 -

B1130011 生物信息学基础 3 48 0 0 0 3 三 1 +

B11E0011 分子肿瘤生物学（全英文） 2 26 0 6 0 16 四 1 -

B1130021 算法与数据结构 4 64 16 0 0 5 三 1 +

B1130041 生物统计学（研讨） 3 32 0 16 0 3 三 3 +

B1110081 生物医学信号分析（全英文） 2 20 16 4 4 2 四 1 -

B1120060 生物医学纳米技术 2 20 0 12 0 2 三 3 -

B1120090 体外诊断技术(研讨) 2 20 0 12 0 2 四 1 -

B1130080 生物数据挖掘 2 16 0 16 0 2 四 1 +

B1130112 生物质谱和组学分析（全英文） 2 32 0 0 0 2 四 1 -



B1140004 儿童发展与心理测量 2 32 0 0 0 2 四 1 -

B1140006 神经教育学仪器原理与应用 3 48 0 0 0 3 四 1 -

B1110011 脑机接口导论 2 32 0 0 0 2 四 1 -

B1140008 心理与教育学研究方法 2 32 0 0 0 2 四 1 -

B1130050 生物数据分析与实践(含实验) 4 48 32 0 0 4 四 1 -

B1110070 计算机图形学 2 24 16 0 0 2 四 1 +

B1120100 生物制药工程 2 32 0 0 0 2 四 1 -

B1120110 人工器官 2 24 0 8 0 2 四 1 -

B1120120
功能高分子设计与生物医学应用(研

讨)
2 16 0 16 0 2 四 1 -

B11E0021
纳米生物医学的热点研究（全英文

）
2 24 0 8 0 16 四 1 +

B1110100 生物力学 2 32 0 0 0 2 四 1 -

B1120210 微纳制造认识与实践 2 12 10 10 0 2 四 1 -

B0423100 语音信号处理(研讨) 2 30 0 18 0 2 三 3 -

B41E0440 组织学与胚胎学E 1.5 24 24 0 0 4 三 3 -

B43A3170 康复医学 1 16 16 0 0 3 三 3 -

B0423150 模式识别基础(研讨) 2 30 0 18 0 2 三 3 -

B0802030 自动检测技术 2 32 0 0 0 2 三 3 -

B0493010 通信原理(跨学科选课) 2 32 0 0 0 2 三 3 -

B13N0010 医学伦理学 1 16 0 8 0 6 四 1 -

B2203170 视觉机器人测控技术(研讨) 2 16 16 16 0 3 四 1 -

合计 17 272 378 294 4

至少选修一组，可在选修一组的基础上选修其他组内课程，总学分不少于17学分（其中跨学科选修课不少于2门）

集中实践环节（含课外实践）&短学期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授课

学时

实验

学时

讨论

学时

课外

学时

周学

时

授课

学年

授课

学期

考核

类型
备注

B1110151 医用电子系统综合课程设计 3 0 96 0 0 6 三 3 -
二选一

B1120802 生物技术综合实验 3 0 96 0 0 6 三 3 -

B11W0010 社会实践 1 0 0 0 0 0 三 3 -

B11W0020 文化素质教育 1 0 0 0 0 0 四 3 -

B11W0030 课外研学 2 0 0 0 0 0 四 3 -

B81M0030 工业系统认识1 0.5 0 16 0 0 16 一 1 -

B84M0170 电路实验 1 0 32 0 32 4 一 4 -

BD100040 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 1 0 32 0 0 8 一 4 -

BD101020 工程图学 1 0 32 0 0 8 一 4 -

B19M1220 化学基础实验 1 0 32 0 0 4 二 1 -

B84M0040 数字逻辑电路实验A 1 0 32 0 0 3 二 1 -

B1100090 科技读写（研讨） 2 16 0 16 0 2 二 3 -

B1100054 生物医学工程领导力（研讨） 2 16 0 16 16 2 二 1 -

B1100052 实验安全 0.5 16 0 0 0 2 二 3 -

B84M0060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1 0 32 0 0 3 二 3 -



B1100060 认识实习 0.5 0 0 0 0 (1) 二 4 -

B1110061 分子与细胞基础实验 2 0 0 0 0 (3) 二 4 -

B1110141 生物医学传感器综合课程设计 2.5 0 0 0 0 (3) 三 1 -

B1110130 虚拟仪器 1 6 20 10 0 4 二 4 -

B1100092 科研认知 1 6 26 0 0 32 三 1 -

B1100071 科研与工程实践 1 0 0 0 0 (4) 三 4 -

B1100080 毕业设计 8 0 0 0 0 (28) 四
1 -

3 -

B85M0020 军训 2 0 0 0 0 (3) 一 1 -

合计 36 60 350 42 48 (42)

学程安排
第一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7M1050 工科数学分析I 6 6 + 必修

B07M2040 线性代数 4 4 + 必修

B15M0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 必修

B15M00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3 + 必修

B15M0070 形势与政策(1) 0.25 2 - 必修

B18M0010 体育I 0.5 2 - 必修

B81M0030 工业系统认识1 0.5 16 - 必修

B85M0020 军训 2 (3) - 必修

BD100020 计算机科学基础I 2 3 + 必修

B17M0010 大学英语II 2 4 + 必修 [1]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4 + 必修 [2]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3.2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合计：必修学分 0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7M1060 工科数学分析II 6 6 + 必修

B10M014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 1 2 - 必修

B11D0010 生物医学工程概论(研讨) 1 2 - 必修

B15M0060 军事理论 2 2 - 必修

B15M0080 形势与政策(2) 0.25 2 - 必修

B18M0020 体育II 0.5 2 - 必修



BD100030 计算机科学基础II 1.5 3 + 必修

BD101010 电路基础 4 4 + 必修

B10M0010 大学物理(A)I 4 4 + 必修
[4]

B10M0240 大学物理(B)Ⅰ 3 4 + 必修

B17M0020 大学英语III 2 4 + 必修 [1]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2]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1.25

第4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84M0170 电路实验 1 4 - 必修

BD100040 计算机综合课程设计 1 8 - 必修

BD101020 工程图学 1 8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

第二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7M30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3 + 必修

B07M4010 复变函数 2 2 + 必修

B10M0150 大学物理实验(理工)II 1 2 - 必修

B1100054 生物医学工程领导力（研讨） 2 2 - 必修

B11D0020 计算机结构与逻辑设计 3 3 + 必修

B11D0022 化学基础 3 3 + 必修

B15M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 必修

B15M0090 形势与政策(3) 0.25 2 - 必修

B18M0030 体育III 0.5 2 - 必修

B19M1220 化学基础实验 1 4 - 必修

B84M0040 数字逻辑电路实验A 1 3 - 必修

B10M0020 大学物理(A)II 4 4 + 必修
[5]

B10M0250 大学物理(B)Ⅱ 3 4 + 必修

B17M0030 大学英语IV 2 4 + 必修 [1]

B17M004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2 2 + 必修 [2]

B17M0050 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 2 2 + 必修 [3]

合计：必修学分 24.7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合计：必修学分 0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20021 生物化学（研讨） 3 3 + 限选 [10]

B07M4020 数学物理方法 2 3 + 必修
[6]

B07M4030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2 3 + 必修

B1100052 实验安全 0.5 2 - 必修

B1100090 科技读写（研讨） 2 2 - 必修

B1110010 电子电路基础 4 4 + 必修

B11D0040 信号与系统 4 4 + 必修

B15M0100 形势与政策(4) 0.25 2 - 必修

B15M016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 必修

B15M0180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 2 2 - 必修

B18M0040 体育IV 0.5 2 - 必修

B84M0060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1 3 - 必修

B11D0030 分子与细胞 4 4 + 必修
[7]

B11D0031 分子与细胞（全英文） 4 4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23.25

第4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00060 认识实习 0.5 (1) - 必修

B1110061 分子与细胞基础实验 2 (3) - 必修

B1110130 虚拟仪器 1 4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3.5

第三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10031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 2 + 限选 [8]

B1120011 物理化学（含实验） 3 2 + 限选
[11]

B1120031 生物医学材料学（研讨） 3 3 + 限选

B1130030 基因组科学与技术(双语) 3 3 + 限选 [10]

B1100092 科研认知 1 32 - 必修

B1110041 数字信号处理（双语、研讨） 3 3 + 必修

B1110141 生物医学传感器综合课程设计 2.5 (3) - 必修

B1110320 电磁场与波（全英文） 4 4 + 必修

B1120041 生物分析与传感（含实验） 4 4 + 必修

B11D0051 人体解剖与生理学（研讨） 3 3 + 必修

B15M0110 形势与政策(5)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 0 - 必修

B1130011 生物信息学基础 3 3 + 任选

B1130021 算法与数据结构 4 5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17.7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合计：必修学分 0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10051 成像原理（全英文） 2 2 + 限选
[9]

B1110060 医学图像处理 3 3 + 限选

B1110062 功能材料（含实验） 2 3 - 限选 [11]

B1110090 嵌入式医学仪器的原理与实现(研讨) 3 3 + 限选 [8]

B1110151 医用电子系统综合课程设计 3 6 - 限选
[13]

B1120802 生物技术综合实验 3 6 - 限选

B1120050 工程电生理学 2 2 + 限选 [10]

B1140001 认知神经科学 3 3 - 限选
[12]

B1140005 教育与心理学原理 3 3 + 限选

B1100011 生物医学工程最新进展（研讨） 1 2 - 必修

B11D0061 生物系统建模与分析（研讨） 3 4 + 必修

B11W0010 社会实践 1 0 - 必修

B15M0120 形势与政策(6) 0.25 2 - 必修

B18M0050 体育V 0.5 0 - 必修

B88M0010 就业导论 0.5 1 - 必修

B0423100 语音信号处理(研讨) 2 2 - 任选

B0423150 模式识别基础(研讨) 2 2 - 任选

B0493010 通信原理(跨学科选课) 2 2 - 任选

B0802030 自动检测技术 2 2 - 任选

B1120060 生物医学纳米技术 2 2 - 任选

B1130041 生物统计学（研讨） 3 3 + 任选

B1130061 系统生物学导论（全英文） 3 3 - 任选

B41E0440 组织学与胚胎学E 1.5 4 - 任选

B43A3170 康复医学 1 3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6.25

第4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00071 科研与工程实践 1 (4)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

第四学年

第1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00080 毕业设计 0 (28) - 必修

B15M0130 形势与政策(7) 0.25 2 - 必修

B18M0060 体育VI 0.5 0 - 必修



B0604171 信息存储技术(研讨) 2 2 - 任选

B07M0251 计算方法 2 3 - 任选

B1100020 医学仪器设计原理(研讨) 2 2 + 任选

B1110011 脑机接口导论 2 2 - 任选

B1110021 人工智能原理与应用（研讨） 2 2 + 任选

B1110070 计算机图形学 2 2 + 任选

B1110081 生物医学信号分析（全英文） 2 2 - 任选

B1110100 生物力学 2 2 - 任选

B1120070 生物医学电磁学 2 2 + 任选

B1120090 体外诊断技术(研讨) 2 2 - 任选

B1120100 生物制药工程 2 2 - 任选

B1120110 人工器官 2 2 - 任选

B1120120 功能高分子设计与生物医学应用(研讨) 2 2 - 任选

B1120210 微纳制造认识与实践 2 2 - 任选

B1130050 生物数据分析与实践(含实验) 4 4 - 任选

B1130080 生物数据挖掘 2 2 + 任选

B1130112 生物质谱和组学分析（全英文） 2 2 - 任选

B1140004 儿童发展与心理测量 2 2 - 任选

B1140006 神经教育学仪器原理与应用 3 3 - 任选

B1140008 心理与教育学研究方法 2 2 - 任选

B11E0011 分子肿瘤生物学（全英文） 2 16 - 任选

B11E0021 纳米生物医学的热点研究（全英文） 2 16 + 任选

B13N0010 医学伦理学 1 6 - 任选

B1910071 高分子科学前沿（研讨） 1.5 2 - 任选

B2203170 视觉机器人测控技术(研讨) 2 3 - 任选

合计：必修学分 0.75

第2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合计：必修学分 0

第3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1100080 毕业设计 8 (28) - 必修

B11W0020 文化素质教育 1 0 - 必修

B11W0030 课外研学 2 0 - 必修

B15M0140 形势与政策(8) 0.25 2 - 必修

合计：必修学分 11.25

第4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合计：必修学分 0

其他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考核

方式

课程

类型
说明

B00TL030 人文社科类通识选修课(4学分) 4 0

B00TL090 创新创业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B1110031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3 2

B00TL100 心理健康教育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B00TL070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2学分) 2 0

跨学年、跨学期选修课说明

[1]:2级起点:大学英语II,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III

[2]:3级起点:大学英语III,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大学英语IV

[3]:4级起点:大学英语IV,大学英语高级课程2,大学英语高级课程1

[4]:二选一: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B)Ⅰ

[5]:二选一:大学物理(B)Ⅱ,大学物理(A)II

[6]:二选一:数学物理方法,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7]:二选一:分子与细胞（全英文）,分子与细胞

[8]:组一:嵌入式医学仪器的原理与实现(研讨),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9]:组二:成像原理（全英文）,医学图像处理

[10]:组三:生物化学（研讨）,工程电生理学,基因组科学与技术(双语)

[11]:组四:功能材料（含实验）,生物医学材料学（研讨）,物理化学（含实验）

[12]:组五:认知神经科学,教育与心理学原理

[13]:二选一:医用电子系统综合课程设计,生物技术综合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