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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和学分要求
培养目标：（本表不填政治标准）

学习年限： 5

应修总学分（ ）

其中必修（ ）学分，限选（

40

2416 0 ）学分，任选（ ）学分

培养熟悉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和生物医学科学技术问题，具有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开展交叉研究的有创新能力的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高级人才，适合于到科研单位和高校作应用研究和到企业开发新产品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
培养，使学生具有坚实而广博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门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及发展动
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同时，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合作奉献精神；对待科学问题，学风要严谨，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满足社会对该学科
在教学、科研、系统设计等方面的人才需求。

  二、学科综合考试基本要求
学科综合考试的要求：（时间、内容、考试形式、要求等）

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在本学科上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业技术工
作的能力，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新的成果。
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要用规范的语言。严格按《北京大学研究手册》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及论文摘要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的规定撰写，并打印。
学位论文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目录、引言、正文、参考文献等。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已掌握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
人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的选题报告：向不少于3名同行专家作选题报告，听取评审意见。

（包括学术水平、创造性成果及工作量等方面的要求）

  三、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四、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按工学院统一要求

  五、本二级学科下研究方向设置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1 生物力学与计算生物医学

[主要研究内容]：细胞力学研究；骨骼肌肉力学研究；口腔力学研究
以及相关人工器官力学研究；基于基因组学的计算生物学研究；生物
分子动力学研究等。

[特色与意义]：生物力学是生物医学工程的一个重要分支。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为研究细胞分子的力学行为提供了重要手段。心血管系
统、呼吸系统、骨骼肌肉、口腔、关节等系统和组织器官的力学行为
研究，可以为相关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力学机理分析和新的方法技
术。计算生物学是系统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工具，在基因组、蛋
白质分子水平以及生物网络进行生命系统的建模和定量分析，是当前
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2 生物医学信息方法和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医学信号采集处理研究；医学图像采集处理研究
；计算机辅助诊断和治疗技术研究；先进智能诊疗技术和仪器研究
；分子生物医学数据的信息处理和数据挖掘等研究。

[特色与意义]：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其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
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和广泛。生物医学信息方法和技术作为连接信息技
术与临床医学的重要桥梁，不仅可以大大促进相关的高新技术在临床
医学中的应用，也可以因临床医学的需求推动信息技术的新发展。现
代医学研究产生的大规模的、复杂的生物医学信息数据，也使得信息
处理和数据挖掘成为重要的方法和工具。



3 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

[主要研究内容]：生物医用金属材料与器械；小分子核酸、纳米生物
材料与器件；功能性生物材料；关节炎与软骨再生医学、干细胞等研
究。

[特色与意义]：生物医学材料是生物医学工程的重要分支，也是当今
材料学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基础研究，是实
现生物医学材料工程化应用的前提；先进生物医用材料及其器械的设
计制造，可以为临床治疗提供有效的材料和工具，对提高人类健康水
平和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基于生物功能材料的组织工程研究、给药
系统研究和生物活性复合材料为生物材料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先进方
法。

4 医疗器械与装备

[主要研究内容]：激光微创治疗与激光无损三维成像技术；新型智能
数字内窥镜及多光谱内窥影像技术；多功能数字化口腔治疗仪；睡眠
分析系统；人体三维轮廓成像系统等。

[特色与意义]：本学科方向将光、声、电、磁等多种医学信号有机结
合，利用光机电一体化的方法对现有医疗仪器进行创新。采用激光对
人体组织进行无损成像和微创治疗，可为多种疾病的早期诊断与干预
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智能内窥镜和多光谱内窥技术可实现内窥镜的自
动导入、位点记录，并提高诊断准确率。随着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
升，口腔疾病和睡眠质量的研究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多功能数字化口
腔治疗仪和睡眠分析系统将可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利用人体
三维轮廓成像系统可实时对人体轮廓进行拓扑记录，可在医学美容、
健康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5 分子医学影像

[主要研究内容]：正电子发射层析成像(PET); 基于荧光效应的光学分
子影像，和基于光声效应的光声分子影像；核磁共振分子影像学等的
研究。

[特色与意义]：分子医学影像结合了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现代影像技术
， 能够在分子水平上对生物体生理和病理的变化进行无创在体影像学
上的研究， 是二十一世纪各国都在大力开展的研究领域。它主要通过
对靶向分子的在体三维立体成像研究特定生物化学过程和感兴趣的生
物分子的分布。与传统医学影像主要观察生物体病变导致的解剖变化
不同， 分子医学影像能反映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病变， 这对重大临床疾
病，例如癌症，的早期诊治和新药开发等领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

6 神经医学工程

[主要研究内容]：神经功能修复、智能脑机控制、神经信息处理、脑
功能成像技术、脑健康工程、视觉假体和视觉回复。

[特色与意义]：神经医学工程是通过生物医学工程手段来恢复因疾病
或受伤后的神经功能，使残疾人能够部分地恢复某些丧失的功能，提
高生活质量。神经医学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综合了信息、材料、
神经医学、微电子等技术，代表了当今医学仪器的发展方向，是生物
神经医学工程界的重大前沿课题，具有很高的技术集成度。这将充分
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引进智力和资金，发挥出集成创新的优势。
神经医学工程
除了包括相关的神经机制问题之外，例如神经响应机制、大脑适应与
可塑性、神经信息编码与传输、脑功能评估等，更大的挑战在于神经
假体器件的设计，其中涉及到神经接口特性、神经信息处理、生物相
容性材料开发、神经刺激器研发等关键技术问题。

7 生物医学信息与计算生物学

  六、必读重要书目与经典论文
出版单位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ISBN号出版日期 备注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本学科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会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附件：课程设置（包括专题研讨课）
序号 学分课程号 备注课程级别码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课程类别码 总学时

1 08616340
生物医学工程前沿进
展讲座

Advance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必修
本校硕士课程

2 72

2 08613110 实验室安全学
Safety Knowledge
of Laboratory 必修

本校硕士课程
1 18

3 08616280 生物医学光学II
Biomedical
Optics II

选修
本校硕士课程

2 32

4 08616020 生物医学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必修
本校硕士课程

3 54

5 08616090 再生医学
Regenerative
Biology and
Medicine

选修
本校硕士课程

3 54

6 08616350 统计与数据分析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必修
本校硕士课程

3 54

7 08616330
生物与生物医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必修
本校硕士课程

3 54

8 08616400 神经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Neural
Engineering

选修
本校硕士课程

3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