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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南方科技大学是集研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三位一体的大学，致力于打造卓越人才成长

的学术生态：以培养具有独立的学术、科研及综合能力的博士研究生为宗旨，力争培养

具备创新能力的一流科技后备人才。具体标准如下：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具有创新意识、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社会公德及学术道德规范； 

2．树立学术精神、学术规范、学术责任、学术创新等价值观，认真学习科研学者严谨

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自觉抵制学术作假和不端行为； 

3．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解所属研究方向的国内

外发展动态； 

4. 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并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 

5. 具有独立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二、主要学科方向 

序号 学科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 

1 分子细胞生物学 

1.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2.干细胞及组织器官的发

育与再生 

3.细胞信号传导 

4.细胞免疫与分子遗传 

5.微生物生理生态 

6.纳米生物技术 

7.病理生理与生物影像 

2 神经生物学 

1.神经发育与再生 

2.神经生理与疾病 

3.计算神经生物学 

3 系统生物学 

1.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 

2.高通量生物技术、计算生物与生物信息学 

3.定量与合成生物学 

4.环境与生态系统 

5.地球生物化学与生态毒理 

6.化学生物和药理 

4 植物生物学 

1.植物生长与发育 

2.植物表观与分子遗传 

3.植物细胞与生物胁迫 

4.食品和营养 

 

 

三、学习年限 



 

  

类型 基本学习年限 

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 4 

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 5 

 

四、应修学分 

 

五、博士资格考核 

考核方式： 笔试和答辩，答辩环节的时长不少于 0.5小时 

 

考试时间： 1.参加考核前博士研究生须完成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习； 

2.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三学期结束前通过资格考核。 

 

考核委员会： 至少由 5 名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 1 名非

本系的相关专家，委员总人数为奇数，可包括导师。 

 

考核方案： 1.笔试采用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由博士资格考核委员会命题（可包括导师）。博士研究生按照

current opinion 系列杂志为模板使用英文写一篇与自己研究课题不相关

的综述，字数不少于 3000 字（不含参考文献），由考核委员会评定是

否通过。 

2.答辩： 

由各主要研究方向负责组织该学科下所有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核答辩环

节，且同一年级的博士研究生将统一进行资格考核。 

类别 
应修学分要求 

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 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 

公共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2 2 

英语课 2 2 

通识通修课 2 2 

专业课 12 30 

学术讲座（Seminar） 4 4 

总学分 22 40 



 

  

 

考核结果： 1.答辩环节的决议应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或以上

同意方可通过。考核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可进入博士学位论文工作阶段； 

2.考核未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应在下学期结束前进行第二次考核，仍未通

过者，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应予以退学，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

士研究生。 

 

六、年度考核 

考核方式： 提交年度研究进展报告 

 

考核时间： 1.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结束前各完成一

次考核； 

2.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应在入学后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结束前各完成一

次考核； 

3.研究生每延长学习年限一年须增加一次考核，延长半年及以上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 

 

考核小组： 至少由 3名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可包括导师。 

 

考核结果: 1.考核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方

可通过； 

2.两次或两次以上考核不通过者，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应予以退学，直

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士研究生。 

 

七、学位论文总体要求 

1.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论文的选题和所研究的内容，应对学

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博士论文要求对所研究的课

题在素材、角度、方法、观点、理论等方面或某一方面有创新性。学位论文应按照学校规

定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撰写； 

2.论文可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撰写。 也可采用英文进行撰写（需同时提交一

份不少于 2000 字的中文摘要）； 

3.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或一组相关论文组成的一篇]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要求对

所研究的课题在材料、角度、观点、方法、理论等方面或某方面有创新性成果，表明作者



 

  

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学科知识，具有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撰写应

遵循学术道德规范，避免涉嫌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4.论文要求词句通顺，论证严谨，条理分明，文字图表清晰，引用别人的论点、资料数据、

内容或利用合作者的研究成果时，要加附注，论文后面附参考文件目录（具体见《南方科

技大学研究生论文管理办法》）； 

5.学位论文要求重复率不超过 5%； 

6.论文使用“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 

 

八、学位论文开题考核 

考核方式： 书面开题报告和开题答辩，答辩环节的时长不少于 1小时 

 

考核时间： 博士研究生至少应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一年完成开题考核 

 

考核委员会： 至少由 5 名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 1 名非

本系的相关专家，委员总人数为奇数，不可包括导师。开题考核委员会

与博士资格考核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可以相同。 

 

考核方案： 1.由各主要研究方向负责组织该学科下所有博士研究生的开题考核，且

同一年级的博士研究生将统一进行开题； 

2.博士研究生须提交开题报告和开题申请，并获得导师及各培养单位主

管研究生工作副系主任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开题考核； 

3.答辩环节需使用英语进行，各考核委员会需安排一位本学科博士后或

研究助理教授担任考核秘书，对考核结果、考核组的意见和修改意见进

行记录并请委员会成员在考核现场对记录结果一一签字确认； 

4.考核通过后，博士研究生需根据考核委员会的评定意见对原开题报告

进行修改并交由导师查阅。 

 

考核结果: 1.考核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方

可通过。考核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应根据考核意见修改开题报告； 

2.考核未通过的博士研究生应在六个月内进行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

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应予以退学，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士研究

生。 

 

九、学位论文评审 



 

  

送审前提： 1.通过学位论文形式审查；2.通过学位论文重合度检查；3.由指导教师

审阅同意，并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 

 

评审方式： 同行专家实名评审 

 

评审专家： 5名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导师组成，其中至少有 2名校外专家。 

评审专家的组成方式为，由导师提名双倍人数的评审专家候选人（即 10

名，包括至少 4 名校外专家），由各培养单位主管研究生工作副系主任审

核选出评审专家。 

 

评审意见： 1.评审专家中有 1 名不同意答辩，被评审人可于一个月内修改论文后提

交该名专家或另聘 1名专家再次评审； 

2.有 2 名专家不同意答辩，则取消本次答辩申请。博士研究生两次申请

学位论文评审的时间至少间隔六个月； 

3.第二次评审仍未通过者，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应予以退学，直博生和

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士研究生。 

 

十、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前提： 学位论文完成送审，获得“同意答辩”结论并根据送审意见完成论文修

改之后，修改的论文经导师书面审阅通过，博士研究生方可申请学位论

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由 5 名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含至少 1 名论文

评审专家），委员总人数为奇数，其中应至少有 2名校外专家。委员会主

席一般由教授、讲席教授或具有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所有委员应具备

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和副高及以上职称，同时委员中半数以上是教授或

相当职称的专家。导师可担任委员，但不能担任委员会主席，且在评议

阶段应回避。 

 

答辩结果： 1.答辩委员会对论文及答辩情况进行评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对是否通

过答辩进行表决，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可

通过； 

2.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可在两年内（不超过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

限）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答辩前需按照博士学位论文送审要求进



 

  

行再次送审，送审通过者方可答辩。二次答辩仍未通过者，学校不再受

理其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3.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达不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

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而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的硕

士学位，可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批。 

 

十一、学术成果要求 

时间要求： 若在正常学制内申请博士学位，则应在学位论文评审之前，文章正式发

表或被接收；若延期一年或以上申请博士学位，则无文章发表要求，但

学位论文评审结果需满足学科最低要求。 

 

数量及水准

要求： 

要求在本学科领域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至少一篇学术论文（单篇论文SCI 

检索有效影响因子≥4.0，或两篇论文累计有效影响因子≥6.0，不包括综

述类文章，各研究方向可在此基础上调整要求），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

学术论文影响因子分值应进行合理分割。 

 

论文署名： 博士生的学术论文需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投稿前应经导师审阅同

意。文章署名中应有导师，且博士生必须是所发表论文的第一（含共同

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在博士生作为第二作者时，第一作者应为导师。 

 

关于学术成

果的认定方

式： 

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发表符合要求的学术论文，并在提出学位

申请的同时提交已发表论文的全文，或已被接收的正式通知，并在“研

究生管理系统”中及时录入 

 

  



 

  

十二、其他说明 

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6月 5日召开了生物学一级学科学位评分分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培养方案。 

 

 

 

 

 

 

 

 

负责人签名： 

（签章） 

 

 

2019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签章） 

 

 

2019年  月  日 



 

  

  生物学  培养方案附录 

附录一：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周学时/ 

总学时 

公 

共 

课 

GGC502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春 2 2/32 

GGC5016 博士英语 春/秋 2 2/32 

GGC5005 研究生入学综合科研培训 秋 2 2/32 

GGC5043 前沿文献鉴赏与写作 秋 1 1/16 

GGC5031 研究生综合培训 秋 2 2/32 

GGC5045 化学实验安全与环保 春 1 1/16 

GGC5044 英语科学写作 春 2 2/32 

     

专 

业 

课 

核

心

课 

BIO5001 Advanced Biological Sciences ※ 春/秋 3 3/48 

BIO5008 实验室轮转 I ※ 秋 1 1/32 

BIO5010 科学实践训练 ※ 春/秋 3 3/96 

BIO5019 科学写作 ※ 春/夏/秋 1 1/16 

     

     

     

     

选

修

课 

BIO5002 细胞及分子神经生物学 秋 3 3/48 

BIO5003 生物动力系统模拟 秋 3 3/48 

BIO5004 发育生物学 秋 3 3/48 

BIO5005 表观遗传学 秋 3 3/48 

BIO5007 蛋白质结构和功能 春 3 3/48 

BIO5009 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原理与方法 秋 2 2/32 

BIO5011 系统生物学 春 3 3/48 

BIO5012 生物信息学 春 2 2/32 

BIO5013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秋 2 2/32 

BIO5015 结构生物学原理与前沿进展 春 2 2/32 

BIO5016 前沿生物显微成像技术概论与实践 春 2 2/32 

BIO5017 生物物理原理与方法 春 2 2/32 

BIO5018 生物数据处理及概率分析 春 3 3/48 

BIO5020 高级实验训练（生物） 春 3 3/96 

BIO5022 癌症生物学 秋 2 2/32 

BIO5023 
Introduction to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 
秋 2 2/32 



 

  

BIO5025 动物形态发生原理 秋 3 3/48 

BIO5026 高级植物生物学前沿与进展 秋 2 2/32 

BIO5027 神经胶质细胞生物学 秋 2 2/32 

BIO5028 植物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前沿 秋 3 3/48 

BIO5029 蛋白质工程 春 3 3/48 

BIO5030 再生生物学与再生医学 秋 3 3/48 

BIO5031 基因组学及数据分析 春 3 3/48 

BIO5032 
天然产物/药物生物合成、功能与应

用 
春 3 3/48 

BIO7001 实验室轮转 II 春/秋 1 1/32 

BIO7002 实验室轮转 III 春/秋 1 1/32 

BIO7003 高级植物生物学前沿与交叉 春 2 2/32 

BIO7004 冷冻电子显微学概论 春 2 2/32 

     

拟新开课 Teaching Assistant  2 2/64 

     

     

学术讲座

（Seminar） 
ACA6001 Seminar 春/秋 4 4/64 

1．硕士起点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一学年内完成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习，直博生和硕

博连读生应在入学后两学年内完成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习； 

2．部分课程可依据《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申请免修； 

3．博士研究生应在通识通修课中选修至少一门论文写作指导类课程； 

4．研究生参加的学术讲座应与自身的科研活动相关； 

5．学生 1 学年内只能修读 2 个学术讲座学分，其中一学期参加由教授主讲的学术讲座

10次以上（其他学生主讲的学术讲座必须参加），做主讲学生学术讲座并被导师评定

合格 1次（需提交一篇主讲报告），计 1学分；另一学期参加教授主讲的学术讲座 10

次以上（其他学生主讲的 学术讲座必须参加），提交 1篇导师评定合格的听讲报告，

计 1学分；报告要求用英文撰写，字数不少于 500字。 

… 

 

附录二：学术成果发表刊物目录 

1． 

2． 

3． 

 

 



 

  

附录三：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附录四：相近研究方向推荐课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周学时/ 

总学时 

EEE5011 BioMEMS And Lab-on-a-Chip 秋 3 3/48 

EEE5020 模式识别 春 3 4/64 

EEE5032 语音信号处理 春 3 4/64 

EEE5046 现代信号处理 秋 3 3/48 

ESE5022 环境生物技术 秋 3 3/48 

ESE5013 生物信息学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 春 3 3/48 

ESE5056 污染物环境行为与风险评估 春 3 3/48 

ESE5018 痕量有机污染物的控制技术与管理 秋 3 3/48 

ESE5032 环境遥感 秋 3 3/48 

ESE5068 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 春 3 3/48 

ESE5090 全球水文与环境前沿 秋 3 3/48 

拟定新开 生态毒理学  3 3/48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OCE5009 微生物海洋学 春 3 3/48 

OCE5015 海洋微生物实验 春 2 2/64 

OCE5018 海洋生态系统导论 秋 3 3/48 

OCE5020 海洋分子生物学 秋 3 3/48 

CHE5039 高等有机化学 春 3 3/48 

CHE5005 高等分析化学 秋 3 3/64 

CHE5031 金属有机合成化学 秋 3 3/48 

CHE5006 高等有机波谱分析 春 2 2/32 

CHE5009 有机全合成化学 秋 2 2/32 

CHE5043 物质表征中的物理方法 春 2 2/32 

CHE5008 金属有机化学 春 2 2/32 

CHE5032 化学生物学 春 3 3/48 

MED5001 疼痛医学 春 3 3/48 

MED5002 医学遗传学 秋 3 3/48 

MED5003 肿瘤生物学 秋 2 2/32 

MED5004 分子病理实验 秋 2 2/64 

MED5005 微生物技术 春 3 3/48 

MED5006 医学科研概论 春 2 2/32 

MED5007 实验病理学理论和技术 春 2 2/64 

MED7001 骨与关节疾病导论 秋 3 3/48 

拟定新开 免疫性疾病机理、治疗与应用 春 3 3/48 

BME5002 先进生物材料 秋 3 3/48 

BME5003 细胞与组织工程 春 3 3/48 

BME5005 纳米生物医学 秋 3 3/48 

BME5006 生物医学成像 春 3 3/48 

BME5007 综合生物学 春 3 3/48 

BME5008 运动生物力学 春 3 3/48 

BME5010 微生物技术 春 3 3/48 

BME5101 高级显微镜：基础与应用 秋 3 3/48 

BME5011 骨骼组织工程 春 3 3/48 

     

     

     

注：研究生选修上表课程，可以认定为专业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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