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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类别概况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是与生物与医药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工程类专业学

位，面向生物技术、医药、食品、发酵、精细化学品、能源、环保等行业，主

要培养在相关行业领域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

开展工程科学研究、新产品研发，进行工程技术创新、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

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领域领军人才，满足国家在生物与

医药相关行业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攻关项目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

新人才的需求。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的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制药、制药技

术与工程、食品工程。

二、培养目标

为生物与医药相关行业及研究部门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

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本类别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业务上要掌握生物与医药相关行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行

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在生物与医药相关行业领域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

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

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查阅本领域的国内

外科技资料和文献，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

三、生源

攻读本学位点硕士学位的学生主要是生物工程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生物

制药专业、制药工程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等与生物工程相关专业的本科

生。

四、学制与培养方式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 3 年。

采取校内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

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专业实践应在学校认定的校



内外实验平台、实践实训基地完成，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具有 2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学生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工

作经验的学生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年。

学位论文由具有生物工程领域工程实践经验的校内导师与企业内经单位推

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校外导师联合指导，内容一

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年。 校内导师为责任导师，主要负责制

订研究生培养计划，组织开题、中期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指导项目研究和学

位论文等工作，同时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德有引导、示范和监督责任。

校外导师协助解决学生在企业开展学位论文工作所需的研究条件，参与实践实

训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和答辩等多个环节的质量把关。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1. 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一 二 三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2285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考试
二选一

2115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1 考试

2285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2 考试 必修

213502 应用英语(CET6≥425 分免修) 64 4 4 考试 必修

214602 知识产权 16 1 1 考试 必修

专

业

基

础

课

209568 实用数值计算方法 48 3 3 考试

三选一

生物工程

方向

209569 数理方程 I 48 3 3 考试

226507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2 考试

205602 科技写作与信息检索 32 2 2 考查 必修

205582 工程伦理 16 1 1 考查 必修

205511 生物催化工程 32 2 2 考试

≥4 学分
205603 生化反应工程 32 2 2 考试

205527 现代生物分离技术 32 2 2 考试

205604 生物工程设备 32 2 2 考试

209568 实用数值计算方法 48 3 3 考试

三选一

生物技术

制药方向

209569 数理方程 I 48 3 3 考试

226507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2 考试

205602 科技写作与信息检索 32 2 2 考查 必修

205582 工程伦理 16 1 1 考查 必修



205605 生物制药工程原理与技术 32 2 2 考试

≥4 学分

205606 微生物制药工程 32 2 2 考试

205607 高等药物化学 32 2 2 考试

205511 生物催化工程 32 2 2 考试

209569 数理方程 48 3 3 考试

必修

制药工程

方向

207559 科技写作 16 1 1 考查

207561 实验安全与伦理 16 1 1 考查

207556 工程伦理 16 1 1 考试

207557 制药工艺与工程 48 3 3 考试

207502 高等药物化学 48 3 3 考试

≥3学分207509 高等药物分析 48 3 3 考试

207504 现代药物分离工程 48 3 3 考试

226601 科技论文写作 16 1 1 考查 必修

食品工程

方向

226602 工程伦理 16 1 1
必修

226507 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2 考试 必修

226502 现代食品分离技术Ⅱ 32 2 2 考试

学位课

≥4学分

226504 食品科学的研究方法Ⅱ 32 2 2 考试

226505 高级食品化学Ⅰ 48 3 3 考试

226510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32 2 2 考试

226520 食品专业英语 32 2 2 考试

非

学

位

课

选

修

课

205608 生物工程与生物制药前沿 16 1 1 考查

生物工程

方向（学

位课、非

学位课总

学分≥

26）

205503 基因工程 32 2 2 考试

205509 生物仪器分析（实验） 32 2 2 考查

205609 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32 2 2 考查

205610 专业英语 32 2 2 考查

205611 现代生物制药工程原理 32 2 2 考查

205542 可再生资源生物加工与利用（含实

验）
32 2 2

考查

204689 管理学原理 32 2 2 考查

205608 生物工程与生物制药前沿 16 1 1 考查

生物技术

制药方向

( 学 位

课、非学

位课总学

分≥26）

205503 基因工程 32 2 2 考试

205509 生物仪器分析（含实验） 32 2 2 考查

205613 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32 2 2 考查

205614 生物药物分离技术 32 2 2 考查

205615 药物生物信息学 32 2 2 考查

205610 专业英语 32 2 2 考查

205616 药事管理学 32 2 2 考查

207501 高等有机化学 48 3 3 考查
制药工程

方向（学

位课和非

学位课相

加总学分

≥26）

207503 生物合成药物学 48 3 3 考查

207531 中药新药与保健食品研发 32 2 2 考查

207550 药物制剂工程 48 3 3 考查

207515 制药工程进展 32 2 2 考查



207541 药品质量专题 32 2 2 考查

207534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32 2 2 考查

207518 药学文献检索与利用 32 2 2 考查

207519 新药研发与申报 32 2 2 考查

207542 药物经济学 32 2 2 考查

207525 酶学与酶工程 32 2 2 考查

207551 制药工程创新 32 2 2 考查

226522 食品包装材料与技术 32 2 2 考查

食品工程

方向（学

位课和非

学位课相

加总学分

≥26）

226508 食品生物技术 32 2 2 考查

226511 食品酶学（双语） 32 2 2 考查

226515 畜产品工艺学 32 2 2 考查

226518 食品科学研究进展（双语） 32 2 2 考查

226517 水产品保鲜与加工学 32 2 2 考查

226516 水产原料特性学 32 2 2 考查

226519 食品科学研究综合实验 32 1 1 考查

204689 管理学原理 32 2 2 考查

226535 实验室安全技术 16 1 1 考试

必

修

环

节

工程实践

具 有 2
年以上

企业工

作经历

的学生

实践时

间不少

于 6 个

月，不

具 有 2
年企业

工作经

验的学

生专业

实践时

间不少

于 1年

6

6学分，

学院和导

师安排

2. 学分要求

硕士生课程由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三部分组成，实行学

分制。要求学位课≥16学分，课程总学分≥26学分。同等学历者要求补修 4~6

个学分, 补修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学分，但应列入个人培养计划。实践环节 6

学分，所有硕士生必须完成。

六、实践环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专业实践，具有 2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学

生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经验的学生专业实践时间不少

于 1年。实践时间及单位原则上由导师安排，学位论文原则上应与专业实践紧



密关联。专业实践的组织工作应贯彻和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

“校内实践与现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专业

实践单位根据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等，

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级评定专业实践成绩。完成实践环节

且经考核及格后，即获得相应的专业实践学分。

七、学位论文工作

1.开题和中期检查

硕士生应首先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实际调查，把握学科发展前沿，重

视文献知识产权，写好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并在导师安排

的开题报告会上作公开报告、答辩，由 3-5 名相关领域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论

证(其中至少有 1 名是以产业教授为代表的企业专家)，经审核通过者方可进入

学位论文工作。开题和中期考核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中期检查前必须完成课

程学习并获得相应学分。

2、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2 个月（从开题

报告通过之日算起）。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专业技术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课题，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

造专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等。

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由专业学位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具备相应的

技术要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

决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论文可以

采用产品研发、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工程/项目管理、调研报告等

多种形式。

专业学位硕士从事毕业论文的工作内容、所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属浙江工

业大学。论文撰写格式参照《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要求学

位论文资料翔实、方法得当、数据可信、图表清晰、结果与分析合理，写作规

范，语言通顺。

研究生应在学位论文答辩前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的撰写，经导师审定认为

达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向学院提缴答辩申请。论文答辩申请经



学院同意后，送两位及两位以上同行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意见，并按学校有关

规定申请答辩。

3.学术成果要求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在工程理论或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鼓励学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在三大索引等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毕

业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一篇或公开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发明专利。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小组组长： 王亚军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小组全体成员： 王亚军、刘书来、朱勍、

金灿、金利群、邹树平、柳志强、薛亚平、钟卫鸿、靳远祥

培养方案审定人：

学院分学位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