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学术型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培养类别 硕士、博士

一级学科名称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学科代码 1004

适用年级 从 2020 级开始适用 修订时间 2020 年 4 月

覆盖二级学科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00401)；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00402）；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



350010006 科学写作 1 短学期 必选

350010018 现代公共卫生研究实例 2 短学期 任选

选修课程

350020001 转化医学选论 3 秋 任选

350020003 卫生经济学 1 秋 任选

350020004 生物制品学 3 秋 任选

350030001 分子影像学基础 2 秋 任选

350020005 SAS 统计分析应用 2 春 任选

350020006 高级职业病学 2 春 任选

350020007 现代营养学 2 春 任选

350020008 现代环境卫生学 2 春 任选

350020009 毒理学教程 2 春 任选

350020012 体外诊断仪器 2 秋 任选

350020013 放射性药物与健康 1 短学期 任选

350030003 结构生物学 2 短学期 任选 生科院

350020011 健康组织行为学 2 短学期 任选

350030005 理论流行病学前沿与实践 1 短学期 任选

150012001 实验动物学 2 短学期 任选 医学院

150021002 高级免疫学 2 秋 任选 医学院

150011202 临床流行病学 2 秋 任选 医学院

110010001 分子细胞生物学 2 秋 任选 生科院

110020014 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 2 秋 任选 生科院

110030010 分子病毒与诊断学 2 春 任选 生科院

040220045 中国公共政策 2 秋 任选
公共事务

学院

080020005 高等数理统计 3 秋 任选 数学学院

080020003 高等概率论 3 秋 任选 数学学院

130130012 数据挖掘与分析 2 秋 任选
计算机科

学系

课程学习其他
要求

国际学生必修汉语（2-4 学分）和中国概况（2 学分）课程，具体要求详

见研究生选课指南。

其他培养环节及要求

其他培养环节
是否
必修

学
分

内容或要求 考核时间及方式

学术规范教育 是 0
在入学教育周开展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

术诚信教育，学习《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

研究生应在一年级秋季学期选课前，登

录研究生系统完成学术规范问卷测试。



指南》。

学科实验基础 否 3

在入学第一学期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进行

实验室学习轮转。学生自由轮转选择进入实验

室。每名研究生选择实验室个数至少 3个。每个

实验室工作时间至少为 1个半月，一学期内结

束。

在每个实验室轮转完成后，经该实验室

导师考核，获得“合格”或“不合格”

成绩。研究生取得三轮轮转“合格”的

成绩，可以计 3学分。

开题报告 是 0

研究生以书面或口头报告的方式汇报当前所选

课题概况，以判断该选题是否可以继续开展的阶

段性考核环节。开题报告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目

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预期成果、进度安排和可能存在的问题等。

开题报告应在所属学科范围内公开进

行，并由以研究生导师及导师组成员为

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不少于 3人）评

审。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论文课题有

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 6 月份（或第

二学年 9 月份）

中期考核 是 1

学院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情况、毕业论文的准备

（开题报告）和进展情况（第二年实验研究）以

及对本学科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的了解掌握情

况等，进行综合检查和考核。对考核不合格或完

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年 6 月份（或第

三学年 9 月份），PPT 汇报。

文献综述与科
研报告

是 0

文献综述与科研报告是指研究生以书面或口头

报告的方式汇报文献积累或研究进展情况。考核

可采取文献综述、论文工作中期检查、年度进展

汇报等多种形式进行。

各课题组自行组织，申请答辩前提

交记录表。

学术讲座 是 2 研究生应至少参加 40 场课外学术讲座。

研究生每次听完学术讲座后须写出小

结，经导师签字后交学院登记成绩。原

则上中期考核前提交。

教学实践 否 1
根据学院课程教学安排，研究生参加理论课或实

验课教学助理等教学实践。

由授课教师根据学生的能力和表现评定

成绩。

社会实践与创

新实践
是 1

研究生结合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

职锻炼、企业实训实践、科技文化服务、志愿服

务、创新创业活动、学业竞赛、行业竞赛等活动。

在学期间应开展不少于 2周的社会实践。

由负责实践课的指导老师根据该生的能

力和表现评定成绩。

学术交流 是 0

硕士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在

会议上宣读或墙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或在学院的范围内公开做一次学术读书报

告。 博士生应至少参加一次所在学科领

域的全国或国际性学术会议，

在学期间



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墙报展示自己的研

究成果。

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应充分反映研究生已全面达

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求。硕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从开题报告到申请论

文答辩）一般不少于 1 年。研究生必须根据培养方案要求修满全部课程和培养环节的学分后，

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选填）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方式 备注（选读 /必读）

文献阅读考核方式包括：1.课程考核：将此文献作为课程考核的考试范围；2.结合开题报告或学科综合考试

进行； 3.撰写读书报告； 4.其他，请注明。

审核意见

学院（或系所）意

见（加盖公章）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一级学科培养指导

委员会意见

一级学科培养指导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