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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北京农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物工程领域研究生 

 

培养方案（2018 年版）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物工程领域研究生 
培养方案 

（2018 年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针，着眼综合素质和应用能

力，面向生物工程行业及相关工程部门，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素质全

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生物工程应用型、复合型

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二）培养要求  

1.政治思想与业务素养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职业

道德和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掌握本领域坚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承担工程技术或

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运用

先进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解决工程问题。 

2.知识体系 

（1）公共基础知识 

公共基础知识包括：自然辩证法、外语、数理统计、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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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生物工程常用计算机应用软件、高等生物化学、基因工程、生

物反应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生化分析方法等基础知识。 

（2）专业知识 

主要专业知识包括：农业生物工程方向、微生物工程方向、细胞工程

方向、生物制药方向、环境生物工程方向所涉及的专业知识。 

3.能力要求 

（1）获取知识能力 

具备通过检索、阅读等手段，利用书本、媒体、期刊、学术报告、计

算机网络等各种途径，特别是计算机检索，获取本领域相关信息，及时了

解本领域的热点和发展动态，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应用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运用数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技术、工程学、生物工程原理

与技术方法（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生物化学工

程等原理与技术方法）的专业知识解决生物工程领域相关的产品研发、工

程设计、应用研究、项目管理等方面问题的能力。 

（3）组织协调能力 

具备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工作能力；能够有效组织与本领域相关的各

类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并解决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4.素质要求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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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处理国家、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2）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

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 

（3）遵守科学道德、职业道德、生命伦理和工程伦理，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 

（4）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正确处理人与人、人

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招生对象及入学考试 

（一）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

力）人员。 

（二）入学考试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和招生单位组织的复试。 

三、学习方式及学习年限 

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或非全日制两种：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的，

基本学制为 2 年，在校最长年限（含休学）一般不超过 4 年；采用非

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基本学制为 3 年，在校最长年限（含休学）一般

不超过 5 年。  

四、培养方式 

1.全日制生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取在校脱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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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式。 

2.非全日制生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

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五、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 

攻读生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需完成以下课程的学习

和培养环节，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4 学分，

实践训练 6 学分。 全日制研究生公共学位课为 6 学分，领域主干课为 11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7 学分；非全日制研究生公共学位课为 4 学分，领域

主干课为 11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9 学分。 

（一）课程设置 

1.公共学位课  

  

（1）自然辩证法                                      1 学分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全日制）        2 学分 

（3）外国语（英语）                                   3 学分 

2.领域主干课 （11 学分） 

 

（1）高级生物化学                                     2 学分 

（2）基因工程关键技术                                 3 学分 

（3）生物反应工程与反应器                             3 学分 

- 4 - 
 



（4）生物分离工程                                  3 学分 

3.选修课  

     

（1）农业知识产权                                 1.5 学分 

（2）文献检索                                     1 学分 

（3）生物高新技术企业专家 Seminar                  2.5 学分 

（4）现代微生物研究技术 Seminar                   2.5 学分 

（5）细胞与代谢工程                               2 学分 

（6）功能基因发掘与应用                           2 学分 

（7）天然药物分离技术                             2 学分 

（8）生物资源与环境工程                           2 学分 

（9）分子生物学                                   2 学分 

（10）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2 学分 

（11）现代生物化学实验技术                        2 学分 

（12）体育课 （限选 1 门）                         1 学分 

4.同等学力或跨专业补修课程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的研究生，一般要求补修 3 门大学本科相关专

业课程。补修成绩以 60 分为及格，并记入培养档案，注明“补修本科课程”

字样，但不计入总学分。具体要求由各学院进行确定并负责实施。 

（二）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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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训练（6 学分） 

研究生根据选题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实践训练。指导教师应为研究生

制定详细的实践训练计划，指导其开展实践。实践训练为必修环节，实践

期满后研究生要撰写实践学习总结报告，学院组织对研究生的实践训练完

成情况进行考核，通过者取得相应学分。 

2.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包括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毕业答辩等。开题报告和中

期考核为必修环节，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应在入学后一年内完成课

程学分、通过开题报告，申请论文答辩前完成中期考核；非全日制专业学

位研究生一般应在入学后两年内完成课程学分、通过开题报告，申请论文

答辩前完成中期考核。 

六、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生物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有明确的工

程背景和应用价值，论文研究要求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与科学方

法，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技术先进，有一定的难度，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技术手段和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从以下几方面选

取。 

1．生物工程领域企事业相关生物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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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工程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制和开发； 

3．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生物工程先进技术； 

4．生物工程应用基础性专题调查研究； 

5．生物工程项目设计与实施； 

6．生物工程技术项目和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与研究； 

7．其他与生物工程相关的课题研究。 

（二）论文形式 

专业学位论文的内容应体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生物工程理论基

础、专业知识、技术实践的能力。 

生物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分为应用研究类、产品研发

类、工程设计类、工程/项目管理类、调研报告类五种，其中每年毕业

生中调研报告类型毕业论文不超过毕业生总数的 5%。 

（三）评审与答辩 

1．学位论文经导师审阅，认为其达到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标准后，

可申请论文答辩。 

2．论文评审：论文应聘请 3 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

家评阅（至少有 1 位校外专家）。论文作者的导师不能作为论文评阅人。 

3．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 3 或 5 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

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 位专家来自实践基地，导师不能

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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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位授予标准 

完成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

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相应类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而达到毕业要求者，准予毕业，获得毕

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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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北京农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物工程领域研究生 

核心课程大纲 

 

1、高级生物化学 

2、基因工程关键技术 

3、生物反应工程与反应器 

4、生物分离工程 
 



高级生物化学 

课程编号：S0130011 

英文名称：Advanced Biochemistry 

开课对象：生物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时：32 

学分：2.0 

实验学时：28 

实习学时：0 

课程负责人：吕鹤书 

课程组成员：吕鹤书 

 

一、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高级生物化学》是一门领域主干课。 

本课程是为适应生物化学学科发展和研究生教学需要而设定的生物工程专业必修课。当

今生物化学越来越多的成为生命科学的共同语言，它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学科。高级

生物化学在分子水平探讨生命的本质，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及其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以基础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为基础，重点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实验设计思路和实验技能，以更好

的满足学生今后学习和科研工作需要。 

二、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蛋白质结构功能研究最新进展，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相关研究

技术的设计思路、基本方法和主要技术环节。 

三、课程教学内容 

1．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进展  

主要内容：以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为主线, 论述蛋白质结构的层次体系，介绍蛋白质结

构功能研究的最新进展。了解蛋白质高级结构测定和分析的主要方法。 

2．蛋白质重组表达和分离纯化原理与应用 

主要内容：掌握蛋白质重组表达分离纯化的一般原则和常见技术方法。了解蛋白质功能

研究的相关技术原理。 

四、课程实验大纲 



1．重组蛋白的原核表达 

主要内容：掌握培养基制备、微生物接种、培养、诱导表达等技术。 

2．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和电泳 

主要内容：掌握细胞裂解、亲和层析、脱盐处理、浓缩、电泳等技术。 

3. 蛋白质的功能 

主要内容：对前期制备蛋白样品进行蛋白质结晶或活性测定。 

五、课程教学实习大纲   无 

六、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要求：考查课 

2．考核方式：实验报告 

3．考试成绩：平时成绩 30%、实验成绩 70% 

七、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理论 实验 实习 小计 

第一章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进展 2   2 

第二章 蛋白质重组表达和分离纯化原理与应用 2   2 

实验一 重组 蛋白的原核表达  6  6  

实验二 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和电泳  14  14 

实验三 蛋白质的功能  8  8 

合计 4 28  32 

八、选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参考书： 

（1）王镜岩，等. 生物化学（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Analytical Techniques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Rajan Katoch, Springer, 

2011. 

（3）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Fifth Edition, 2008, by David L. Nelson and 

Michael M. Cox. 

参考刊物： 

Nature，Science，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生物

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杂志，生物工程学报，等。 

 



基因工程关键技术 

课程编号： 

英文名称：Key Technology of Gene Engineering  

开课对象：生物工程专业硕士，其他相关专业 

学    时：32 

学    分：2.0 

实验学时：16 

实习学时：0 

课程负责人：葛秀秀  

课程组成员：黄煌 杨爱珍 

 

一、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基因工程关键技术》是一门专业选修课。 

《基因工程关键技术》是在功能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蛋白组学、系统生物学、合成生

物技术等基础上，将最新热点关键技术的研究进展、理论基础、应用案例整体优化的一门课

程。目前基因工程关键技术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植物，微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环境保护等

领域相关技术，为生物工程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基因工程关键技术相关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技术与方法，了解与本领

域相关的研究前沿和最新进展，增强学生对该领域的研究兴趣。 

 

三、课程教学内容 

1．酵母双杂交及案例分析 

主要内容：介绍酵母双杂交的原理、研究进展及应用实例。 

2．基因编辑及案例分析 

主要内容：了解 ZFN 技术、TALEN、CRISPR-Cas 系统基因修饰技术的基本原理和过

程。 



3．RNA 干涉及案例分析 

主要内容：了解不同种类 RNA 及其功能，掌握 RNA 干涉的原理和方法。 

4．高通量测序技术及案例分析 

主要内容：了解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历程、原理、方法及其在基因组学、转录组学、

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生物组学研究上的应用。 

 

四、课程实验大纲   

 1．质粒 DNA 提取纯化及酵母的培养 

主要内容：掌握质粒 DNA 的提取纯化及酵母菌的培养技术。 

2．酵母双杂交  

主要内容：掌握酵母双杂交的操作步骤。 

3．酵母双杂交菌落的筛选 

主要内容：掌握二缺培养基和四缺培养基的配制及筛选鉴定酵母双杂交结果的方法。 

五、课程教学实习大纲 

    无 

六、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要求：考查课 

2．考核方式：课程报告和期末考试（开卷） 

3．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含实验成绩）40%，期末成绩 60% 

七、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讲课 实验 实习 小计 

第一章 酵母双杂交 4   4 

第二章 基因编辑 4   4 

第三章 RNA干涉 4   4 

第四章 高通量测序技术 4   4 

实验一 质粒 DNA提取纯化及酵母培养  6  6 

实验二 酵母双杂交  6  6 

实验三 酵母双杂交菌落的筛选  4  4 

合计 32   32 



八、选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教  材：《基因工程原理（第二版）》（吴乃虎），科学出版社 

2．参考书：重要期刊相关文献 

九、其他 

 

 

 

 



 

生物反应工程与反应器 

课程编号：  

英文名称：Bioreaction Enginering and Bioreactor 

开课对象：生物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学    时：48 

学    分：3 

实验学时：32 

实习学时：0 

课程负责人： 薛飞燕 

课程组成员：姜树军、申晓鸿 

 

一、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生物反应工程与反应器》是生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一门领域主干课。 

本课程主要研究生物反应过程和反应器操作控制中带有共性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生物

学、化学、工程学和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知识，以生物反应动力学为基础，着重

于阐述生物反应的基本原理和过程优化、生物反应器的类型、结构、操作和放大等相关理论

知识和操作要领。生物反应工程在生物工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生物产品工业化的核

心技术和方法。 

 

二、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酶促反应动力学、微生物反应动力学、生物反应器类型、结构、操

作模式和放大原理等基本内容，掌握微生物反应过程检测与控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技术要

领，了解生物反应工程的进展，强化工科思维技能。 

 

三、课程教学内容 

1. 绪论 

主要内容：生物反应工程与反应器研究的目的、内容、发展趋势，以及学习方法。 

2．酶促反应动力学 

主要内容：均相 酶促反应动力学及其应用原理、酶固定化技术及固定化酶反应动力学。 

3．微生物反应动力学 

主要内容：微生物生长和产物生成的计量学和动力学、动力学速率方程及其应用。 

4．生物反应器类型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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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了解不同类型的生物反应器：如机械搅拌式反应器、气升式反应器、膜反应

器、鼓泡塔式反应器、固定床和流化床式反应器等，重点掌握机械搅拌式生物反应器的结构

组成和工作原理。 

5．生物反应器的操作与放大 

主要内容：微生物反应器分批式、流加式、连续式等不同操作模式和反应器放大的基本

理论、准则、方法和应用。 

6．生物反应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主要内容：生物反应过程中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参数的检测与控制原理和方法。 

 

四、课程实验大纲   

微生物反应过程调控与反应器操作 

主要内容： 选择一种微生物（谷氨酸棒状杆菌、大肠杆菌、毕赤酵母、青霉菌或其他

菌株），开展微生物发酵反应的过程调控及生物反应器（发酵罐）的操作。 

1） 微生物发酵反应参数检测和工艺调控：包括 pH、DO、转速、泡沫、菌体细胞、底

物浓度及添加方式、产物浓度及生成速率等参数检测及其工艺调控； 

2） 反应器（发酵罐）的操作：包括蒸汽发生器、空气供给系统、管路及管件、反应器

主体及检测电极附件等的操作与维护，重点掌握实罐灭菌、参数调控、取样、补料

和放料等环节的操作要领。 

 

五、课程教学实习大纲  

     无 

 

六、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要求：掌握生物反应工程原理、熟悉生物反应器操作要领 

2．考核方式： 课堂测试+实验操作+报告撰写 

3．考试成绩：平时 20%+实验操作 40%+报告成绩 40% 

 

七、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讲课 实验 实习 小计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酶促反应动力学 2   2 
第三章 微生物反应动力学 2   2 
第四章 生物反应器类型与结构 5   5 
第五章 生物反应器的操作 3   3 

第六章 生物反应过程的检测与控制 2   2 

微生物反应过程调控与反应器操作  32  32 

合计 16 3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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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教  材： 

     贾士儒. 生物反应工程原理（第四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参考书： 

（1）戚以政，夏杰，王炳武. 生物反应工程.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2）梁世中，朱明军. 生物反应工程与设备.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3）俞俊棠，等. 新编生物工艺学（上、下册）.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4）张元兴，许学书. 生物反应器工程.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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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分离工程 

课程编号：S0130031  

英文名称：Bioseparation Engineering 

开课对象：生物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    时：48 

学    分：3.0 

实验学时：40 

实习学时：0 

课程负责人：柳春梅 

课程组成员：无 

一、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生物分离工程》是一门领域主干课。 

《生物分离工程》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发酵液中杂质的

去除、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和纯化技术，是生物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对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运用各种分离技术来设计合理的预处理、提取和精细分离的工

艺路线，并能从理论上解释各种现象，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课的实际

操作使学生掌握发酵液中活性物质分离和纯化的基本流程和相关技术手段，以更好的满足学

生今后的学习和科研工作需要。 

二、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生物分离的基本流程以及重要分离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以及相关仪

器的操作。 

三、课程教学内容 

1．预处理和固液分离技术 

主要内容：掌握发酵液中杂质的类型和去除方法以及固液分离常用技术的原理和设备。 

2．生化、微生物产品的初步分离技术 

主要内容：掌握双水相萃取中相图和双水相体系的类型；反胶团萃取的原理；高速逆流萃取

的分离原理和典型萃取设备的使用。 

3．生化、微生物产品的精制纯化技术 

主要内容：掌握 吸附色谱法、分配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凝胶色谱法、纸色谱法、

薄层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的原理、仪器的组成及操作。 

4．检测技术 



主要内容：掌握生物质谱法和核磁共振谱仪的原理和仪器的组成及操作。 

四、课程实验大纲 

1. 发酵液的固液分离（包括发酵液的过滤和离心等方法，目的是去除菌体和培养基） 

2. 发酵液初步分离（包括发酵液萃取、减压浓缩） 

2. 发酵液粗提物 HPLC 检测（HPLC 色谱条件的优化） 

4. 发酵液精细分离（柱层析） 

5. 代谢产物鉴定（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 

五、课程教学实习大纲  无 

六、课程考核方式 

1．考核要求：考查课 

2．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上学习态度、实验课表现）+实验成绩（实验

结果、ppt 汇报）+课程报告 

3．考试成绩：平时成绩 20% + 课程报告成绩 30% + 实验成绩 50%。 

七、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讲课 实验 实习 小计 
第一章 预处理和固液分离技术 1   1 
第二章 生化、微生物产品的初步分离技术 2   2 
第三章 生化、微生物产品的精制纯化技术 3   3 
第四章 检测技术 2   2 
实验一 发酵液的固液分离  8  8 

实验二 发酵液初步分离（发酵液萃取与减压浓缩）  8  8 

实验三 发酵液粗提物 HPLC 检测  8  8 

实验四 发酵液精细分离（柱层析）  8  8 

实验五 代谢产物鉴定（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  8  8 

合计 8 40  48 

八、选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教材：自编 

2．参考书： 

（1）孙彦. 生物分离工程（3 版）.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2）俞俊棠. 新编生物工艺学（下）.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3）李从军等. 生物产品分离纯化技术.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参考刊物： 

Separation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Bioseparation, Enzyme and Technology, Separation 

Science, Nature Biotechnology, 化学工业与工程，离子交换与吸附，化工学报等 。 



九、其他 发酵液用一色齿毛菌发酵液或是谷氨酸发酵液。 



 

 

 

 

附件 3：北京农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物工程领域 

 

研究生培养计划 
 





































 

 

 

 

 

附件 4：北京农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物工程领域教学科

研平台获批文件 

         

农业部华北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获批文件 
 









31  都市农业学科群 

类别 序号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站)名称 依托单位 

综
合
性
重
点

实
验
室 

1 
农业部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试运

行） 
上海交通大学 

专
业
性/

区
域
性
重
点
实
验
室 

1 
农业部创意农业重点实验室（试运

行）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2 
农业部休闲农业重点实验室（试运

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 

3 
农业部休闲渔业重点实验室（试运

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4 
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

（试运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 
农业部景观设计重点实验室（试运

行） 
南京农业大学 

6 
农业部华东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试运行）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7 
农业部华南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试运行）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

展研究所 

8 
农业部华中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试运行） 
华中农业大学 

9 农业部华北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北京农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附件 5：北京农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生物工程领域与校外

单位签订的实践基地协议书 

 

 

 

 

 

序号 校外实践基地名称 

1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2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3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4 北京万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6 北京源生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8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9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10 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11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 

12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的提供全篇复印件、 已接受的提供收录 证明。 论文只计第 一作者。

2、 国家发明专利与国家级审定的软件登记证书、 品种、 药证等每项成果1学

分；实用新型专利每项 0. 5学分。 需提供 申请受理通知书及申请人名单页。

（五）学术活动

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不少于4次，做好活动记录。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每次可获得

2学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报告每次可获得4学分；参加全国学术会议每次可

获得0. 5学分，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并做报告每次可获得2学分，需提供会议通知复

印件、本人参会相关照片；参加学术讲座 o. 25学分／次（不含本 专业Seminar）。

三、考核

1、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配备校外导师，校外企业实践或校外实验室实

践工作两者选其一必须完成。

2、必须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且不少于4次。

3、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训练成绩由学院聘请考核小组评定，评定小组

不少于5人。成绩采用四级记分制，分为优（9-10学分及10学分以上）、良（7-8. 99 

学分）、 中（6-6. 99学分）和差（6学分以下），统计成绩时分别按90、80、70计

算（6学分以下成绩不作统计）。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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