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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生物学属于理学学科门类，于 2018 年 3 月获批生物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本学科立足山东经济发展和学校

的办学特色，注重学科交叉融合，着力培养具有坚实的生物

学基础理论基础，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生

物、医药及临床等特色行业的科研经验，踏实肯干、富于创

新的高层次人才，为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二、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生物学学科将党的领导放在首位，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制定学院党委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并抓好落实。

2.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生物学学科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加强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3.强化意识形态安全责任落实

生物学学科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强线

上线下阵地管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主导权。

4.坚持理论学习，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生物学学科注重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本年度坚持开展每月一次的教师集中理论学习制度。

党支部利用集体学习、自学、撰写学习体会、实践体验等各

种方式，实现教师政治理论学习有重点、有主题、常态化。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研究生招生和学位授予情况

本年度共录取硕士研究生 49 名，其中细胞生物学专业

14 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20 人，微生物学专业 7

人，生理学专业 3人，生物信息学 5人。

本年度共毕业硕士研究生 12人，其中细胞生物学专业 4

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4人，微生物学专业 4人。

2.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本年度，所有课程均严格按照培养方案执行和落实，所

有授课教师均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

3.学位论文检查



本年度，山东省学位办抽查了我校 2022 年已授学位的

硕士论文，抽检结果全部合格。本学位点的硕士论文均参与

由学校组织的校外专家盲评，均 100%通过。

4.导师选拔培训

根据《滨州医学院导师遴选办法》等文件，经本人申请、

学位点负责人审核、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院内公示、

研究生处审核、校内公示，2022年生物学硕士点新增补学术

型导师 10人，顺利通过新任研究生导师培训。

5.师德师风建设

本学科始终把师德师风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位置，

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党支部积极

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更好



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全年围绕立德树人开展

师德师风大讨论 8次，开展研究生导师师德培训 2次。

四、本年度学科建设情况

1.科研平台建设

本年度申报的肾脏病防治分子医学山东省工程研究中

心于 2022 年 5 月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认定【鲁

发改高技[2022]445号】。现有省级科研平台 11个，各平台

运行正常，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2.教师队伍建设

截至 2022年年底，学位点共有研究生导师 59人，其中

博士 58 人，教授 38 人、副教授 21 人，拥有国家级人才 3

人，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 12人，形成创新团队 18个，包括

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1个。

3.科学研究

2021年新增立项国家级项目 5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3项，青年基金 2项，省级项目 7项，烟台市校

地融合平台建设项目 2项，目前到账科研经费 1213.40万元。

共发表 SCI收录论文 49篇，其中 10分以上论文 8篇，包括

Nature Communications论文 1篇，Small论文 1篇，“G蛋白

偶联受体与药物开发”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tethered peptide activation of adhesion GPCRs》 在

《Nature》杂志在线发表。



4.学术交流

为给研究生营造学术氛围、促进学术交流，发挥学术交

流对提高研究生学术水平的积极作用，本年度学科先后邀请

了戴景兴、郭跃伟、魏勋斌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等来院讲学。

学科教师积极参加行业学术交流，全年共计 25 人次参加国

内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科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学科教学和科研平台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仅有省级优

质课程 2门，缺乏省级重点实验室及或国家级科研平台。

2.生源质量不优

本年度第一志愿报考学生主要来自省属高校，来自双一

流高校的考生较少。

3.科研成果转化不足

在科研方面存在成果转化不足的问题，横向课题数目和

转化经费总额不足。

六、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 培养高水平学术团队



新增引进人员 5-8人，积极申报国家级人才称号，争取

在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方面有突破，鼓励团队教师攻

读博士学位，出国访学；每年培养研究生 20-30人。

2. 搭建高水平创新平台

加强与企业合作，推进成果转化，力争新增 1个省级重

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探索校企合作学科发展的创

新模式。

3. 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立项国家级课题 5-8 项，省级科研项,10-15项，累计科

研经费 1000万元；发表 SCI论文 40-60篇；获省部级及以上

科研奖励 1-2项。

4.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申报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 1-2项；指导 5-10人获得山东

省创新创业奖励；学生参加学术会议交流 10-20人次。

5. 国际交流与服务社会

每年邀请国内外专家 15-20人来校学术交流，资助 10-15

人次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 1项。

申报泰山学术论坛、泰山科技论坛。积极推荐 1-2名专家参

加省市专家库、智库、人才库，为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