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临床医学本研贯通
人才培养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有机

衔接本科生与研究生阶段的知识学习、科研训练和能力培养，

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学校本研贯通计划工作安排，结合

我校临床医学学科办学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本研贯通人才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1.学术学位

临床医学学术学位本研贯通旨在培养具备高医学人文

素养，扎实医学基础理论的高层次应用型、研究型、创新型

临床医学人才。能够掌握学科发展动向及前沿，具备从事临

床研究的思维与素养，能够发现并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具有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潜力，

能在改善民生、促进人民健康事业中做出新贡献。

2.专业学位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本研贯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医学

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优秀的专业素质的临床医学人才。能

够掌握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

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具有一定临床教学工作能力，具有熟

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和具有一定外语应用能力，能

独立承担本专业常见疾病诊治工作。



（二）考核和动态进出管理办法

依据《兰州大学本研贯通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兰

州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研贯通实施细则》对进入本研贯通培

养的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状态进行跟踪，实行动态管理。

二、本研贯通计划基本学制及学分要求

（一）基本学制

本研贯通计划施行“3+1+G”的“本硕连读”“本博直读”

模式。“3”本科大类学习年限，“G”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

制年限，“1+G”为本研贯通学习年限。

根据培养类型和培养层次的不同，分为本硕贯通（学术

型和专业型）和本博贯通（学术型和专业型）两大类。

学生需完成 5 年本科阶段的学习，完成硕士或博士研究

生阶段的课程学习及其他培养环节。

（二）学分

1.本硕贯通培养方案

学术学位总学分不低于 256 学分，其中本科阶段必修课

程 160 学分（含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分

阶段综合考试），专业集中实践环节 26 学分，通识教育及跨

学科课程至少 14 学分，专业发展课程至少 20 学分；硕士阶

段必修课程 30 学分，必修环节 6 学分。

专业学位总学分 253 学分，其中本科阶段同上，硕士阶

段必修课程 20 学分，必修环节 13 学分。

2.本博贯通培养方案

学术学位总学分不低于 261 学分，其中本科阶段必修课

程 160 学分（含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分



阶段综合考试），专业集中实践环节 26 学分，通识教育及跨

学科课程至少 14 学分，专业发展课程至少 20 学分；博士必

修课程 35 学分，必修环节 6 学分。

专业学位总学分 265 学分，其中本科阶段同上，博士必

修课程 26 学分，必修环节 19 学分。

三、本研贯通人才培养学科方向

（一）本硕贯通

1.学术学位

内科学（100201）；儿科学（100202）；老年医学（100203）；

神经病学（100204）；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0205）；皮肤

病与性病学（100206）；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临床

检验诊断学（100208）；外科学（100210）；妇产科学（100211）；

眼科学（100212）；耳鼻咽喉科学（100213）；肿瘤学（100214）；

麻醉学（100217）；急诊医学（100218）

2.专业学位

内科学（105101）；儿科学（105102）；老年医学（105103）；

神经病学（105104）；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5105）；皮

肤病与性病学（105106）；急诊医学（105107）；重症医学

（105108）；全科医学（105109）；外科学(105111)；骨科

学（105113）；妇产科学(105115)；眼科学（105116）；耳

鼻咽喉科学（105117）；麻醉学（105118）；临床检验诊断

学（105120）；肿瘤学(105121)；放射肿瘤学（105122）；

放射影像学（105123）；超声医学（105124）；核医学（105125）

（二）本博贯通

1.学术学位



内科学（100201）；神经病学(100204)；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100207)；临床检验诊断学(100208)；外科学(100210)；

妇产科学(100211)；肿瘤学(100214)

2.专业学位

内科学（105101）；神经病学(105104)；重症医学

（105108）；外科学(105111)；骨科学（105113）；妇产科

学(105115)；临床检验诊断学（105120）；肿瘤学(105121)；

放射肿瘤学（105122）；放射影像学（105123）；超声医学

（105124）；核医学（105125）

四、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

（一）本科阶段

本科阶段培养内容和目标侧重于学科知识框架及核心

知识、能力的构建和知识面的拓展。采取模块化设计与阶段

性评价相结合模式，包括公共必修课程（含公共必修环节）、

通识教育类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及专业发展课程等模块。在

专业必修课程中基于生物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科学方法等课程模块，进行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

课的分类。

本科阶段所修总学分不低于 220 学分，其中必修课 160

学分（公共必修课 48 学分，专业基础课 50.6 学分，专业核

心课程 60.4 学分，分阶段综合考试 1 学分），专业集中实践

环节 26 学分，通识教育及跨学科课程至少 14 学分，专业发

展课程至少 20 学分。除完成以上学分修读外，还需完成公

共必修环节的教学要求。进入本研贯通计划的学生，在本科

阶段可选修研究生阶段课程，并认定为研究生阶段的学分。



A.公共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3 3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3 5

形势与政策 / 2 1、2、
3、4、5

思想政治类（选择性必修课）

中共党史

3 2 春 秋 均 开

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外语类 大学英语 3 12 1、2、3、4

军体类

体育（1/4）体育（2/4）
体育（3/4）体育（4/4） 2 4 1、2、3、4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 4 1、2

心理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2 1、2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2 2、4、6、7

阅读、写作与沟通 阅读、写作与沟通 0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0

国家安全教育 以学校引进的线上课程为准 0

暑期学校 0

创新能力训练 0

B.第二课堂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 2 2 5

生产劳动（劳育） 2 2

思想成长 1 1

创新创业 1 1

志愿公益 1 1

文体活动 1 1

工作履历 0

技能特长 0

C.通识教育类、跨学科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 程

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英文

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

期



课程类型
课 程

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英文

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

期

通识教育类

课程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

8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美

育）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跨学科类课

程

跨学科贯通课程

6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非学生所在专业开设的专

业课程

D.专业必修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期
备注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

基础

课

自然科

学课程

高等数学（医学类） 2 2 36 1

无机化学 2 2 36 1

无机化学实验 1.5 0.75 27 1

有机化学 2 2 36 2

有机化学实验 2 1 36 2

普通物理（医学版） 2 2 36 2

生物与

基础医

学课程

医用细胞生物学 1.5 1.5 28 1

医用细胞生物学实验 1 0.5 18 1

系统解剖学 2.5 2.5 46 2

系统解剖学实验 2 1 36 2

组织胚胎学 2 2 36 2

组织胚胎学实验 1 0.5 18 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 4 72 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

验
3 1.5 54 3

医学免疫学 2 2 36 3

医学免疫学实验（双语） 1 0.5 18 3

病原生物学 3 3 54 4

病原生物学实验 2 1 36 4

含早接触

临床见习

3学时

医学遗传学 1.5 1.5 28 4

药理学 3.5 3.5 64 5

药理学实验 1 0.5 18 5

含早接触

临床见习

3学时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期
备注

机能学实验 2 1 36 6

群医学

与公共

卫生课

程

预防医学 2 2 36 5

预防医学实验 1 0.5 18 5

流行病学 1.5 1.5 28 6

流行病学实验 1 0.5 18 6

人文社

会科学

课程

医学心理学 1 1 18 6

医学心理学实验 0.5 0.25 9 6

医学伦理学 1 1 18 7

卫生法学 1 1 18 7

科学方

法课程

医学统计学 1.5 1.5 28 5

医学统计学实验 1 0.5 18 5

循证医学 1.5 1.5 27 7

临床医

学课程

实验诊断学 1.3 1.3 24 5

实验诊断学实验 0.6 0.3 12 5

临床技能实验学(1/2) 1.5 0.75 28 6

临床技能实验学(2/2) 1.5 0.75 28 7

专业

核心

课

基础医

学课程

生理学 3.5 3.5 64 3

生理学实验 2 1 36 3

病理学 3.5 3.5 64 4

病理学实验 3 1.5 54 4

含早接触

临床见习

6学时

病理生理学 2 2 36 4

病理生理学实验 1 0.5 18 4

含早接触

临床见习

3学时

局部解剖学 2 2 36 5

局部解剖学实验 2 1 36 5

含早接触

临床见习

3学时

临床医

学课程

检体诊断学 3 3 54 5

检体诊断学实验 2 1 36 5

麻醉学 1.5 1.5 28 6

传染病学 2 2 36 6

医学影像学 1.5 1.5 28 6

医学影像学见习 1.5 0.75 27 6

中医学 2 2 36 5

外科手术学实验 2 1 32 6

全科医学概论 1.5 1.5 28 8

内科学 4 7 126 6、7 （70+56）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学时
开 课

学期
备注

内科学见习 2 1.25 45 6、7 （27+18）

外科学 4 7 126 6、7

含手术学

总论 6 学

时（64+62）

外科学见习 2 1.25 45 6、7 （24+21）

妇产科学 2.5 2.5 46 7

妇产科学见习 1 0.5 18 7

儿科学 2.5 2.5 46 7

儿科学见习 1 0.5 18 7

急救医学 1 1 18 7

神经病学 1.5 1.4 24 7

神经病学见习 0.25 0.25 9 7

精神病学 1.3 1.4 24 8

精神病学见习 0.15 0.15 6 8

眼科学 1 1 18 8

眼科学见习 0.15 0.15 6 8

耳鼻喉科学 1 1 18 8

耳鼻喉科学见习 0.15 0.15 6 8

皮肤性病学 1 1 18 8

皮肤性病学见习 0.15 0.15 6 8

口腔医学 1 1 18 8

分阶段综合考

试

医学基础知识综合考试 0.3 6

临床医学水平测试 0.4 8

毕业综合考试 0.3 10

集中实践环节
早期接触临床实践 2

1-2学

期 假

期 ，

3-4学

期

毕业实习实训（52周） 24 9、10

E.专业发展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专业发展课
专业进阶

类课程

医学导论 2 2 36 2

医学文献检索 2 2 36 3

医学实验动物学 2 2 36 3

现代肝脏病学进展 2 2 36 4

医学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双语） 2 1 18 5

医学形态学实验 2 1 18 5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介入放射学 2 1 18 5

MRI诊断学 2 1 18 6

重症医学 2 2 36 5

核医学 2 1 18 6

临床科研设计 2 1 18 7

CT诊断学 2 1 18 7

现代肿瘤学 2 1.5 28 7

神经外科学 2 2 36 7

性传播疾病 2 1.5 28 7

临床思维 PBL课程 2 2 36 7

专业交叉

类课程

医学史 2 2 36 3

人文医学 2 2 36 3

营养学 2 1 18 4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 2 1 18 4

生物医学前沿概论 2 2 36 4

生物材料 2 2 36 5

生物医药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分析 2 1.5 28 6

生殖医学 2 2 36 7

医学影像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2 1 18 7

精准医学与智能诊疗 2 1 18 8

叙事医学 2 1 18 8

专业应用

类课程

医学美容概论 2 1.5 28 3

人体意外自救与救助 2 1.5 28 4

医院感染 2 1 18 5

医患沟通学 2 1 18 5

中医优势病种选讲 2 2 36 5

临床听力学 2 1 18 6

再生医学 2 2 36 6

难愈合创面治疗现代理论与实践 2 1.5 28 6

临床药物治疗学 2 2 36 6

皮肤美容学 2 1.5 28 6

医院管理与信息化 2 1 18 7

老年医学 2 2 36 8

康复医学 2 1.5 28 8

医学图像处理 2 2 36 8

（二）研究生培养阶段

研究生阶段培养内容和目标侧重于高层次医学人才临

床实践能力培训与临床科学研究能力培养，达到临床医学硕



士或博士学位培养目标和要求，同时完成本科阶段未完成的

培养环节。

1.课程体系

本研贯通计划研究生培养阶段课程体系由课程和必修

环节构成。其中，研究生课程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方向选修课、跨学科选修课等。必修环节包括：

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学科综合考试、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实践环节及预答辩六个部分。

（1）本硕贯通

学术学位：硕士培养阶段须修够 36 学分，课程学分 30

学分，必修环节 6 学分。

专业学位：硕士培养阶段须修够 33 学分，课程学分 20

学分，必修环节 13 学分。

（2）本博贯通

学术学位：博士培养阶段须修够 41 学分，课程学分 35

学分，必修环节 6 学分。

专业学位：博士培养阶段须修够 45 学分，课程学分 26

学分，必修环节 19 学分。

2.课程设置

（1）公共课

本硕贯通学术学位、专业学位学生硕士阶段修读不少于

不少于 8 学分，本博贯通学术学位、专业学位学生博士阶段

修读不少于 10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课

本硕≥8学分

本博≥10 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秋 必修

形势与政策 1 秋 必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春
2 选 1，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春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秋 本博必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 春 本博选修

综合英语 4 秋 英语语种必修

第一外国语(小语种) 4 秋 小语种必修

（2）专业基础课

本研贯通人才专业基础课旨在奠定学生本专业或跨专

业学习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学生提供专业交叉融合和

学业进阶的路径。本研贯通学生（学术学位及专业学位学生）

专业基础课须修读不少于 2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专业基础课

神经解剖学 2 春

至少选修2学分

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3 秋

临床实践指南方法与实践 3 春

现代药理学实验与技术 2 春

质谱技术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2 秋

显微成像 2 秋

细胞生物学进展 3 春

肿瘤信号转导 3 春

（3）专业核心课

本研贯通人才专业核心课是本专业学生掌握和提高医



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技能训练和科研水平的必修课程。

专业核心课共计 19 门。

本硕贯通：学术学位本硕贯通学生硕士阶段须修读不少

于 18 学分，专业学位须修读不少于 8 学分。

本博贯通：学术学位本博贯通学生博士阶段须修读不少

于 21 学分，专业学位须修读不少于 12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专业核心课

卫生与健康研究方法 2 秋 学术学位必修

分子生物学 2 秋 学术学位必修

临床科学研究与管理 2 秋 本博必修

临床医学专题讲座 2 秋 本博必修（专）

论文写作指导与专业英语 2 春 学术学位必修

专 业 学

位 本 硕

≥ 3 学

分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3 秋 学术学位必修

临床伦理学 2 秋 学术学位必修

分子病理与分子诊断学 3 秋 学术学位必修

临床思维与医患沟通 1 秋 选修

学 术 学

位：本硕

≥ 2 学

分；本博

≥ 3 学

分。

专 业 学

位：本硕

≥ 5 学

分；本博

≥ 8 学

分。

循证医学 2 春 选修

临床流行病学 2 秋 选修

医学统计学 2 秋 选修

医学科研方法 2 秋 选修

人文与科学素养 1 秋 选修

医学实验动物学 2
春、

秋
选修

临床医学相关法律法规 1 秋 选修

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 1 秋 选修



生物医学工程 1 秋 选修

自然辩证法（医学） 1 春 选修

（4）方向选修课

本研贯通人才方向选修课是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拓展专

业思维，培养专业兴趣的重要课程。本硕贯通学生（学术学

位及专业学位学生）方向选修课须修读至少 2 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备注

方向选修课

按专业要求

选修至少 2

学分

内科学前沿进展（按三级学科设置） 2 春
内科学方向必

选

儿科学前沿进展 2 春
儿科学方向必

选

老年医学前沿进展 2 春
老年医学方向

必选

神经病学前沿进展 2 春
神经病学方向

必选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前沿进展 2 春

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方向必

选

皮肤病与性病学前沿进展 2 春
皮肤病与性病

学方向必选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前沿进展 2 春
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方向必选

临床检验诊断学前沿进展 2 春
临床检验诊断

学方向必选

外科学前沿进展（按三级学科设置） 2 春
外科学方向必

选

妇产科学前沿进展 2 春
妇产科学方向

必选

眼科学前沿进展 2 春
眼科学方向必

选

耳鼻咽喉科学前沿进展 2 春
耳鼻咽喉科学

方向必选

肿瘤学前沿进展 2 春
肿瘤学方向必

选

麻醉学前沿进展 2 春
麻醉学方向必

选



急诊医学前沿进展 2 春
急诊医学方向

必选

全科医学前沿进展 2 春
全科医学方向

必选

骨科学前沿进展 2 春
骨科学方向必

选

重症医学前沿进展 2 春
重症医学方向

必选

放射肿瘤学前沿进展 2 春
放射肿瘤学方

向必选

超声医学前沿进展 2 春
超声医学方向

选修

精准医学进展 3 秋 选修

（5）跨学科选修课

本研贯通人才跨一级学科（医学、生命科学除外）选修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交叉学科思维，拓展“医学+X”方向，提

升学生交叉融合医工、医理、医文等科研创新性。学术学位

本研贯通学生须修读至少 2 学分，专业学位本研贯通学生不

做要求。

3.必修环节

（1）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

学术研讨应贯穿于本研贯通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同时，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形式包括参加

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或研究

生学术年会等。

学术学位本研贯通研究生学术研讨每 1-2 周举办一次，

每学期不少于 8 次；学术交流在学期间不少于 10 次。计 2

学分。



专业学位本研贯通研究生学术研讨每 3-4 周举办一次，

每学期不少于 4 次；学术交流在学期间不少于 5 次。计 1 学

分。

（2）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主要考查本研贯通研究生是否掌握培养计划

中规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以及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资格考试者，方可

进入学位论文工作，最晚于研究生入学后第三学期完成，不

计学分。

（3）开题报告：

本研贯通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在导师指导下，以撰写科

研基金申请书的形式完成对研究内容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开题报告，最晚于中期考核前完成，经考核合格后，计

1 学分。

开题报告的具体要求：开题报告在示教室或适当范围内

进行，由研究生汇报其选题依据和研究工作计划；考核小组

成员对研究生选题的先进性、科研设计的严密性、方法的科

学性等进行评价，研究生在听取意见后，做进一步的修改和

补充。开题报告要有详细的记录。

（4）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旨在对照培养方案的要求，从德、智、体、美、

劳各方面对研究生的学业进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其后

续学业安排提出意见和要求。

中期考核重点考察其自学位论文开题以来在相关科研、

论文撰写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就其学位论文的后续工作提出



意见、建议和要求。最晚于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完成，考

核合格后，计 1 学分。

（5）实践环节：

学术学位本研贯通研究生须完成科研训练与劳动实践

活动。共 2 学分。

①科研训练：要求本研贯通研究生参与前沿性、探索性

科研工作，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科研

训练的形式可以是参与导师课题、导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承担或参与科研基金项目等。

②劳动实践：旨在培养本研贯通研究生利用所学知识服

务社会的能力，形式包括教学实践、医疗实践、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科技开发和服务等，学生可结合自己的学科专业

进行。

专业学位本研贯通研究生须完成规定的专业实践，不参

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者，不得进入学位论文答

辩环节。

①本硕贯通：按照卫健委颁布的《住院医师范规范化培

训细则》进行，参加培训基地的主要二级学科相应科室的临

床诊治工作，进行不少于 33 个月科室轮转培训。接受临床

基本技能训练，同时学习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共 10 学分。

②本博贯通：参照国家卫健委颁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细则》，进行不少于 18 个月科室轮转培训。共 16 学分。

（6）预答辩

预答辩旨在帮助研究生发现学位论文中的问题，为其修

改论文提供意见和建议，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本研贯通研究



生的预答辩，应在提交学位申请前由学院组织，所有研究生

均须参加预答辩并通过考核后方可进入正式答辩环节。不计

学分。

五、考核与分流

（一）本科学籍最后一学年初，进入本研贯通计划的学

生参加学院专项考核，实施考核分流。

1.通过考核者可获得我校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和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拟录取资格，继续完成本研贯通计划的学

业。

2.未通过考核者，退出本研贯通计划，转入原本科专业，

继续完成本科学业，所修课程及学分由学院认定和转换。

本科学籍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开始及之后主动放弃本研

贯通计划资格的，取消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

（二）进入“本博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博士生学籍第

三学期初，根据资格考试结果或其他原因，经学生申请、导

师同意、学院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可安排其转入相应学

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渠道继续培养，但应按照相应硕士研究生

要求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

（三）进入“本硕贯通”培养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在硕士生学籍第二学年内未获得《医师资格证书》，根据学

生意愿，可安排其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渠道，但应按照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

六、毕业与学位



本硕贯通：完成本硕贯通培养方案并取得规定学分，符

合学校毕业有关规定者，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

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医学学士和相应医学硕士学位。

本博贯通：完成本博贯通培养方案并取得规定学分，符

合学校毕业有关规定者，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

校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医学学士和相应医学博士学位。

七、附则

本方案由兰州大学医学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