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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ᵩ ‟ 

Ѓ҅Є ᵣ ‟ 

苏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点于 2003年获批设立，学科建设主

要依靠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完成。学院拥有省部共建放射医学

与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放射医学与防护重点实验室，各类大型

实验仪器设备价值过亿元，本学位授权点 2022年获批的各类科研项目到

账经费总额 795 余万元。生物医学工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本学位点

相关的专职教师和研究人员专业背景涵盖核物理与核技术、电子信息、

材料、辐射化学、医学影像、生物、医学等。 

ЃԑЄ ‟ 

苏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主要开展辐射技术在医学诊断、治疗、

防护和辐射探测应用中的技术研究和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再经过五年

的奋斗，争取成为国内辐射技术医学应用的主力研发单位和人才培养基

地之一。经过 19年的建设，本专业已形成了三个稳定的特色鲜明的招生

和培养方向：医学物理和保健物理、辐射与纳米毒理、定量系统生物学。 

ЃҎЄ ɻ ɻ ҟɻ ᵣ ԍ ҟ ‟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目前仅有硕士生。 

2022 年研究生招生：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工学）招 19 人；077700 生物医学工程（理

学）招 7 人。 

2022 年在读研究生：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工学）48 人；077700 生物医学工程（理学）

15 人。 

2022 年研究生毕业、学位授予和就业率： 

硕士毕业 13 人（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工学）13 人，授予硕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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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10 人）。 

生物医学工程毕业生就业率 92.3%（硕士）。 

Ѓ Є ‟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27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18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比

例 92%（25/27），最高学历是工程和生物医学相关学历人数分别占总人

数的 37%（10/27）和 41%（11/27）。副高以上专任教师人数 21 人，平均

每个学科方向人数 7 人（21/3）。其中 45 岁以下比例 74%（20/27），年龄

梯度合理。具有生物学、医学和工程学研究生培养经验和基础。 

 

ԑɻ Ά ғ ᵲ 

Ѓ҅Є ᴣ  

学院配备专职党委书记 1 人、专职组织员 1 人、专职辅导员 1 人、

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2 人；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辅导员列席学院理论中心

组学习，选派党支书、辅导员定期参加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提升专兼

职思政干部专业能力。优化完善一核多能党建工作体系，学院党委成功

入选江苏省首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 

ЃԑЄ Ḫ ᴰӀӎ ᴍẅ  

课程思政引领育人初心。将“两弹一星”精神和“医者仁心”德育，

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强化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能力；《解剖与生理》研

究生课程立项为苏州大学 2022 年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围绕生涯发

展、专业成长，集合课程思政核心内容进行教学；逐步构建形式多样的

专业思政教学体系；推进德政导师制度，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新

格局，突出专业思政引领引导学生成长，体现信仰塑造和课程教育紧密

结合。 

引导学生践行科学家精神。发挥苏州市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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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普和第一课堂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主体的科学家事迹激发学生投身

科研、科研报国的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

术导向。制定生物医学科研伦理、科研活动原始记录存档、论文发表署

名的规定；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和实验实践能力。2022 年研究生学

位论文盲审合格率 100%。 

ЃҎЄ  

全面推进以“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为主线的特色校园文化

建设。厚植家国情怀、事业为上、责任至重、以医报国、以核报国的精

神内核，秉承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与实俱进的方针，坚持

发展特种医学学科，事业发展蓬勃向上。学院组织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

竞赛、主题党日活动、第一届“广涵杯”4V4师生篮球赛等，丰富师生校

园文化活动。选送的三支大学生志愿讲团（“核知乎”知识竞答服务团、

“核”谐之歌—动画表演梦之队、“核”你有约—志愿宣讲团）全部成功

入选入选团中央组织的“强国有我，‘核’你一起”千支大学生志愿宣

讲团名单。承办第十届“魅力之光”杯全国核科普夏令营，约 3900万人

次参加线上科普活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被中国核学会授予“卓越贡献奖”。 

Ѓ Є ꜙ ᵲ 

抓好研究生政治引领计划。重点做好高知识群体发展党员工作，选

送 8 名高知识群体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参加培训。新发展和转正党员 24

名，参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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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辐射事故应急”暑期学校活动。两名毕业生分别荣获江苏省优秀毕业

生、江苏省三好学生。 

 

Ҏɻ ῠ ῗ┼ ‟ 

Ѓ҅Є ғ ‟ 

2022 年度，完善了生物医学工程（工学）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

案；完善了生物医学工程（理学）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1、生物医学工程-工学硕士专业课程 8 门；2、生物医学工程-理学硕

士专业课程 11 门。 

苏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 1 项 

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解剖与生理 朱然 

 

ЃԑЄ ɻ ‟ 

举办 2023年拟上岗招收博士研究生导师培训会。为全面落实研究生

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增强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升

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精神，2022 年 11 月 30

日，组织学院 2023 年拟上岗招收博士研究生导师 28 人、硕士研究生导

师 40余人参加培训会。 

2022 年校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和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推荐工

作： 

苏州大学优秀学位论文硕士 1 篇，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博士 1 篇。 

ЃҎЄ ‟ 

拓展创新实践教学。通过“放射医学”第二课堂系列讲座、江苏省

研究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暑期学校瓦里安医学物理软件实训等形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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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践教学。举办江苏省研究生暑期学校。举办“核与辐射事故应急”

为主题的暑期学校，暑期学校以国家对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的人才与知识

储备建设需求为导向，以信息资料共享为基础，以创新发展为目标，以

前沿科技为特色，通过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同时进行，共有 103 位来自全

国多所知名院校的学生参加，包括苏州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温州医科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18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Ѓ Є ֢ ‟ 

协办第三届全国放射医学博士创新论坛：协同北京协和医学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协办第三届全国放射医学博士生创新论

坛，同时在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设立了分论坛。论坛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论坛不仅展示了博士生的风采，也反映了

各兄弟单位的科研成果和创新突破，经评比从各汇报者中选出优秀奖，

创新奖等奖项，其中我院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创新奖三项，优

秀奖三项。 

开展校企联合教学。依托浙江省肿瘤医院等省级研究生工作站、核

工业总医院等临床实习基地、秦山核电站等社会实践基地、泰和诚医疗

集团等企业实践基地、火箭军总医院等军民融合基地、江苏高校放射医

学协同创新中心等，邀请著名专家学者、行业导师来院教学，提升研究

生的科研实践能力。 

Ѓ֒Є ꜡ ‟ 

柴之芳院士继续出资设立奖学金，多家企业设立奖学金，对品学兼

优的放射医学学生、优秀青年教师、优秀教学教师进行嘉奖，激励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科学创造性。2022 年我院研究生已获得公司资助奖学金

51.5万元，助学金 5万元，共有 64名研究生获得这些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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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 

Ѓ҅Єָ ῠ 

2022 年度，举行先进放射医学论坛 11 期，邀请知名专家开展学术讲

座。 

ЃԑЄ ᴣ  

教师成长中心讲座 3 期，邀请专家从“一流课程申报”、“专业课程

设计”、“先进教学方式研讨”等多个角度开展讲座；2、组织导师参加“科

学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建设一流研究生导师队伍”专题网络培训”活动，

帮助研究生导师立德修身、严谨治学、潜心育人，不断加强自身思想政

治学习、师德师风建设和育人育才能力建设，同时助力研究生导师掌握

科研指导、学习辅导、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方法与策略，构建

和谐师生关系。 

ЃҎЄ  

本学位授权点 2022 年获批的各类科研项目到账经费总额 795 余万元。

涵盖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企

业横向等。2021 年发表 SCI 论文 52 篇，北图核心期刊 7 篇，英文专著 2

本。2022 年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 30 人次，发表会议论文 3 篇。 

Ѓ Єᴶ ∕ ᴮ  

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入选全国首批科普教育基地

（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入选中国核学会第四批全国核科普教育基地。

被命名为第一批苏州市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入选江苏省科学家精神宣

讲团。承办第十届“魅力之光”杯全国核科普夏令营，约 3900万人次参

加线上科普活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被中国核学会授予“卓越贡献奖”。柴

之芳院士荣获 “典赞·科普苏州”年度科普人物；举办“强国有我，核

你一起”暑期开放日活动；参加第十届“魅力之光”杯第二届全国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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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本学位授权点 2022年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为 100%。 

 

῏ɻ  

改进工作秉持的基本指导原则：主动对标，积极促进。对接国际和

国内高水平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建设单位的有效经验和做法，结合本专业

研究生培养实际情况和用人单位反馈意见，以继续夯实学位点发展基础

为主要任务，进一步提高内部平台资源、教师资源、仪器设备资源和保

障资源的利用效率。本着服务社会、培养人才、提升自我的学位点建设

思路和目前存在问题进行以下改进工作： 

1、参照国内外先进同行（如美国杜克大学、AAPM、内华达大学、复

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的相关课程安排和学院师资、实验室平台的实际

情况进一步推进本学位授权点课程设置优化和国家级、省级的教学成果

申报； 

2、结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和国内外相关企业要求进一步发展产学

研一体化，将科研工作、研究生培养工作与企业科技攻关以及长期技改

需求紧密联系，铺垫科研成果转化基石，培植转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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