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专业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临床医学院) 

一、学科简介 

学科代码:1002 

河北大学医学教育始于 1949 年，2018 年获批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临床医学

作为河北大学“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学科群主要构成学科，临床专业门类齐全,形成

了以多学科融合为特色的学科方向,通过与化学、物理、药学和中医学等学科的交叉，

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以下学科方向:①肿瘤早期诊断与

规范化治疗:专注肿瘤诊断与治疗生物标志物发现及机制研究；多组学指导的恶性肿瘤

精准治疗；抗肿瘤新药多中心临床研究；免疫微环境机制研究；放化疗规程研究，并取

得了一系列国内外领先的研究成果；②炎症与微生态免疫调控:揭示了炎症因子对恶性

肿瘤进程的影响，明确了免疫细胞交互作用的信号转导机制；③动脉硬化与缺血再灌注

损伤机制及干预研究:基于动脉硬化等疾病的的致病机制开展了基础及干预药物的研

发；④基于肾一骨代谢轴的中西医研究通过医工交叉研发新型钙代谢调节剂,探寻调节

肾一骨代谢轴的诊疗新突破:⑤炎症与血管分子影像精准诊断与治疗有:通过影像组学

进行精准诊断,指导临床决策。临床医学学科着力于推动临床医学及相关学科交叉合作

与协同创新,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打造临床医学研究的学术高地。 

二、研究方向 

1、内科学： 

内科学（肾病）主研方向：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和骨代谢紊乱发病机制及治疗的研究。 

包括：内分泌激素对慢性肾脏病骨代谢的作用机制研究；化学干预对慢性肾脏病骨

代谢的作用机制研究；慢性肾脏病骨代谢紊乱的治疗与新药开发研究。主要开展了探索

非金属新型降磷药物的设计及制备，并在体内动物模型及体外水平研究其对高磷血症的

治疗效果以及毒理，探讨其减少主动脉钙化及改善骨质疏松的药理机制。 

2、外科学 

包含肝胆外科及神经外科研究领域。 

(1)肝胆外科主研方向：肝胆胰系统恶性肿瘤综合诊治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3D 打印技术在肝脏外科中应用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数字医学在肝胆胰系统疾病中应用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肝脏肿瘤发病机制与预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胆管癌发病机制与预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胰腺肿瘤发病机制与预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2)神经外科主研方向：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主要是调控性非编码 RNA 和表观遗传在胶质瘤中作用和机制研究。脑胶质瘤 DNA

损伤修复基因异常突变与胶质瘤治疗抵抗及复发的内在驱动机制。以 DNA 损伤修复相关

的基因为靶标，进行临床数据库研究和分析，阐明胶质瘤治疗抵抗新的分子机制、鉴定

新的分子标记物。 

3、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包含 CT/MR 诊断学及医学影像技术研究领域。 

（1）CT/MR 诊断学主研方向：炎症及相关肿瘤的影像诊断。25%的肿瘤来自于感染

与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是导致肿瘤发生和进展确切的因素之一，应用人工智能及影像

组学联合 CT 图像或多模态 MRI 技术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建立了预测良恶性肿瘤的鉴别

诊断及肿瘤分化程度，预后评估的影像组学模型，提高预测肿瘤复发及预后的准确性。

另一方面，随着新发和复发传染病不断发生。新发传染病及复发传染病病理变化的影像

学表征及演变规律，需要建立影像学分级诊断标准。 

（2）医学影像技术主研方向：宽体探测器能谱 CT 的扫描模式、扫描参数、迭代重

建算法等进行研究，同时对不同部位 CT 造影的对比剂的浓度、对比剂的结构、对比剂

的注射速率、注射总量、注射时间，被检者体重、心率、心输出量、右心室到达时间、

循环量比，以及连接管长度和管径进行优化研究。 

 三、培养目标 

1、树立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

情操，优良的学术作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掌握有关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科

学研究方法及必要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熟悉本学科的前沿研究领域，具有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医疗、教学工作的能力，能

创造性地研究、医疗、教学工作的能力，能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本学科中的有关理论和

实际问题。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作出创造性的成果。 

3、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四、学制及学习年限 

本学科所属专业研究生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8年。 

五、中期筛选 

在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考核成绩合格、获得规定的学分后，按照

学校相关文件组织开展中期筛选工作。 

六、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是综合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博士研究生

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并做出创新性成果，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体

现学科领域的前沿性和先进性，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开题、预答辩、评审、答辩

等环节。 

1、开题一般应在第三个学期前完成，开题报告能够清晰表述研究内容及其研究的

学术价值。开题报告的具体要求参见《河北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要

求》及《河北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补充规定》等。 

2、论文预答辩。博士研究生在论文工作基本完成后，要进行论文预答辩，预答辩

与开题时间间隔一般不少于 18 个月。预答辩委员会委员对论文初稿进行全面、细致、

充分的预审,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学术活动

的具体要求参见《河北大学研究生开展学术活动的有关规定(试行稿)》。 

3、答辩前，应组织同行专家对论文进行评审，具体按照《河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评审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进行。通过论文评审的博士研究生，可申请论文答辩，论文

答辩按照《河北大学学位条例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执行。 

4、发表论文要求参见《河北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2018

修订）》。 

七、毕业条件 

1.课程学习。研究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考核成绩合

格，获得规定的学分。 

2.学术活动。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不少于 15 次学术活动，并撰写学术报告小结；

以主讲人或宣讲人身份，参加在校内外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不少于 2次。 

3.论文答辩。学位（毕业）论文经专家评审合格、通过学位（毕业）答辩，符合毕

业资格审查后，准予毕业。 



八、学位授予 

研究生通过毕业资格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有关规定，达到学

校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博士学位。 

九、学分及课程设置 

本学科所属专业最低修读学分为 18 分，其中学位课 12 学分，非学位课 6学分。 

研究生课程考试不设补考环节，考试成绩低于 60 分的需重修。 

课程考核方式包括考试和考查，可以采用口试、笔试或写读书报告、论文的形式，

但应有—定数量的笔试。无论采取何种考核方式，均应能真实反映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

的程度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成绩均按百分制成绩评定。 

 

临床医学专业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号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12 学分) 

公共必修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TB0000001 2 1 考试 

学术英语阅读与写作 TB0000002 3 1 考试 

专业必修课 

文献阅读与论文写作 XB2414001 1 1 考试 

医学实验动物学 XB2414002 1 1 考试 

医学分子生物学与实验 XB2414003 1 1 考试 

医学统计学与 SPSS 统计学软件 XB2414004 2 1 考试 

博士专业英语 XB2414005 2 1 考试 

非 

学 

位 

课 

(6 学分) 

公共通识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读 TT0000101 1 1 通修/考查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TB0000101 1 1 通修/考试 

体育 TT0000102 1 1 选修/考查 

美育 TT0000103 1 1 选修/考查 

专业选修课 

肾脏疾病与代谢紊乱 XB2414201 2 1 选修/考试 

环境与心脏疾病 XB2414202 2 1 选修/考试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研究 XB2414203 2 1 选修/考试 

肝胆胰系统肿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XB2414204 2 1 选修/考试 

肿瘤及传染病医学影像诊断 XB2414205 2 1 选修/考试 

医学影像图像质量控制与保证 XB2414206 2 1 选修/考试 

肿瘤基础 XB2414101 2 1 选修/考试 

医学前沿文献讨论 XB2414102 1 1 选修/考试 

临床研究方法（博士） XB2414103 2 1 选修/考试 



流行病学 XB2414104 2 1 选修/考试 

必 

修 

环 

节 

实践环节 

入学教育与学术规范   1 

 中期筛选   2-3 

学术活动≥15 次   1-6 

论文环节 

论文开题   3 

过程管理 

无学分 

论文预答辩   6 

论文评审   6 

论文答辩   6 

 

课程修读说明： 
1、学位课为一级学科下所有专业方向的必修课程。必修环节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培养活动。 
2、公共必修课中的外语课程按入学时的外国语考试科目修读相关语种。 
3、公共通识课程中的通修为必选课程。 
4、学生毕业总学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公共通识课+专业选修课。 

5、非学位课中设置的选修课应至少修读 4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