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2.0”

2019 级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专业名称：生物科学 专业代码：071001

兰州大学作为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院校之一，

于 2010年设立生物萃英班，作为生物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

试点平台，开展生物学拔尖学生培养模式的新探索。

生命科学既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又是当今蓬勃发展的热

门学科。生命科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以

及生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等的科学。在科技迅猛发展的 21世纪，生命

科学正从分子、细胞、个体和群体等不同层次上综合运用现代技术系

统地研究生命的奥秘。生命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正成

为发展最快、应用前景最广的学科之一，其研究成果为人类的健康与

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与变革带来了深远影响。生命科学的发展将

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科学专业是整合动物学专业（1946

年）、植物学专业（1946年）、植物生理学专业（1980年）、细胞

生物学专业（1980年）、生物化学专业（1980年）等本科专业而建

成的综合性理科专业。兰州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是国家 “国家生命基

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之一（199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建设点（2009年），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

高校（2010、2020）。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专职教师队伍中有中国工



程院院士 1人，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人，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成员 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6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

授 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2人，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 3人，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

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5人，中科院百人计划资助 3人，国家百千

万工程入选者 2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 2人，教育部跨

（新）世纪优秀人才 21人，甘肃省教学名师 1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1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2个。

历经多年的建设，兰州大学生物学萃英班的学生先后在“211”、

“985”、“双一流”、“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2010、

2020）”等建设资金的支持下，依托萃英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生物学实习基地等教学

实验实习平台，利用学院雄厚的师资队伍，已经培养出一批基础扎实、

创新能力强和综合素质高的人才，为国家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该专业的学生在学期间或毕业后将有机会选送

国际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深造。

二、专业培养定位与目标

生物科学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有数理化基础、人文社科素质、国际化视野和科学思维能力，接受

到扎实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训练，并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

能在生命科学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等方

面工作的创新型人才。

三、素质与能力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理化基础、生物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以

及人文社科知识，受到专业技能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科

学思维和国际化视野，掌握从事生命科学及相关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及

应用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生命科学的基础理论及基本知识，具有数理化扎实基础以

及计算机及信息科学和人文社科等方面的基本素质；

2.掌握群体、个体、细胞和分子等生命科学不同层次上的分析方

法与实验技术；

3.具有从事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研究、教学和管理的初步能力；

4.熟悉生命科学及其发展规划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国内外的生命科学理论前沿和应用前景；

6.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具有适应社会需求、继续深造的潜能。

四、学制、学分及授予学位

（一）学制：4年。

（二）学分：145.5学分。

学生在本科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相应的实践教学环节与毕业

论文方可毕业，达到学校有关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此

外，若要获得萃英学院荣誉学生证书，还需修读 11学分的课程和 4

学分的综合素质课程。

五、课程体系结构

表一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总表



类型
课程
性质

学分 学时

公共课
公共基础课 必修 26 450
专业大类基础课程 必修 30 540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 23 414
专业限选 限选 8 144

选修课
专业大类选修 选修 11.5 207
全校任选课 选修 6 108
通识课程 选修 10 180

实习实践
毕业论文

集中实践环节 必修 25 900
毕业论文 必修 6 108

荣誉课程

高阶课程、交叉学
科课程、科研训练、

创新实践
选修 11

综合素质课程 选修 4
合计 160.5

六、学时学分分配

（一）公共课

1.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类、外语类和军体类课程，由学校统一

开设。生物学萃英班学生均须修读公共基础课，共计 26个学分。

表二 公共课与学时学分分配表（必修）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思想政
治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4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4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4

形势与政策（1-4） 1 1-4
外语类 高级英语 4 72 3-4

军体类
体育 4 144 1-4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4 三周 1

合计 26 450

2.专业大类基础课

生物科学专业归属于理学、农学专业大类（含物理科学与技术学

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大气科学学院、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专

业）。



为突出大类培养、强化学科交叉，专业大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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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深厚基础，为学生本专

业或跨专业的深入学习、自主选择提供专业交叉融合和学业进阶的路

径。

生物学萃英班学生均须修读大类基础课，共计 30个学分。

表三 专业大类基础课与学分分配表（必修）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专业大类基础课

兰大导读(生命科学史) 1 18 1
科技信息检索 1 18 1
大学物理 3 54 1
动物生物学 3 54 1
无机化学 2 36 1
分析化学 2 36 1
高等数学 3 54 1
有机化学 4 72 2
植物生物学 3 54 2
线性代数 3 54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54 3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2 36 4

合计 30 540

（二）专业课

专业课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了解本专业的前沿科学技术和发展趋势，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专业课分为专业核心课、专业限选课。

1.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本专业学生掌握和提高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必修课程。生物学萃英班学生均须修读专业核心课，共计 23

个学分。

表四 专业核心课与学分分配表（必修）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专业核心课

生物化学 5 90 3
微生物学 3 54 3
细胞生物学 3 54 4
分子生物学 3 54 4
遗传学 3 54 5



植物生理学 3 54 5
动物生理学 3 54 6

合计 23 414

2.专业限选课

专业限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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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限选课分为 A、B两个模块，生物学萃英班学生须

根据要求选修不少于 8个学分。

表五 专业限选课与学分分配表（限选）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专业限选课

选修 A(≥5.5)
植物生殖与发育生物学 1 18 5
细胞信号转导 1 18 5
动物分类与系统进化 2 36 5
组织胚胎学及实验 2.5 36+18 5
表观遗传学 2 36 6
多肽科学 2 36 6

选修 B(≥2.5)
动物行为学 1 18 7
现代生物技术进展 1 18 7
结构生物学 1 18 7
植物与微生物共生 1 18 7
合成生物学 1 18 7
生命伦理学 1 18 7

合计 8 144
（+18）

（三）选修课

选修课由专业大类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和通识课程组成。其中专

业大类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应围绕学生兴趣方向和参与的科研项目自

主选择，允许学生从生命科学学院其他本科专业课程、研究生课程以

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基础医学院、药学院等学院

开设的生物相关本科专业课程（含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限选课）中跨年

级选修，具体选修方案由学业导师和学生共同选择制定。

1.专业大类选修课

理学、农学专业大类（含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土木工程与力学



学院、大气科学学院、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专业）的选修课程，旨在

为理学、农学专业大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创造多种能力

与素质提升的学习路径，实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主旨。

生命科学学院为本专业开设 15门专业大类选修课程供学生选修，

生物学萃英班学生须修读不少于 11.5个学分。

2.全校任选课

全校任选课由全校所有专业（本专业除外）所开设的专业课（含

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限选课）构成。生物学萃英班学生须修读不少于 6
个学分的全校任选课。

3.通识课程

通识课程由五个类别主题的相关课程组成，以促进学生专业教育

和通识教育的有机结合，达成学生品德高尚、理想远大、人文底蕴深

厚、科学与艺术素养提升、具备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五个主题包括：

（1）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2）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3）社会

科学与现代社会；（4）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5）思维训练与科研

方法。

生物学萃英班学生须从学校开设课程中选修符合以上五个类别

主题的课程，且每个类别的课程修读不少于 2个学分。如果选修的全

校任选课的多余学分符合以上通识课程的基本要求，可以认定为通识

课程学分。

表六 专业大类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及通识课程与学分分配表（选修）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专业大类选修课

选修（≥11.5 学分）
环境微生物学 1 18 5
干细胞生物学 1 18 5
蛋白质组学 1 18 5
病毒学 2 36 5
基因组学 1 18 6
神经生物学 2 36 6
食品技术 1 18 6
基因工程 1 18 6
生物制品学 1 18 6
保护生物学 2 36 6



普通生态学 2 36 6
发育生物学 2 36 6
肿瘤生物学 2 36 6
免疫学 2 36 6
生命科学前沿讲座 1 18 6

全校任选课
全校所有专业所开设
的专业课（含专业核
心课和专业限选课）

6 108 1-6

通识课程

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 2 36 1-6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2 36 1-6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2 36 1-6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 2 36 1-6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2 36 1-6

合计 27.5 495

（四）实习实践、毕业论文

1.集中实践环节

生命科学学院为本专业开设 18门集中实践环节课程，共计 25学
分，均为必修课程。

2.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为必修环节，计 6学分。开展时间为 7-8学期。

表七 实习实践、毕业论文与学分分配表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集中实践环节

动物生物学实验 1 36 1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2 72 1
植物生物学实验 1 36 2
生物学野外实习 2 72 2
计算机程序基础实践 1 36 2
有机化学实验 1.5 54 2
生物化学实验 1.5 54 3
微生物学实验 1 36 3
细胞生物学实验 1 36 4
分子生物学实验 1 36 4
生物统计学实践 1 36 4
生物信息学实践 1 36 5
植物生理学实验 2 72 5
生物显微技术 1 36 5
细胞生物学综合实验 2 72 5
遗传学实验 1 36 5
动物生理学实验 2 72 6



遗传学综合实验 2 72 6

毕业论文 6 108

7-8

合计 31 1008

（五）荣誉课程

表八 荣誉课程学分分配表

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荣誉课程

生命科学研究生课程 2 5-8
生命科学相关专业任选
课（数学、物理、化学、
信息科学、基础医学等
相关学科专业课和选修
课）

6 5-8

科研训练 2
创新实践 1
综合素质课程 4

注：

1. 生命科学研究生课程、生命科学相关专业任选课的选择应围

绕学生兴趣方向和参与的科研项目自主选择，允许学生从生命科学学

院其他本科专业课程、研究生课程以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

工学院、基础医学院、药学院等学院开设的生物相关本科专业课程（含

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限选课）中跨年级选修，鼓励学生在外研修阶段读

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学分课程（学分由学院成立的学分认定委员

会综合评定），具体选修方案由学业导师和学生共同选择制定。

2. 科研训练：学生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行动计划项目、䇹政基金项目计 3学分，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兰州大

学萃英学生创新基金项目、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计

2学分。

3. 创新实践：鼓励学生在学期间开展创新实践活动，鼓励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专业大赛、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申请发明专利。

获得国家级大学生专业大赛特等奖前五名计 4学分、一等奖前三

名计 3学分、二等奖第一名计 2学分（若大赛未设特等奖，一等奖前

五名计 4学分、二等奖前三名计 3学分，三等奖第一名计 2学分）。



获得甘肃省大学生专业类大赛特等奖前三名计 3学分、一等奖前二名

计 2学分，二等奖第一名计 1学分（若大赛未设特等奖，一等奖前三

名计 3学分、二等奖前二名计 2学分，三等奖第一名计 1学分）。获

得国际大学生专业性比赛奖项的学分转换参照本办法认定。

在 SCI、EI 收录期刊发表 SCI 一区论文，第一作者计 4 学分，第

二作者计 3学分，第三作者计 2 学分，第四作者计 1 学分；发表 SCI

二区论文，第一作者计 3学分，第二作者计 2学分，第三作者计 1 学

分；发表 SCI 三区论文，第一作者计 2学分，第二作者计 1 学分。发

表SCI四区论文第一作者计1学分。发明专利获得授权每项计3学分，

申报进入实质审查阶段计 2 学分；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每项计 2学

分，进入实质审查阶段计 1学分。科研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

作者视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单位署名“兰州大学”。

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等大赛，获国家级金奖每人计 6学分，银奖每人计 5学分，

铜奖每人计 4学分；在以上大赛中获省级金奖每人计 4学分，银奖每

人计 3学分，铜奖每人计 2学分。获得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金奖每人计 3学分，银奖每人计 2学分，铜奖每人计 1学分。

表九 综合素质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号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开课学期

1 智育 1 3、4、5、6、7

2 体育 1 3、4、5、6、7

3 美育 1 3、4、5、6、7

4 劳育 1 3、4、5、6、7

合计 4

说明：具体见《萃英学院“综合素质课程课程”成绩单实施细则（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