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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与瞄准 

(一) 培养目标 

河南师范大学生物学学术学位授权点包括生物学一级博士学位点和生

物学一级硕士学位点，均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研究生的基本要求如下：熟练掌握现代生物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

法，熟悉特定生物学科的文献，能够随时掌握其主要进展；具有批判性思

考的能力、扎实的实验和分析技能、及解决理论或技术问题的能力，同时

掌握一定的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研究伦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和追求真理的高尚品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能掌握一门外国语，

熟练地进行专业阅读和初步写作；身体健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独

立组织和从事本学科科研、教学、技术推广和管理的能力，能在本学科研

究领域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二) 学位标准 

1.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学位课包括公共学位课、

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学位课须安排考试，75 分以上为合格；选修课

可安排考试或考查，60 分以上为合格。原则上硕士研究生用不多于一年半

的时间修完规定的课程。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为 36（2022

级起）学分，必修环节包含教学实践 2 学分、学术活动 2 学分、业务实习

与社会实践。课程学分的计算一般为每学期的周学时数（每学期按 18 周计）。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完成开题报告。第四学期进行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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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政治思想、科学道德、课程学习、科研和教学能力等进行一次全面的

综合考查。对其中不合格者，取消硕士生资格，按有关规定进行淘汰、分

流。 

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参照《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师大研 2021【13】号）和《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硕士学位科

研成果要求》进行。 

2.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博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学位课须安排考试，75

分以上为合格；选修课可安排考试或考查，60 分以上为合格。博士研究生

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 学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一年半。普通

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至少修满 20 个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18 学分，必修

环节 2 学分。硕博连读研究生分别按照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方案的相关要

求分阶段完成课程学分。直博生在校期间应修最低总学分不少于 37 学分，

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27 学分。课程学分的计算一般为每学期的周学时数（每

学期按 18 周计）。每学年为博士研究生开设学术讲座不少于 6 次。学分的

计算一般为每学期的周学时数（每学期按 18 周计）。必修环节要求学术活

动与学术报告各 1 学分。 

博士研究生入学第二学期（硕博连读生在转为博士生的第二学期）进

行学科综合考试，通过考试方可进行开题，一般应于通过考试后三个月内

完成开题报告。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后，对博士研究生进行一次中期考核，

对其科学道德、思想修养、学习成绩、研究能力等进行一次全面的综合考

查。中期考核通过，可申请论文预答辩；考核未通过者，取消博士生资格，

按有关规定进行淘汰、分流。中期考核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入学后第 5 学期

结束前、直博生一般应在第 6 学期结束前完成。 

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参照《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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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师大研 2021【13】

号）和《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硕士学位科研成果毕业要求》进

行。 

3.硕博连读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全日制本科毕业并获学士学位的生物学专业全日制二年级在校优秀硕

士研究生，可以申请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具体申请资格详见《河南师

范大学选拔优秀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实施办法》（师大研

〔2023〕17 号）和《生命科学学院 2024 年选拔优秀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攻

读博士学位实施办法》（2023 年 12 月修订）。 

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参照普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其论

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参照《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师大

研 2021【13】号）和《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硕士学位科研成果

毕业要求》，且其科研成果要求必须高于《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

硕士学位科研成果要求》。 

4.推免直博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且报考我校直博的四年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可以申请推免直博方式攻读我院博士学位。具体申请资格详见《河南师范

大学 2024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含直博生）招生简章》及《河南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4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办法》。 

直博生的培养按照一生一案进行，培养方案由学院、导师制定后报研

究生院。直博生培养过程中，需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应按照研究生培

养有关规定执行。其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参照《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博士学

位授予工作细则》（师大研 2021【13】号）和《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硕士学位科研成果毕业要求》，且其科研成果要求必须高于《河南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硕士学位科研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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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条件 

(一) 培养方向 

生物学一级博士学位点现有细胞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与遗传学 6 个研究方向；一级硕士学位点下设植

物学、动物学、水生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 7 个研究方向。 

1. 细胞生物学 

运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原理与方法，从显微、亚显微

及分子水平上研究细胞形态结构的动态变化、生理机能、生命历程、细胞

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调控细胞生命活动的信号网络等基本科学问题。

研究重点包括肺纤维化、肝再生、慢性炎性等疾病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机制。 

2. 动物学  

运用宏观和微观的生物学方法从不同层次上研究动物的系统结构与分

类、系统发生与演化；生理机能、生殖发育与遗传；行为、生态、多样性、

地理分布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与动物生命现象相

关的综合性科学应用问题。研究重点是淡水涡虫、两栖爬行动物以及鸟类

的系统进化生物学。 

3. 遗传学  

从分子、个体和群体水平研究基因控制其结构与功能的分子机制，个

体的全套基因构成与互动关系，以及物种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个体与群体

间变异所构成的生命多样性遗传基础等科学问题。研究重点是动植物的性

别分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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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生物学  

研究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遗传变异，微生物

的进化、分类、生态等生命活动规律，探索微生物之间、微生物与动植物

之间、微生物与外界环境理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微生物在自然界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等科学问题。研究重点是环境微生物学、微生

物遗传学以及应用微生物学。 

5.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在分子水平探讨生命活动的本质，研究生物有机体的分子组成、生命

过程的化学变化、以及机体信息传递分子途径，进而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

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和生命过程的基本活动规律，特别是各种生物有机体的

基因组结构、基因表达调控元件、基因表达调控规律，DNA、RNA 与蛋白

质的相互作用和环境因子对基因表达与基因组结构的影响等科学问题。研

究重点是动植物发育与分化的分子机制，生物大分子结构、表达、功能等

的异常和生化反应紊乱所导致疾病的发生机制。 

6. 植物学 

研究植物生长、发育、生殖等各个阶段基因调控、生化变化、生理过

程的分子机制和信号传导；次生代谢及其产物的功能；响应环境因子变化

的生理、生化及遗传基础；各个类群的结构特征及分类、起源、演化、亲

缘关系和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等科学问题。研究重点是主要农作物、药用植

物和观赏花卉的结构与代谢调控。 

除上述外，生物学一级硕士点还有水生生物学培养方向： 

7.水生生物学  

主要开展：(1) 水生生物资源与保护利用  研究重要经济鱼类和濒危鱼

类自然居群的生态习性、生理特点、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研究水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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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水体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2) 鱼类发育遗传学与鱼类功能基因

组  在基因、基因表达、表达产物、生理代谢、细胞生物学、组织及器官等

不同水平上，研究鱼类重要养殖性状（产量、抗逆性、抗病性、营养高效

和品质等）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对环境条件应答反应的遗传学基础。(3) 藻

类生物技术  通过微藻藻种的筛选、微藻种子库的建立及高密度大规模培养

等研究工作，结合分离纯化工艺进行相关生物制品的研制与开发。(4) 水生

态毒理学  该方向重点研究蓝藻水华发生的生态学原因和机理、蓝藻水华的

控制方法与技术、蓝藻毒素及其生态毒理学。 

(二) 师资队伍 

生物学一级博士/硕士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91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2 人、研究生导师 82 人。2024 年度，学院 22 人获得 2024 年度博士生研

究生招生资格，14 位博士申报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 

导师队伍中，有“全国模范教师”2 人、“河南省教学名师”1 人、“河

南省优秀教师”6 人、 “河南省管优秀专家” 4 人、“河南省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6 人，“河南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专任教师有多人在学

术团体中兼任重要职务，包括教育部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

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党委书记兼副理事

长、中国细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理事、河南省动物学会理事长、

河南省动物学会秘书长、河南省细胞学会理事长等。 

(三)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 2024 年获批纵向项目 38 项，新增经费 498 万元。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3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8 项。本学位点 2024 年发表期

刊论文 191 篇，其中 SCI 一区 42 篇，二区论文 79 篇。2024 年授权发明国

家专利 8 项，植物新品种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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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级项目 

表 1 2024 年新增及在研代表性国家级项目 

序

号 
项目 
来源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责人 

立项

年度 
起止 
时间 

资助/ 
万元 

1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青年 

转录因子 DoBBX8 响应 ABA

促进山药微型块茎形成的分

子机制 
2023277 常英英 2024 

2025 
-2028 

30 

2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青年 

西藏齿突蟾骨骼形态变异及

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机制 
2023005 侯银梦 2024 

2025 
-2028 

30 

3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青年 

GbABC1K 基因调控棉花耐

盐的功能解析及育种应用评

价 
2023101 丰柳春 2024 

2025 
-2028 

30 

4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面上 

Noxes-ROS 介导黄河鲤骨骼

肌葡萄糖摄取的作用机制研

究 
041047 王俊丽 2023 

2024 
-2027 

50 

5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青年 

蓝 光 受 体 蛋 白 ENV 介 导

HOG-MAPK 途径调控粉红

单端孢重寄生小麦白粉菌的

机制研究 

2018292 朱墨 2023 
2024 
-2027 

30 

6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青年 

蒺藜苜蓿 MtRabA4a 介导囊

泡运输调控侵染线发育的机

理 
2019082 张佩佩 2023 

2024 
-2027 

30 

7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面上 

基于多组学探究无尾两栖类

鼓膜中耳演化的分子机制 
32270440 陈卓 2022 

2023 
-2026 

54 

8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面上 

苯乳酸通过 Agr 系统抑制单

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生物被

膜的分子机制 
32272432 姜晓冰 2022 

2023 
-2026 

53 

9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委 
面上 

微囊藻毒素致池塘养殖鱼肝

损伤的毒理学机制研究 
32172976 李效宇 2021 

2022 
-2025 

59  

2.其他项目 

表 2 2024 年在研及新增其他代表性项目 

序

号 

项

目

来

源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负

责

人 
立项年度 

起止 
时间 

资助/ 
万元 

1 

杭

州

胡

庆

余

堂

横向

项目 

调节肠道微

生态平衡的

中药多元乳

酸菌生物转

化体系开发 

 
赵

丽

丽 
2024 

202 
4-202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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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业

有

限

公

司 

2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

省高

等学

校重

点科

研项

目 

金银花全产

业链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

用 

25CY019 

李

建

军 
2024 

2025 
-2027 

30 

3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

省高

等学

校重

点科

研项

目 

Ⅸ型分泌系

统组分蛋白

PorV 在 嗜

冷黄杆菌致

病机制中的

作用研究 

25A180010 

谢

帅

帅 
 

2024 
2025 
-2026 

3 

4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河南

省高

等学

校重

点科

研项

目 

伏牛山-大
别山地区三

角涡虫分类

区系和系统

进化研究 

25A180017 
王

磊 
2024 

2025 
-2026 

3 

5 

河

南

省

科

技

厅 

省部

重大

项目

-中
原学

者 

中原学者

（外籍） 
222300420202 

余

国

营 
2024 

2024 
-2025 

200 

6 

河

南

省

科

技

厅 

河南

省国

际科

技合

作项

目 

怀地黄提取

物在重金属

铅暴露致动

物肠道炎症

中的防控机

理研究 

242102521004 
丁

卫

凯 
2024 

2024 
-2025 

10 

7 

河

南

省

科

技

厅 

河南

省国

际科

技合

作项

目 

阿特拉津干

扰斑马鱼再

生鱼鳍骨形

成的分子机

制 

242102521026 
李

莉 
 

2024 2024-2025 10 

8 

河

南

省

科

技

河南

省科

技攻

关计

划项

脂质分子

LysoPC 作

为肺纤维化

早期筛查标

志物和治疗

242102311167 
杨

钧

棠 
2024 2024-202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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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目 靶点的应用

研究 

9 

河

南

省

科

技

厅 

河南

省科

技攻

关计

划项

目 

多基因组合

编辑创制糖

尿病专用功

能水稻新种

质 

242102111164 
梁

卫

红 
2024 2024-2025 10 

10 

河

南

省

科

技

厅 

河南

省科

技攻

关计

划项

目 

肝癌相关

circRNA 的

筛选与应用

研究 

242102311042 
王

改

平 
2024 2024-2025 10 

3.部分代表性论文、专利等 

序

号 
名称 类别 发表期刊、专利号、时间等 

第一 

完成人 

1 

TRβ activation confers AT2-to-AT1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anti-fibrosis 

during lung repair via KLF2 and 
CEBPA 

SCI 一区 
Nature Communications，2024, 

15:8672 
余国营 

2 

EGCG-NPs inhibition HO-1-mediated 
reprogram iron metabolism against 

ferroptosi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CI 一区 Redox Biology，2024, 70：103075 陈颖 

3 
Gibberellins regulate masculinization 
through the SpGAI-SpSTM module in 

dioecious spinach 
SCI 一区 

PLANT JOURNAL，2024, 118
（6）1907-1921 

张玉兰 

4 
Suppression of plant immunity by 

Verticillium dahliae  effector Vd6317 
through AtNAC53 association 

SCI 一区 
PLANT JOURNAL，2024，

119(4): 1767-1781. 
段红英 

5 

The role of bacteriophages in 
facilitating the horizontal transfer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SCI 一区 
WATER RESEARCH，2024,268: 

122776 
王强 

6 

The Thyroid Hormone Analog GC-1 
Mitigates Acute Lung Injury by 

Inhibiting M1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SCI 一区 
Advanced Science，2024, 

2401931 
王兰 

7 
N-glycosylation facilitates the 

activation of a plant cell-surface 
receptor 

SCI 一区 
Nature Plants，2024, 

10.1038/s41477-024-01841-6 
李卫国 

(四) 教学科研支撑 

学位点依托生物学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和 3 个国家级平台，10 个省部

级平台，有力保障和支撑了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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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位点依托平台 

序号 平台名称 获批时间 

1 创新引智基地-111 计划 2019 

2 国家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7 

3 河南省-科技部共建细胞分化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2003 

4 河南省肺纤维化生物学过程及防控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 2019 

5 河南省作物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工程研究中心 2019 

6 河南省农业微生物生态与技术国际联合实验 2018 

7 河南省肺纤维化国际联合实验室 2018 

8 绿色药材生物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2017 

9 功能微生物绿色转化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2016 

10 生物工程药物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2012 

11 河南省动物资源保护开放实验室 2009 

12 道地中药材保育及利用河南省高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09 

13 河南濮阳黄河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 2020 

14 河南太行山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 2020 

15 河南省水生态毒理与健康防护国际联合实验室 2021 

16 黄淮水环境污染与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06 

(五) 奖助体系  

研究生资助体系参照学校文件执行，资金主要来源为政府下拨的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和助学金；研究生学费；研究生导师、院（系）

和联合培养基地提供的资助经费；学校设置的研究生助教、助研、助管“三

助”岗位经费；社会捐赠的奖学金以及学校筹措的其它经费。主要分为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研究生助学金、“三助”津贴和其他奖助

项目五个部分。其中其他奖助项目包括研究生科研项目资助、研究生科研

成果奖励、优秀学位论文奖励、特殊困难补助、国家助学贷款、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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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等。 

三、人才培养 

(一) 招生选拔  

1. 加强和扩大研究生招生宣传 

为吸引生源，提升生源质量，注重加强和扩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学位

点秉承“多方延伸，突出重点”的理念。一方面，拓宽招生渠道，通过学

校网站、研招网、微信公众号等多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力争覆盖所有潜在

优质生源；另一方面，对优质生源院校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地宣传，宣讲学

校招生、培养等政策和条件。经过不懈努力，学位点生源质量快速提升，

一志愿上线率达到 175%。 

2. 招生情况 

在学校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顺利完成 2024 年度研究生招生考试命题、

试卷批改、招生考试等工作。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结合学院工作实际，

圆满完成了 2024 年推免和统考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复试工作。2024 年

度本学位点共招收研究生 137 人，其中博士生 20 人（硕博连读 2 人，申请

考核制 18 人）、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17 人。 

(二) 思政教育  

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究生教育教

学全过程，努力增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全面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和教育管理工作水平，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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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课程思政为资源，助力添能增彩 

学位点从“夯实课程-创新实践-信息平台-强化师资-分层分类”多个维度

来探索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学改革“五位一体”新模式，从而贯穿落实“三

全育人”，打牢研究生创新拔尖人才成长成才思想基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育人成效。 

2. 以社会实践为平台，延伸育人手臂 

积极引导研究生将科研做在生产一线，将论文写在中原大地，本学位

点研究生 2024年参与发表期刊论文 23篇，其中SCI一区和二区论文 19篇，

国内期刊论文 4 篇，授权专利 4 项，受理发明专利 4 项。 

3. 以意识形态为阵地，夯实育人之垒 

抓住“四点工作”，构建六个平台，建好站稳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

学院连续八年承办全校大学生宗教知识竞赛，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普及

民族宗教政策，将意识形态工作化“虚”为实。 

4. 以组织建设为抓手，筑牢理想之基 

坚持“三线联动”：筑牢学院党委“核心线”、紧盯支部“中场线”、夯

实党小组“前沿线”。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红基因党支部于

2024 年 8 月验收通过第三批全国样板党支部。研究生党建品牌“红基因”微

课堂被评为 2021 年度校基层党建创新项目，并于 2023 年 10 月顺利完成结

项。2021-2022 年研究生红基因（第一）党支部先后获批校先进党支部、第

二批全省高校省级样板党支部、第三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三) 课程教学 

博士培养方案要求最低总学分 20 学分，其中专业必修课 7 学分，选修

课至少 2 学分，必修环节 2 学分。直博生培养方案要求最低总学分 37 学分，

其中专业必修课 27 学分，选修课至少 6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硕士培养

方案要求最低总学分 36 学分，其中专业基础必修课 10 学分，方向必修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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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 8 学分。 

表 4 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总学时 学分 

1 分子细胞生物学 专业必修课 李  芬 36 2 

2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专业必修课 姜丽娜 36 2 

3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 专业必修课 邱宗波 18 1 

4 动物学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陈广文 36 2 

5 动物系统进化 专业选修课 陈晓虹 36 2 

6 动物发育与再生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董自梅 36 2 

7 分子内分泌学 专业选修课 宁黔冀 36 2 

8 分子生态学 专业选修课 董自梅 36 2 

9 高等遗传学及生物信息学 专业选修课 常重杰 36 2 

10 微生物学前沿讲座 专业选修课 杨清香 36 2 

11 组学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杨清香 36 2 

12 DNA 复制修复与遗传病 专业选修课 王文晟 18 1 

13 植物进化与发育专题 专业选修课 高武军 36 2 

14 植物表观遗传学专题 专业选修课 高武军 36 2 

15 现代遗传学研究新技术 专业选修课 段红英 36 2 

16 RNA 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王文晟 36 2 

17 纤维化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余国营 36 2 

18 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李用芳 36 2 

19 分子生物学技术及其应用 专业选修课 邱宗波 36 2 

20 分子毒理学 专业选修课 李效宇 18 1 

21 实验室安全及现代仪器分析 专业必修课 王棋文 54 2 

22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必修环节   2 

表 5 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总学时 学分 

1 高级生物化学 专业基础必修课 王  兰 36 2 

2 分子生物学 专业基础必修课 梁卫红 36 2 

3 实验设计与统计分析 专业基础必修课 姜丽娜 36 2 

4 科技论文写作与文献检索 专业基础必修课 邱宗波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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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植物生理生态学 方向 1 必修课 李春喜 36 2 

6 高级植物生理学 方向 1 必修课 李明军 36 2 

7 种子植物形态解剖学 方向 1 必修课 李景原 36 2 

8 动物分类学原理 方向 2 必修课 陈晓虹 36 2 

9 动物生态学 方向 2 必修课 吕九全 36 2 

10 分子系统发生学 方向 2 必修课 陈  卓 36 2 

11 内分泌学 方向 3 必修课 宁黔冀 36 2 

12 高级生理学 方向 3 必修课 翟心慧 36 2 

13 细胞培养技术 方向 3 必修课 李卫国 36 2 

14 高级水生生物学 方向 4 必修课 李效宇 36 2 

15 鱼类学 方向 4 必修课 杨太有 36 2 

16 基因及基因组学 方向 4 必修课 常重杰 36 2 

17 微生物学研究进展 方向 5 必修课 杨清香 36 2 

18 微生物学大实验 方向 5 必修课 张  昊 36 2 

19 高级微生物学 方向 5 必修课 陈建军 36 2 

20 基因工程原理 方向 6 必修课 常重杰 36 2 

21 分子遗传学 方向 6 必修课 邓传良 36 2 

22 遗传育种学 方向 6 必修课 周延清 36 2 

23 发育生物学 方向 7 必修课 张新胜 36 2 

24 分子免疫学 方向 7 必修课 杨钧棠 36 2 

25 生殖免疫学 方向 7 必修课 唐超智 36 2 

26 高级细胞生物学 方向 8 必修课 梁卫红 36 2 

27 细胞生物学专题 方向 8 必修课 王改平 36 2 

28 细胞工程 方向 8 必修课 李  芬 36 2 

29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 方向 9 必修课 王  兰 36 2 

30 转录组学分析技术 方向 9 必修课 邱宗波 36 2 

31 基因工程原理 方向 9 必修课 常重杰 36 2 

32 实验室安全及现代仪器分析 专业基础必修课 王棋文 54 2 

33 现代生物技术大实验 专业选修课 王丽 36 2 

34 小麦栽培生理 专业选修课 马建辉 36 2 

35 现代农业 专业选修课 马建辉 36 2 

36 植物组织培养 专业选修课 李明军 36 2 

37 植物化控原理与应用 专业选修课 赵喜亭 36 2 

38 药用植物保育及利用 专业选修课 李明军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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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园林植物观赏与应用 专业选修课 赵喜亭 36 2 

40 结构植物学 专业选修课 王太霞 36 2 

41 系统与演化植物学 专业选修课 高武军 36 2 

42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术 专业选修课 姜丽娜 36 2 

43 植物组织化学 专业选修课 李景原 36 2 

44 中国淡水涡虫 专业选修课 陈广文 36 2 

45 淡水涡虫染色体及核型分析 专业选修课 董自梅 36 2 

46 动物行为学 专业选修课 吕九全 36 2 

47 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 专业选修课 陈晓虹 36 2 

48 动物学大实验 专业选修课 牛红星 36 2 

49 保护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牛红星 36 2 

50 SPSS 统计分析 专业选修课 邵  云 36 2 

51 动物毒理学 专业选修课 宇文延青 36 2 

52 微生物遗传学 专业选修课 周延清 36 2 

53 微生物分类学 专业选修课 张  昊 36 2 

54 环境微生物工程 专业选修课 杨清香 36 2 

55 微生物生理学 专业选修课 王海磊 36 2 

56 微生物生态学 专业选修课 杨清香 36 2 

57 工业微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陈建军 36 2 

58 现代微生物生物技术 专业选修课 张  昊 36 2 

59 水处理原理 专业选修课 张  昊 36 2 

60 基因工程原理 专业选修课 常重杰 36 2 

61 基因及基因组学 专业选修课 常重杰 36 2 

62 动物遗传学概论 专业选修课 杜启艳 36 2 

63 表观遗传学 专业选修课 高武军 36 2 

64 染色体方法与技术概论 专业选修课 李书粉 36 2 

65 遗传毒理学 专业选修课 杜启艳 36 2 

66 植物发育遗传学 专业选修课 邓传良 36 2 

67 系统演化植物学 专业选修课 高武军 36 2 

68 鱼类遗传与发育 专业选修课 杜启艳 36 2 

69 分子标记与应用 专业选修课 周延清 36 2 

70 生物信息学 专业选修课 段红英 36 2 

71 高通量分析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常翠芳 36 2 

72 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技术 专业选修课 张  亮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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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分子生物学下游技术 专业选修课 黄俊骏 18 1 

74 细胞信号转导 专业选修课 黄俊骏 36 2 

75 离子束生物技术 专业选修课 姬生栋 18 1 

76 分子育种 专业选修课 姬生栋 36 2 

77 体细胞发生的分子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姬生栋 18 1 

78 真核基因表达调控 专业选修课 李  芬 36 2 

79 真核生物染色质结构与功能 专业选修课 王改平 18 1 

80 组织工程与人工肝脏构建 专业选修课 常翠芳 18 1 

81 药物筛选 专业选修课 杨献光 18 1 

82 再生分子机理 专业选修课 杨献光 18 1 

83 系统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杨献光 36 2 

84 细胞分化调控 专业选修课 王棋文 36 2 

85 蛋白质化学 专业选修课 喻娟娟 36 2 

86 酶工程 专业选修课 王  丽 36 2 

87 植物分子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李用芳 36 2 

88 环境生物化学 专业选修课 邱宗波 36 2 

89 病理生理学 专业选修课 王文晟 36 2 

90 生理学实验技术 专业选修课 翟心慧 36 2 

91 生理科学进展（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李卫国 36 2 

92 鱼类学 专业选修课 杨太有 36 2 

93 鱼类资源与保护 专业选修课 杨太有 36 2 

94 分子进化 专业选修课 张合彩 36 2 

95 进化基因组学 专业选修课 陈  卓 36 2 

96 藻类学 专业选修课 李效宇 36 2 

97 发育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张新胜 36 2 

98 分子免疫学 专业选修课 杨钧棠 36 2 

99 动物胚胎学 专业选修课 张新胜 36 2 

100 发育生物学专业英语 专业选修课 张新胜 36 2 

101 免疫标记技术 专业选修课 张新胜 36 2 

102 组织学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贾永芳 36 2 

103 抗体工程 专业选修课 史西保 36 2 

104 生物技术制药 专业选修课 常翠芳 36 2 

105 免疫学专题 专业选修课 杨钧棠 36 2 

106 分子调节原理 专业选修课 王华华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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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 专业选修课 余国营 36 2 

108 新药临床前研究 专业选修课 郭建林 36 2 

109 组织学实验技术 专业选修课 贾永芳 36 2 

110 多元统计分析 专业选修课 邵  云 36 2 

111 植物生态学 专业选修课 马剑敏 36 2 

112 模式生物遗传操作及应用 专业选修课 靳  伟 18 1 

113 藻类生物技术 专业选修课 刘  洋 36 2 

114 土壤学 专业选修课 马建辉 36 2 

115 农业气象学 专业选修课 马建辉 36 2 

116 生物科学图像采集与处理 专业选修课 李俊华 36 2 

117 常见药用植物脱毒快繁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李明军 36 2 

118 分子标记技术在植物学中的应用 专业选修课 刘海英 18 1 

119 发酵工艺与设备 专业选修课 王  强 36 2 

120 鱼类遗传与育种 专业选修课 杜启艳 36 2 

121 逆境植物分子细胞生物学 专业选修课 王华华 18 1 

122 肝再生的细胞组学 专业选修课 王改平 36 2 

123 毒理学 专业选修课 宁黔冀 36 2 

124 水生态毒理学 专业选修课 马军国 36 2 

125 模式鱼类遗传学 专业选修课 夏晓华 36 2 

126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专业选修课 杨刚刚 36 2 

127 器官纤维化与防控 专业选修课 余国营 18 1 

128 教学实践 必修环节   2 

129 学术活动 必修环节   2 

(四) 导师指导  

注重加强导师队伍建设，2024 年度新增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18 人。生物学专业现有博士生导师 25 人，其中兼职博士生导师 4 人（含外

籍 2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82 人。2024 年度，学院 22 人获得 2025 年度博

士生研究生招生资格，5 位博士申报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遴选。导师

队伍中，多人在学术团体中兼职，有教育部理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

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细胞学会常务理事等。同时，本学科以柔性引进人才的方法聘请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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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知名学者作为兼职导师，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 

(五) 学术训练 

本学位点研究生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学术训练： 

1. 毕业论文训练 

在导师指导下，设定完整的科研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训练科

研思维，培训相应的科研技能和写作技能，鼓励研究生进行原创性工作并

发表相应论文和专利，申报学校科研奖励。 

2. 独立科研项目训练 

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导师科研项目，并进行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训练

项目申报。对于未入选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申请人，学院择优给予

一定的科研经费支持。2024 年学院获批 2 项研究生创新科研实践项目，1

项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顺利通过结项。 

3. 参加学院和学校组织的学术及文化活动 

为充分展示学院研究生群体学术水平，发挥朋辈引领作用，同时提高

研究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学位点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院品牌工作“生科

之声”，全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必须参与）积极参与其中，分享诸

如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及研究成果。为减少和缓解研究生的科

研学习压力，丰富研究生在校的课余生活。学位点积极引导并指导各个年

级研究生广泛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学生思想教育活动和健康向上的

校园文体活动，如“吾辈向未来 拼搏展风采”第十九届研究生排球比赛、“羽

你同行，其乐无穷”河南师范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羽毛球比赛、河南师范大

学研究生院第十届“研究生学术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生命科学学院“指尖

编制 温暖传递”编织大赛、“花韵生科，灿烂无限”插花活动、、“花韵生科”、

“光影生科”及校“文化沙龙”、硕博论坛、教学技能大赛等活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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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其中，分享诸如学术、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及研究成果。通

过搭建多学科研究生交流互动平台，在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激发研究生

创造思维的同时，不断丰富研究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4. 参加学术会议 

要求各科研课题组定期举行组会，组内探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科研成

果，介绍本研究方向最新的科研文献。学院不定时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线

上学术交流，要求相关研究生参加，且为培养方案设置的必修环节。 

5. 参加助教活动 

所有学术学位研究生均须作为助教参加教学活动，将所学知识活学活

用。如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作为助教参加本科生实验课的教学和实验

报告的批改。 

(六) 学术交流  

本学位点积极鼓励师生进行学术交流活动。2024 年度，学位点参与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学术报告 

2024 年，举办“生命之光前沿系列论坛”，邀请近 100 名国内外知名专

家为本学位点研究生和导师进行学术报告，并进行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 

2. 举办或参加国际国内会议 

1）积极倡导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2024 年度，

本学位点研究生共计 25 人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3 人次做墙报，11 人次

做口头报告。 

2）2024 年 12 月 16 日-18 日，由国际动物学会主办、河南省动物学会

和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的科创中原论坛-第五次全球变化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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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动植物互作论坛在新乡开元大酒店召开。会议就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

的动植物互作关系为主题召开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全球变化大背景下生物

多样性保护、有害生物防控、生态恢复与重建等理论和实践研究。并为实

施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保障流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安全提出建议。会议设有特邀报告、大会报告、研究生论坛和壁报展

示等环节。全球及全国知名专家 150 多人参加此次会议并作学术交流。 

3）成功举办 2024 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河南）生物与医药分论坛，

美国，日本、中国等生物医药领域专家出席，现场 100 余名相关专业人士

参加。 

4）邀请 20 余位国际知名专家来学院做学术报告，分别是法国科学院

及欧洲科学院伊冯•勒•马霍院士，美国罗格斯大学大学黄庆荣教授、美国

匹兹堡大学狄元璞，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李燕杰和李吉学教授、日本京都大

学中野伸一教授；美国密苏里大学门红升教授，昆山杜克大学李彬彬教授

等。 

5）2024 年 4 月，李效宇、马军国、刘洋参加日本北海道大学第 9 届亚

太藻类学会；2024 年 8 月，陈晓虹和陈卓教授及研究生杨欣鈅、张莹莹参

加马来西亚的世界两爬大会；余国营院长带领团队成员参加奥地利的第 34

届欧洲呼吸学会。 

3. 学术交流类项目支持 

2024 年，本学位点成功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生物医药与健康创新型人

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与美国匹兹堡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澳大利亚莫

那什大学开展稳定的人才联合培养及深度的科研合作，致力于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高水平科学素养及创新实践能力强的创新型、紧缺型、复合型国

际化拔尖人才，为学院国际化的发展搭建新的良好平台。本年度积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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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各级各类项目申报，获批河南省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项目 1 项（朱

墨）、河南省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2 项（李俊华、刘洋）。河南省器官纤维化

生物学杰出外籍科学家工作室获二批继续建设。  

朱墨博士获批河南省双一流高校高层次创新人才境外培养项目资助赴

德国做访问学者。 

 (七) 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十分重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完整性，要求学位论文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挖理论难点，紧跟时代热点，严格要求导师和学生

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和送审。2024 年度，在学校的统一安排

下，进行了二批次的研究生论文检测、盲审和毕业答辩等工作。按照学校

文件及《生命科学学院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科研成果要求》，本学位点共有 112

名研究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取得学位，本学位点共毕业博士研究生 15 名，

硕士研究生 97 名，学校送盲审论文一次性通过率达到 94.5%，在教育部和

河南省论文抽审中，全部顺利通过评审，达到了学位点的培养目标。2024

年度本学位点有 1 位研究生的论文获批校优秀论文。 

(八) 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024 年度，在认真论证及广泛调研的基

础上，修订了《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素质发展综合测评实施细则》《生命科

学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

办法》《河南师范大学选拔优秀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实施办法》

《生科院学术/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及招生条件附录》《生科院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导师遴选及招生条件补充》等文件，根据 2023 年度的执行情况进行

培养方案微调，并严格执行。 

(九) 学风建设  

为进一步推进学风建设向深向实，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更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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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端正学风，营造好学、乐学、上进的学习氛围，

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同学们以奋发有为、开拓进取

的精神投入学习生活，通过学生文明习惯养成、课堂效果提升、宿舍氛围

营造、学习状态调整，为人才培养质量奠定良好基础，制定“学风建设提

质计划”，各年级依计划开展学风建设活动，成效显著。 

(十) 管理服务 

本学位点目前有专职辅导员 1 人，管理人员 2 人。学位点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校设立了多种奖、助学金，为学生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同时从

行政管理、学科管理、软硬件设施等各方面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严格按照学校学生综合考评工作的总体部署与要求，结合各个年级实

际情况，学院领导班子牵头，根据班委、学生助理、普通学生等不同身份

按照比例抽取部分学生代表、导师代表，以及研究生工作秘书、研究生辅

导员成立综合测评考评小组，确保发挥学生综合考评工作的导向作用和评

价功能，并将结果进行公示。 

严格按照研究生手册相关规定及学校相关文件要求，公正客观的开展

评优评先工作，各项制度健全，程序切实可行，科学合理，以研究生手册

和相关文件的条例规定为基本条件，辅导员老师意见和学生民主评议各占

一定比例进行推荐。严格依照《研究生手册》相关条例，评选出模范学生

干部、社会工作积极分子、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等先进个人，并按照学校

要求在学院公示栏进行公示。 

借助“河南师大智慧学工”微信服务平台等掌握各年级每一位学生信

息。学生基本情况掌握充分，学生健康打卡信息、上课及活动考勤信息、

请销假信息等数据实时更新，实现了班级-辅导员-副书记-研究生院之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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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实时共享，提高了学生管理的效率。 

开展新生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学生手册学习、考风考纪暨安全教育

大会、研究生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安全先行，生命至上”应急疏散逃生演

练活动、“同心聚力 共赴美好未来”研究生趣味联欢会等主题教育活动，通

过主题班会、党日活动、团日活动等常态化工作，不断加强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增强学生的纪律观念。用身边的先进代表感化学生，用反面事例

告诫学生，引导学生遵守各项校规校纪，营造了良好的风气。 

(十一) 就业发展 

为切实做好研究生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充分掌握研究生就业意向及

就业指导服务需求，有效促进我院研究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地就业，学院特

举办就业创业指导培训会与就业工作推进会，2024 年本学位点硕士毕业生

就业率 90.69%，博士就业率 60%。 

四、服务贡献 

(一) 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的研究方向紧盯社会科技需求，围绕科技开发推进相关工作。 

2024 年，省委组织部、科技厅、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李明军

教授代领的“焦作市怀药产业科技特派服务团”被评为“河南省优秀科技

特派服务团”，李明军、杨清香、王瑞飞等 3 位同志年度考核优秀。 

(二) 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相关导师积极进行技术转化，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2024 年，李建军教授牵头与新乡博凯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联合共建“金银花深加工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被认定为首批河南省校企

研发中心。李建军教授长期致力于中药材研究，与封丘贾庄金银花合作社

（豫金中药材有限公司）合作，参与新乡市大健康产业科技协同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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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绿色药材分中心工作。李建军教授从事中药材品种选育十多年，参与

研制国家金银花、皂荚、地黄和山药团体标准 6 项、获专利 2 项、主编出

版专著 2 部，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连续多年

获“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扶贫事迹被中央电视台、中国组织人事报、

人民日报、学习强国、河南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 

(三) 文化建设 

为提升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计划的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2024 年度，我院主办了院系特色活动“生科之声”，分享学术、文

化、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及研究成果。为减少和缓解研究生的科研学习压力，

丰富研究生在校的课余生活，学位点积极引导并指导各个年级研究生广泛

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学生思想教育活动和健康向上的校园文体活动，

如“吾辈向未来 拼搏展风采”第十九届研究生排球比赛、“羽你同行，其乐

无穷”河南师范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羽毛球比赛、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第

十届“研究生学术科技文化节”系列活动、生命科学学院“指尖编制 温暖传递”

编织大赛、“花韵生科，灿烂无限”插花活动、,“花韵生科”、“光影生科”

及校“文化沙龙”、硕博论坛、教学技能大赛等活动，充分展示研究生学术

风采和精神风貌，提高研究生综合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