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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2904)

制定：陈兆学 审核：崔海坡 审批：张华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人文修养及科学素养，掌握扎实的自

然科学与医学影像技术基础知识，具备较强的医、理、工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技

能，同时具有较好的团队精神、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能在医学影像技术相关领域

或机构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医学影像学检查以及医学成像设备的技术支持、制造、

管理、研发、安装、运行、维护、操作、营销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和

应用人才。

具体目标：

(1)具有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基础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知识；

(2)具有实践创新能力；

(3)遵守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

(4)具有优秀的团队精神和国际视野，能够不断学习以适应发展。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满足：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计算机、电子电工等方面的基本

理论；系统掌握常用医学影像设备的基本原理、结构及其操作和维修技能，具备初

步的科学研究能力和一定的分析和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必要的医学基

础知识，具备较强的智能医学影像处理与分析能力、医学影像设备操作和维护能力

以及放射治疗和防护技能等医、理、工综合素质；具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能

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相关文献；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掌握基本的人

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体要求如下：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物理、计算机、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医学影

像技术领域中医疗卫生服务、医学影像学检查、医学成像设备研发、操作及应用的

复杂工程及相关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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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物理、计算机和医学基础知识，并通过文献研究，

提炼、表达、分析医学影像技术问题，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针对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应用医学影像技术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医用器械或关键部件，开发解决方案，并能够在设计

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通过设计实验、分析数据

及信息综合解决复杂医学影像技术问题，并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在解决复杂医学影像技术问题过程中，能够开发或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

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医学影像技术实

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

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医学影像技术问题的工程实践对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医学影像技术实践中

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

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医学影像技术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

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说明书、陈述发言、清晰表达。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够在多学科环境

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自主了解医学影像技术领域的最新理论、技术和国际前沿动态，适应个人或职业发

展的要求。

13.价值观：具有健全人格和优秀的团队精神，具有以国际视野不断学习适应发

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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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 164学分方能毕业。

三、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专业知识

培养目标 2
实践创新

培养目标 3
医学伦理观

培养目标 4
团队合作和视野

1.工程知识 ● ●

2.问题分析 ● ●
3.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
● ●

4.研究 ● ● ●

5.使用现代工具 ● ●

6.工程与社会 ●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
● ● ●

8.职业规范 ● ● ●

9.个人和团队 ● ●

10.沟通 ● ●

11.项目管理 ● ● ●

12.终身学习 ●

13.价值观 ● ●

四、主干课程

(1)核心课程：智能医学影像处理、X 线与 CT成像设备学、磁共振与核医学成

像设备学、放射线治疗设备和医用超声成像技术。

(2)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化学。

(3)实践课程(包括集中性实践环节)：金工实习、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医学影像

检查技术实践、科研与工程基础训练、综合实践、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4)工程基础课程：工程制图、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积分

变换、电工与电子学、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自动控制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程序

设计及实践、医学影像解剖学、医学伦理与人文、医学影像物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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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结构及要求

(一)学分结构

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理论课
必修 28.0 17.1%

选修 13.0 7.93%

实践课
必修 3.5 2.13%

选修 4.0 2.43%

学科基础课程

理论课
必修 48.0 29.3%

选修 0.0 0.00%

实践课
必修 18.5 11.2%

选修 0.0 0.00%

专业课程

理论课
必修 15.0 9.15%

选修 9.0 5.49%

实践课
必修 22.5 13.7%

选修 0.5 0.30%

任选课程 — 选修 2.0 1.22%

总学分 164.0 100%

(二)学分要求

课程组 学分 占比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19.0 11.6%

集中性实践环节 29.0 17.7%

实践课程 22.5 13.7%

工程基础课程 56.0 34.1%

劳动教育课程 32学时 -

美育课程 2.0 1.22%

创新创业课程 4.0 2.43%

注：集中性实践环节指以周为单位的集中实施实践教学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见习、实习、毕

业设计、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

六、学制与学位

基本学制四年，按照学分制管理，实行弹性学习年限(最长六年)。

授予 理学 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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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共 164学分)

(一)通识教育课程

学生应在通识教育课程中修满 48.5学分。

(二)学科基础课程

(1)大类基础理论(最低要求 24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1080 无机化学 3.0 48 48 0 考试 一/1

22000210 高等数学 A(1) 6.0 96 96 0 考试 一/1

17002820 工程学导论(3组) 1.0 16 16 0 考查 一/1

14003060 工程制图(1) 2.0 32 32 0 考试 一/1

22000220 高等数学 A(2) 6.0 96 96 0 考试 一/2

22000071 大学物理 B 4.0 64 64 0 考试 一/2

22000622 线性代数 B 2.0 32 32 0 考试 一/2

(2)大类基础实践(最低要求 2.5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100160 无机化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一/1

34100012 金工实习 B 2.0 2周 0 2周 考查 一/2(短 1)

(3)专业基础理论(最低要求 24.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2200017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B 3.0 48 48 0 考试 二/1

2200014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A 3.0 48 48 0 考查 二/1

12002090 电工与电子学 4.0 64 64 0 考试 二/1

19003759 医学伦理与人文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57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B 3.0 48 48 0 考查 二/2

19003760 自动控制原理 C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48 数字信号处理 C 3.0 48 32 16 考查 三/1

19001321 医学影像物理学 B 3.0 48 48 0 考查 三/1

19003755 专业英语(双语) 1.0 16 16 0 考查 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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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基础实践(最低要求 16.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2101040 电工与电子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1

12100710 程序设计课程设计(C) 2.0 2周 0 2周 考查 二/1(短 2)

1910325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 B实验
1.0 32 0 32 考查 二/2

19103255 自控原理 C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2

19103260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

实践
6.0 6周 0 192 考查 四/1

19103257 综合实践(1) 3.0 12周 0 96 考查 四/1

19103260 综合实践(2) 3.0 12周 0 96 考查 四/2

(三)专业课程(最低要求 47.0学分)

(1)核心课程(最低要求 13.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9003761 智能医学影像处理 3.0 48 32 16 考查 三/1

19000201 放射线治疗设备 A 2.0 32 24 8 考查 三/1

19003756 X 线与 CT 成像设

备学
3.0 48 48 0 考试 三/2

19000120 磁共振与核医学成

像设备学
3.0 48 48 0 考试 三/2

19003742 医用超声成像技术 2.0 32 32 0 考查 三/1

(2)选修模块 1(最低要求 3.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9003752 临床医学概论 C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51 人体生理学 A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49 人体解剖学 A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43 医学影像诊断学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44 卫生统计学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50 疾病学基础 1.0 16 16 0 考查 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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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模块 2(最低要求 3.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9003745 Python程序设计 B 2.0 32 32 0 考查 三/1

19000080 X 线机机械设计及

结构
2.0 32 32 0 考查 三/1

19000191 放射测量与防护 B 2.0 32 32 0 考查 三/1

19002290 PACS系统 2.0 32 32 0 考查 三/1

19003746 医学影像检查风险

管理
1.0 16 16 0 考查 三/2

(4)选修模块 3(最低要求 3.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9003747 医学影像新技术(双语) 2.0 32 24 8 考查 三/2

19003753 X 线相衬成像技术

与应用
1.0 16 16 0 考查 三/2

19003754 红外和太赫兹成像

技术与应用
1.0 16 16 0 考查 三/2

19003758 便携式超声成像技

术与应用
1.0 16 16 0 考查 三/2

(5)实践必修(最低要求 22.5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9103251 智能医学影像处理

课程设计
1.0 1周 0 1周 考查 四/1(短 6)

19103100 X线机实验 A 1.0 32 0 32 考查 三/2

19103090 X线 CT实验 A 1.0 32 0 32 考查 三/2

19100670 磁共振成像系列实验 1.0 32 0 32 考查 三/2

19102150 医学成像设备学课

程设计
1.0 1周 0 1周 考查 三/2(短 5)

19101760 放射治疗设备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1

19103070 B超实验 A 1.0 32 0 32 考查 三/1

19100231 生产实习 B 2.0 64 0 64 考查 四/2

19103252 科研与工程基础训练 4.0 14周 0 14周 考查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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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学时

实验(践)
学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读

学年学期

19103060 毕业设计 10.0 14周 0 14周 考查 四/2

(6)实践选修(最低要求 0.5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践)学
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

读学年

学期

19101670 临床医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2

19101230 人体解剖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2

19101660 人体生理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2

19103253 医学影像诊断学

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1

19103259 卫生统计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2

(7)本研贯通(最低要求 2.0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验

(践)学
时

考核

方式

建议修

读学年

学期

19001290 医学影像解剖学

(本研) 2.0 32 32 0 考查 二/2

(四)任选课程(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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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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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体系拓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