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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医学工程(2911)

制定：朱志刚 审核：崔海坡 审批：张华

一、培养目标

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深入

和完善，现代医学模式正逐步向更高层次的“智能医学”阶段过渡。智能医学工程是

以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融合先进的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

等前沿技术，以智能技术服务临床健康需求为出发点，以医工交叉为牵引，培养医

工知识融合的新工科人才。本专业重点围绕医学智能感知及健康管理、智能可穿戴

医用设备、智能体外诊断技术等领域开展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学生的主要去

向为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等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岗位。

具体目标：

(1)具有宽厚的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基础和前沿技术领域的

知识；

(2)具有综合应用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知识、使用现代工程技术工具的能力，分析

解决关于智能感知及健康管理、智能可穿戴医用设备、智能体外诊断技术等方面工

程和科学问题的能力，具有实践创新能力；

(3)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人文素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优秀的团队精神、

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培养具有医、理、工学科交叉融合思维的学生，毕业生应掌握扎实的基

础理论知识，在医学、化学、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人机接口方向具有良好的训

练，满足精密医疗设备、智能诊疗、临床实践、数据分析等领域的用人需求。学生

需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 164学分方能毕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将医学、化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医学的

复杂和交叉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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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智能医学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智能医学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

需求的智能感知、可穿戴设备、体外试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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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能医学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

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智能感知得到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智能医学工程问题，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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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智能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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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基于智能医学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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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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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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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或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

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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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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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体系完备

培养目标 2：工程

应用能力

培养目标 3：健全人格和

团队合作

1.工程知识 ●

2.问题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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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知识

体系完备

培养目标 2：工程

应用能力

培养目标 3：健全人格和

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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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主干课程

(1)核心课程：医用生物化学、人体生理学、临床医学概论、医学免疫学与检验、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号分析与处理、微机原理及应用、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人工智能技术、医学图像处理、智能医学传感技术、

柔性电子与可穿戴技术等。

(2)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高等数学、无机化学、大学物理、线性代数。

(3)实践课程(包括集中性实践环节)：电子线路 PCB设计、智能医学工程训练、

医院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4)工程基础课程(工科专业)：工程制图、金工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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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98%

选修 21 12.80%

实践课 必修 5.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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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课程类型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选修 4 2.44%

学科基础课程
理论课 必修 54 32.93%

实践课 必修 10 6.10%

专业课程
理论课

必修 25 15.24%

选修 4 2.44%

实践课 必修 19.5 11.90%

任选课程 — 选修 3 1.83%

总学分 164 100%

(二)学分要求

课程组 学分 占比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21 12.80%

集中性实践环节 15 9.15%

实践课程 40 24.39%

工程基础课程 66 40.24%

劳动教育课程 32学时 -

美育课程 2 1.22%

创新创业课程 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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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学 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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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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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基础课程(64学分)

(1)大类基础理论-(2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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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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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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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220 高等数学 A(2) 6.0 96 96 0 考试 一/2

22000622 线性代数 B 2.0 32 32 0 考试 一/2

22000071 大学物理 B 4.0 64 64 0 考试 一/2

(2)大类基础实践-(2.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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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学分) 最低要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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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690 医学统计与应用 3.0 48 48 0 考查 二/1

19000490 人体解剖学 3.0 48 48 0 考查 二/1

19003684 医用生物化学 3.0 48 48 0 考查 二/1

19003340 数据结构与算法 2.0 32 32 0 考查 二/1

12002050 电路原理 4.0 64 64 0 考试 二/1

12002060 模拟电子技术 3.0 48 48 0 考试 二/2

12002070 数字电子技术 3.0 48 48 0 考试 二/2

19000500 人体生理学 3.0 48 48 0 考查 二/2

19003773 计算机网络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1702 自动控制原理 B 2.0 32 32 0 考查 二/2

19003719 Python 程序设计与

应用
2.0 32 32 0 考查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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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基础实践(7.5学分) 最低要求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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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0040 大学物理实验(1) 0.5 16 0 16 考查 二/1

12101000 电路原理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1

19101230 人体解剖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1

19101210 数据结构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1

19103262 电子线路 PCB设计 1.0 1周 0 1周 考查 二/2(短3)

19100520 医院实习 B 1.0 1周 0 1周 考查 二/2(短3)

19103200 医用生物化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1

19101660 人体生理学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2

12101020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0.5 18 0 18 考查 二/2

12101010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0.5 18 0 18 考查 二/2

19100610 自控原理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二/2

19103217 Python 程序设计与

应用实验
1.0 32 0 32 考查 二/2

(三)专业课程(48.5学分)

(1)核心课程(最低要求 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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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766 信号分析与处理 3.0 48 48 0 考查 三/1

19000560 生物医用工程材料 2.0 32 32 0 考查 三/1

19003721 智能医学传感技术 2.0 32 32 0 考查 三/1

19000912 微机原理及应用 B 3.0 48 48 0 考试 三/1

19003686 柔性电子与可穿戴

技术
3.0 48 48 0 考查 三/1

19001161 医学图像处理 A 3.0 48 48 0 考查 三/1

19000402 临床医学概论 B 3.0 48 48 0 考查 三/2

19003688 医学免疫学与检验 3.0 48 48 0 考查 三/2

19003770 人工智能技术 3.0 48 48 0 考查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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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修模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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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689 智能体外诊断技术 2.0 32 32 0 考查 四/1

19003692 药物缓释系统 2.0 32 32 0 考查 四/1

19003687 生物材料评价 2.0 32 32 0 考查 四/1

(3)选修模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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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767 智能机器人 2.0 32 32 0 考查 四/1

19003769 神经网络(双语) 2.0 32 32 0 考查 四/1

19003768 统计学习 2.0 32 32 0 考查 四/1

(4)实践必修(最低要求 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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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3264 信号分析与处理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1

19103218 智能医学传感技

术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1

19102560 微机原理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1

19103234 工程创新与实践 2.0 2周 0 2周 考查 三/1(短4)

19103201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2

19103263 人工智能技术实验 0.5 16 0 16 考查 三/2

19103202 智能医学工程训练I 2.0 2周 0 2周 考查 三/2(短5)

19103203 智能医学工程训练II 2.0 2周 0 2周 考查 四/1(短6)

19100230 生产实习 A 1.0 32 0 32 考查 四/1

19103060 毕业设计 10.0 14周 0 14周 考查 四/2

(四)任选课程(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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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关系矩阵

课程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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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可持

续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与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

与管理

12 终身

学习

形势与政策(Ⅰ)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思想道德与法治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Ⅱ)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

军训 ●

军事理论 ●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 ●

体育类课程 ● ●

大学英语(1) ●

大学英语(2) ●

交互实用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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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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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可持

续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与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

与管理

12 终身

学习

交互综合英语 ●

学术英语读写 ●

学术英语听说 ●

跨文化交际 ●

高级汉语听说Ⅰ ●

高级汉语读写Ⅰ ●

高级汉语听说Ⅱ ●

高级汉语读写Ⅱ ●

Python程序设计 ● ●

程序设计及实践(C) ● ●

程序设计及实践(JAVA) ● ●

信息系统与数据库技

术及实践
● ●

数据科学通识导论 ● ●

计算机网络技术 ● ●

创新创业大作业 ● ● ●

其他创新思维与创业实践 ● ●

“四史”教育专题课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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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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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可持

续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与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

与管理

12 终身

学习

科学与工程伦理 ● ●

其他科学探索与持续发展 ● ●

工程学导论(3组) ● ● ●

工程制图(1) ●

无机化学 ●

高等数学 A(1) ●

高等数学 A(2) ●

线性代数 B ●

大学物理 B ●

无机化学实验 ● ●

金工实习 B ● ● ●

医学统计与应用 ● ●

人体解剖学 ● ●

医用生物化学 ●

数据结构与算法 ● ●

电路原理 ● ● ●

模拟电子技术 ● ● ●

数字电子技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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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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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可持

续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与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

与管理

12 终身

学习

人体生理学 ●

计算机网络 ● ●

自动控制原理 B ● ● ●

Python程序设计与应用 ● ● ● ●

大学物理实验(1) ● ●

电路原理实验 ●

人体解剖学实验 ● ●

数据结构实验 ● ● ●

工程创新与实践 ● ● ●

医用生物化学实验 ● ●

人体生理学实验 ● ●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 ● ●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 ● ● ●

自控原理实验 ● ● ●

Python程序设计与应用实验 ● ● ● ●

信号分析与处理 ● ● ●

生物医用工程材料 ● ● ●

智能医学传感技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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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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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可持

续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与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

与管理

12 终身

学习

微机原理及应用 ● ● ● ●

柔性电子与可穿戴技术 ● ● ●

医学图像处理 A ● ● ●

临床医学概论 B ● ●

医学免疫学与检验 ● ●

人工智能技术 ● ● ●

信号分析与处理实验 ● ● ●

智能医学传感技术实验 ● ● ●

微机原理实验 ● ● ● ●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 ● ●

人工智能技术实验 ● ● ●

生物材料评价 ● ● ● ●

药物缓释系统 ● ● ● ●

智能体外诊断技术 ● ● ●

智能机器人 ● ● ●

统计学习 ● ● ●

神经网络(双语) ● ● ●

电子线路 PCB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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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生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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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可持

续发展

8 职业

规范

9 个人

与团队
10 沟通

11 项目

与管理

12 终身

学习

智能医学工程训练 I ● ● ●

智能医学工程训练 II ● ● ●

医院实习 B ● ● ● ●

生产实习 A ● ● ● ●

毕业设计 ● ● ● ● ● ● ● ● ●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 ● ●

全球视野与文明对话 ● ●

科学探索与持续发展 ● ●

任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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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体系拓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