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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科始建于 1919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1954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培养研究生，1978 年建立全国第

一家分子生物学研究所，1986年起开始招收培养博士生。汇

聚了包括李继侗、殷宏章、萧采瑜、崔澂、饶子和、曹雪涛

等名家大师，培养了以殷宏章院士、娄成后院士、匡廷云院

士、钱前院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以国际化手段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前沿意识。

学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突出“卓越，国际化”战略，

已与多所国外大学建有稳定协作关系，推动各项工作迈上内

涵式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2.学科建设情况 

南开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于 2000年 12月获批成为国家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微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

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材料与

组织工程共 7个二级学科。在昆虫物种多样性与进化、植物

生理学、微生物学等学科方向具有深厚积淀和传统优势，在

感染免疫、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科学和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等领域聚集优势资源，打造新的增长点，积极推进依托泰达

学院的“分子微生物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微生

物功能基因组与检测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天津市



 

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病原体进化机制及致

病机理研究创新引智基地”和“天津市病原菌生物学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五个科研教学基地的建设，形成了传统、新兴、

交叉协同发展的学科动态。2022年是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生物学科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取

得历史性进步，学科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 

3.学生情况 

学位点设有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后、博

士、硕士、学士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权。目前在

籍学生 1353 人，其中本科生 475 人，硕士研究生 471 人，

博士生 407人。 

本学位点构建精准吸引和选拔优秀人才的招生方式，顺

利完成了每学年硕博研究生推免、硕士生统考的初试与复

试、博士生硕博连读和申请考核制等招生相关工作。每年招

收约 100名硕士研究生，约 90名博士研究生。率先实施“本

博贯通式”培养和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积极拓宽招

生宣传的渠道和维度，通过开展夏令营、招生宣传直播等方

式极大增强了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度。来自“双一流”高校

和学科的推免研究生比例逐年提高，近年已达到 70%。硕士

统考生的考录比大于 10:1,录取考生在各高校专业排名中名

列前茅。每年约 90 名硕士研究生、70 名博士研究生毕业并

获得学位。 



 

4.导师情况 

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113人，均为博士学位获得者。专

任教师队伍中，现有博士生导师 89人，硕士生导师 112人；

两院院士 2人、国家级领军人才 24人，国家四青人才 14人，

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 15 人，天津市杰

出人才 l人，天津市 131创新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5人，南开

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入选者 11 人，形成

了一支实力强、水平高、学科齐全、结构合理的学术队伍。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学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学位点坚持党的领导，紧紧

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开展“迎盛会、

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300

余次，实现师生全覆盖。一是以迎庆二十大为主线，以党建

交流沙龙、理论宣讲、党员先锋岗等多种形式，加强党团班

一体化组织建设和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举办两期党校、

一期团校。培育学校样板学生支部 3个，两支部获评学校研

究生红旗党支部与本科生先进党支部。两个项目获评学校党

建创新百项工程优秀项目。着力对标争先，在“标杆院系”

建设周期内，新增 1个党支部入选“样板支部”，以点带面

强化组织力提升。二是举办“坚守学术诚信，弘扬优良学风”

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7场。开展南开生物学科百年庆系列文化

活动、“光影之间生命之美”摄影大赛等。推荐 4支创新创



 

业队伍参加省级、国家级赛事，其中“‘奇府’——干细胞

仿生赋能系统”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

赛中取得银奖。对标学生成长需求，完善奖助体系和荣誉体

系，发挥奖助育人实效，专门针对毕业年级及超出基本修业

年限研究生设立潍坊奥丰奖学金。三是深入推进“五育融

合”。以学风建设引领“智育”，将传统文化、学科特色与

“美育”结合，打造生科的美育模式。将“德育”与“体育”

相结合，组织“弘扬冬奥文化筑梦冰雪未来”系列活动。在

五四青年节举办打扫实验楼集体劳动，提升学生劳动奉献精

神。开展丰富的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学院获评

2022年南开大学社会实践优秀指导单位，赴甘肃社会实践团

队获评 2022年全国“三下乡”优秀社会实践团队，9支实践

队伍获校级十佳团队、优秀团队。志愿者在抗击疫情、助力

乡村振兴、服务社会等多方面践行青年担当。“向阳计划”

志愿服务队入选 2022年全国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示范团队，

“自然卫士”助力乡村振兴项目获评“天津市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自然博物社获评天津市实践活动先进集体等荣誉。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优化培养体系，保障培养质量。加强课程建设，严格履

行院领导和督导组双重听课督课制度，有 1门课程入选学校

研究生教学案例建设项目；坚持检查关口前移，切实发挥资

格考试、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



 

完善分流机制。获评天津市优秀专业学位指导教师 2人，获

评南开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获评天津市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 1篇、南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篇、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 7篇。 

重视导师培训工作，有计划地建立有学科特色的导师培

训体系，在师德师风、导学关系、科研能力、培养方案、学

术交流等角度对导师进行全方位培训。 

坚持创新引领，强化学术交流与创新能力培养项目。11

名研究生申请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4 名研究生

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资助，7 个由博士生主导的学术

会议获得学院资助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灵活开展。 

加强专业学位建设，获批生物与医药专业博士学位授权

点。紧贴国家导向和行业发展需要，推进“产、教、研”融

合育人，快速推进研究生教育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方

向转变。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人才培养 

深化招生制度改革。改革完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严格管理的招生制度体系建设，探索全面考核学生

思想政治水平、综合素质、科研潜质的招生考核方式。以提

高人才选拔质量为目标，拓宽招生宣传的渠道和维度，举办

夏令营、直播宣讲等。开创性地推行“本-博贯通式”项目，



 

提高学生对于生物学科长周期科研工作的兴趣、对于基础学

科继续深造的认可度，构建衔接选拔培养体系，从学制、课

程、导师、经费、管理等多个层面提升连贯性和系统性，搭

建一流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平台。 

2.教师队伍建设 

根据生物学科的发展现状，聚焦微生物与免疫生物学、

生物多样性与演化、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生物材料与组织工

程、脑科学 5个学科方向。引进 3人，其中特聘研究员 1人。

4人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招收博士后 18人（其中全职在站

博士后 12 人，联合招收博士后 6 人），目前全职在站博士

后达到 47 人。师资博士后极大充实了学科的科研队伍，在

促进和提升课题组开展科研工作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3.科学研究 

学位点全年新增纵向项目 72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3项，

总批准经费 7265.96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收期内

共申报项目 94项，34项获得资助，资助率 36.17%。其中，

重点项目 5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项，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 2 项，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13

项，青年项目 12 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3 项。

发表 SCI论文 200余篇，在植物光合作用、欧亚大陆中低纬

度半水生昆虫分布、类脑智能研究、低氧微环境调控肿瘤细



 

胞应答、一氧化氮调控人工血管组织再生、人工智能辅助研

制新冠病毒中和抗体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学位点全年新增横向项目 29项，合同总经费 4579.20万

元，单项合同金额>=200万元的有 6项。完成成果转化 2项，

合同经费合计 220万元。申请专利 20项，授权专利 34项。

新增“中国生物-南开大学联合研发中心”、“南开大学-刷新传

感联合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天泽福瑞联合研究中心”三个

校企合作平台，进一步强化校企衔接、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

获天津市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天津市优秀科技

工作者”称号 1人。 

4.国际合作交流 

传承学院品牌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学术交流质量，成功

举办 12 场“百年南开之生命讲坛”系列讲座，邀请包括国

际学术专家、院士、国家杰青获得者在内的 12 位专家学者

线上进行合作交流。成功举办“琢膜成器”线上论坛 10期、

科爱MitochondrialCommunications系列讲座 10期。 

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的方式方法，加

强与境外高水平大学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举办线上外籍

学术交流活动 20余次，邀请国际学术专家做系列讲座 20余

次。拍摄并制作生命科学学院英文版宣传视频。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南开大学生物学科是南开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至今已

有近百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是我国生命科学教学科研和人

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生物学科

是国家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建有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入选天津市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拥

有微生物学、动物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和植物学国家重点建

设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中位列 A，在 ESI排

名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2015年）、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2018 年）、植物与动物学（2019 年）、微生物学（2021

年）位列世界顶尖行列（前 1%）。 

加强生物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是生物学持续、快速

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强建设一流的共享研究平台、以国家需

要、国家利益为导向，加强多种形式并重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推动生物学科的快速发展。 

学位论文抽检全部合格。 

六、改进措施 

紧贴国家导向和行业发展需要，推动生物学科博士点建

设，加强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学科研究成果的转

化应用，以此带动推进研究生教育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的方向转变。同时，定期组织教师培训和教学研讨活动，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育教学改革能力。立足国家前沿，服

务国家战略，推动交叉学科发展，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的科



 

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认真培育现有人才和科研团队，聚

焦微生物与免疫生物学、生物多样性与衍化、细胞与发育生

物学、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和脑科学等五个学科方向，优化

科研平台建设，重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化国际交流与

合作，力争产出世界一流的原创性标志性成果，努力建设生

物学科人才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