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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建设年度报告（2022 年）

一、总体概况

临床医学学科肇始于原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

系，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项目核心专业。2003 年获批硕

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2009 年获批硕士专业类别，2011

年获批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2018 年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

2020 年获批山东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学科。ESI 全球排

名为 3.90‰。有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

病学、临床检验诊断学、急诊医学、重症医学、麻醉学、肿

瘤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康复医

学与理疗学等二级学科。

本学位点汇聚“中科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国家级人

才 3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 人、“泰山学者”

等省级重点人才 28 人。成功创建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与 2 所高校建立博士后培养战略合作关系。

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 个和省级各类临床重点专科 29

个。本学位点培育出美国科学院院士孟祥金、全军首批人才

工程项目“学科拔尖人才”赵景民等一大批优秀校友，同时

我校教师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希望小屋”儿童身心健康关爱

志愿服务团队获中宣部表彰。

（一）学科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均衡，科研平台实力雄厚，实践教学

水平高。依托医院区域医疗中心优势，布局医学发展前沿，

建设临床科研重要基地。发挥医学专业特长，聚焦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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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治能力提升。内科学在国内率先系统全面地开展肺损

伤 ARDS 的机制与中西医防治研究。外科学在省内首先成立

3D 打印医学研究所，主要研究外科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规律、

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手术技能及术前术后的处理。康复

医学与理疗学开展组织工程技术结合康复疗法修复神经损

伤及机制研究。妇产科学在省内率先开展弓形虫与不良妊

娠结局的机制研究。肿瘤学的早癌筛查与诊疗体系建立为

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和全国首批消化道肿瘤

MDT（多学科诊疗）试点单位，在全球首先建立原位肺癌模

型。

现有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134 名，生师比 1.1:1。

2022 年培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17 名，其中 1 名获得山东

省研究生优秀硕士学位论文，3 名获得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成

果奖及创新成果奖。

（二）研究生招生情况

在微信公共平台、滨医研究生微信公共平台推出 2022

年硕士学位授权专业推介，成功举行 4 次研究生招生宣传直

播活动。

2022年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181名，

录取 52 名，其中一志愿考生 7 名，录取占比 13.46%；一志

愿上线人数 9 名，一志愿上线录取率为 77.78%。

从生源结构看，校内升学 13 名，录取占比 25%，校外升

学 39 名，录取占比 75%；省内考生 21 名，占比 40.38%，省

外考生 31 名，占比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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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就业情况

在校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143 名，研究生留学生 8 名。

毕业 18 名，学位授予 18 名。就业升学率 100%，升学率 5.56%，

主要就读于青岛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四）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2 年续聘及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134 名，兼

职博士生导师 11 名，硕士生导师中博士 114 名，硕士及以

上占比 98.51%，高级职称 128 名，占比 95.52%；平均年龄

45.56 岁，45 岁以下青年硕士生导师占比 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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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根据《滨州医学院研究生教育校院（系）两级管理暂行

办法》，学院副书记作为研究生辅导员负责本单位研究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明确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职责至关重要，导师应将对研

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为首要责任，帮助研究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期开展导师培训，提升

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和育人水平。组织“研究生导师与

研究生一对一谈心谈话”。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员和学生干部

的模范带头作用，多次组织班干部与班干部、班干部与学生、

教师与班干部、教师与学生、党员与学生等谈心谈话活动，

通过互助互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发挥学习强国等平台“助推器”作用，加强理论阐释和

研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引导研究生知

专业技术
职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

人数

硕士
导师
人数

兼职博导
人数人数

合计
25 岁及
以下

26 至
35 岁

36 至
45 岁

46 至
59 岁

60 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72 0 2 18 50 2 57 13 0 72 10

副高级 56 0 5 46 5 0 51 5 0 56 1

中级 6 0 1 5 0 0 6 0 0 6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34 0 8 69 55 2 114 18 0 134 11

表 1 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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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爱党、知史爱国。

直属附院党委获批第二批“全省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

育创建单位。

（三）校园文化建设

为加强研究生学术文化建设，举办第十一届研究生学术

文化节，组织研究生积极参加壁报展示“传承五四薪火，谱

写青春华章’、五四精神英语演讲比赛、“书学子之风华，

谱时代之序章”研究生书法绘画摄影比赛、“读书不觉春已

深 一寸光阴一寸金”读书分享会、“星级文明宿舍评选”

等系列活动。在各类竞赛中，获省级奖项 4 项。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防治要求，组织研究生进行健康上

报，做好山东省疫情防控平台数据更新工作。深入扎实做好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六个一”相关工作。定期组织召开“常

态化疫情防控形势教育主题班会”和“宿舍消防安全教育主

题班会”。协调处置有关突发事件。完成研究生入院教育、

岗前培训、线上安全教育等培训。

2022 年 3 名同学获省级优秀毕业生，6 名同学获校级优

秀毕业生。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和学校办学定位，适应地方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学校

总体规划为先导，不断完善学科课程建设规划和具体课程的

建设规划。强化教改立项与课程建设的有机结合，建立有效

的激励机制。

（二）导师选拔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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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及管理办法》，实行分类遴

选、考核评价和动态调整机制。2022 年续聘及新增学术学位

研究生导师 134 名。

建立健全导师培训、交流制度，院级及以上师资培训参

与率达 100%，组织导师参加北京大学、2022—2023 学年研

究生导师培训工作会议、全国医学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讨

班等培训 6 次。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山东省“树师德 正师风”

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要求，学校开展“树师德正师风”专

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方案，把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专项活动，全面提升我校教师队

伍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建设水平。直属附院呼吸与危重

症科、诊断学教研室荣获学校师德先进集体，朱淑霞主任医

师荣获学校师德标兵荣誉称号。

（三）学术训练及交流情况

2022 年研究生共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 58 篇。研究

生荣获山东省学术学位研究生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 3项，

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

2022 年，学术学位研究生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 23 人

次，其中参加国家级会议 20 人次，省级会议 3 人次；会议

发言 4 人次，壁报展示 14 人次，其他交流形式 5 人次。

（四）研究生奖助情况

建立研究生奖助学体系，覆盖面广，为研究生安心从事

学习、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物质保障。奖助学金评选遵循“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保评选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2022 年度，共计发放奖助学金 160.2 万元，奖助研究生

262 名，其中 5 名获得国家奖学金，5 名获得校长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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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名获得学业奖学金，奖助学金覆盖率 100%。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紧跟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深入学习《研究

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等文件。以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为主线，以育人理念更新为先导，以激励评价机制为

驱动，以培训竞赛示范为抓手，全面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

发展，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坚

实保障。

培养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坚持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体要求一是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的科学学风，积极为国家

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二是对相关领域人类健康、疾病及其

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较深刻的科学认识。三是在整体掌握医

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研究现状、发

展方向和趋势的基础上，深入、熟练的掌握学科的基本理论

体系、前沿科学主题和重要技术方法。四是受到严谨规范的

学术研究训练，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科学态度，掌握一门

外语，具有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及一定的交流、

写作能力；具有发展成为高层次学术人才的潜力。

（二）教师队伍建设

学科拥有专任教师 190 名，硕士生导师 80 名，兼职博

士生导师 12 名，国外学习经历占比 24.21%。专任教师中国

家级学会常务理事等 26 人次，省级学会副主委以上 124 人

次。

专任教师中博士 138 名，硕士及以上占比 98.95%，非本

校最高学位占比 97.89%；高级职称 173 名，占比 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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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43.21 岁，45 岁以下青年专任教师占比 67.37%。

（三）科学研究

承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90 余项，纵向科研课题 50余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课题 6 项（完成 4 项，

在研 2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23 项（完成 13 项，在研 10

项），到账总经费达 1965.27 万元；承担横向科研课题 40

余项，到账总经费达 2332.93 万元。师均科研经费达 10.34

万元。

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 5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00 余篇，包括发表在 Mayo Clinic Proceedings、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Rheumatolog 等本专业主要

刊物上。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1 项。实现专利转化 7 次。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

发展，讲好中国故事山东篇章和滨医精神。精选一批代表山

东蓝黄两域、贯通百年史海的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

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红色话剧《烽火地下医院》公演等活

动，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成功获批山东省红色文化传

承示范校。

（五）国际合作交流

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营造研

究生崇尚学术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拓

宽学术视野，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制定《滨州医学院研究

生学术活动支持计划》《滨州医学院研究生国际访学支持计

划》等，激励全校全日制研究生积极参与国内外顶尖水平的

国际学术会议及全国性学术交流活动。

教师队伍中 2 人入选山东省公派留学项目，其中 1 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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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国访学；选派 1名业务骨干参加耶鲁大学线上项目培训。

（六）社会服务

直属附院坚持使命担当，新冠病毒感染由防转治扎实推

进。坚持高质量发展，医疗服务工作成效显著。直属附院健

康管理中心喜获“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先进集体”，脊柱外

科荣获“山东省卫生健康先进集体”，肿瘤中心被授予“中

国肿瘤营养基层 500 强”，临床心理科获批中华医学会“心

身医学整合诊疗中心”。以“三规范三提升三满意”改善服

务活动和“烟台市 2022 年秋冬季服务群众健康行”为抓手，

通过礼仪培训、角色互换等方式，就诊服务持续改善，患者

满意度不断提升。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及问题分析

学科建设管理逐步完善，学科特色和优势逐步彰显。但

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学科整体实力不强，特色优势不足。

二是高水平科研成果数量少，高水平科研平台有待构建。

三是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青年拔尖后备人才不足，高水

平创新团队建设亟待加强。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学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院（系）成立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加强对学位授予的管理。学校对硕士学位论文统一进

行学术不端检测、预答辩、外审、答辩、答辩后复审、学位

授予全过程管理。本年度省学位办对我校授予硕士学位人员

的学位论文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 100%。

六、改进措施

学科查找不足，在夯实既有基础上，继续深化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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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改革，并做好以下工作：

强化学科特色优势。一是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结合国家

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和重点，注重学科

的内涵式发展。二是挖掘学科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

面的独特价值，形成具有辨识度的学科特色。不断加强学科

特色建设。

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强化有组织科研。一是加强科研团

队建设，鼓励支持学科带头人组建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开展

前沿科研项目和科学研究；二是完善科研成果激励机制，对

在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团队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激

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加强学科带头人引进，强化青年拔尖人才培养。一是完

善学科带头人选拔机制，通过校内遴选、校外招聘等方式，

选拔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学科带

头人。二是加大对青年教师的科研启动经费支持，鼓励其开

展前沿性、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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