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生物技术专业）

1 概述

生物技术是以现代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应用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结合化学、物理学、数学和信息学

等学科的科学原理，按照应用要求预先设计改造和利用生物体（做生物、动植物）的科学技术。生物技

术是一门综合的、交叉性的学科，恻重于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开发，主要任务是为新兴生物技术产业

提供人才、技术、产品和服务。

生物技术是全球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之一，也是 21 世纪的主导技术之一。生物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传

统生物技本和现代生物技术两个阶段，前者以做生物主酵技术为核心，后者以重组 DNA 技术为基本手段。

按其应用领域现代生物技术被依次划分为。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海洋生物技本

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组学、系统生物学、告成生物学、干细胞、脑科学、生物信息学等生命科学

前沿的发展，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争相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在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健康、

环境、粮食、贵醺、能掠等诸多难题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生物技术是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

优先发展前沿技术，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正在崛起的主导性产业，已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租新

的经济增长点，将成为我国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实现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领域，将为

国家经济转型和生态主明型社会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在生命科学与技术体系中，生物技术是一门承上启下的学科／专业，上接生物科学、下连生物工程，

是将基础理论成果转化为具有应用价值的技术和产品的枢纽与桥梁。生物技术专业的恃点是交叉性、前沿

性、实践性和新颖性。交叉性不仅体现在生物学科内部的交叉，而且需要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化学、

物理学、数学）和新虫学科（计算机科学、信息学）交融，前沿性则表现为生物技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生物技术产品是生命科学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实践性反映生物技术专业属于实验性学科的基本特

征，实验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是本专业可学生的基本要求，新颖性就是生物技术能够创造一些前所未有

的、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

2 适用专业范围

2. 1 专业提代码

生物科学类（0710)

2.2 本标准适用的专业

生物技术（ 071002)

3 培养目标

生物技术专业是以理为主、以工为辅的理工复合型卦学专业。

3.1 专业培葬目标

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德、智、体、圭圭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具有成为高素质人才所具

备的人士社科基础知识和人士悻养，掌握生命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能在教学、科

研、生物技术产业以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3.2 学校制定专业培善目标的要求（新开办专业准入要求）

各高校应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自身办学走位，结合各自专业基础和学科特色，在啡生物技术前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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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区域发展需求、生物产业相关领域的行业特点以及学生来亲发展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系统分析的基础

上，以适应生命科学与技术、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培养需要为目标，细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
准确定位各自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各高校还应根据科技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对人才培养质量与培捍目标的明古度进行定期评
估，建立适时调整专业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机制。

4 培养规格

4.1 学制

4 年。

4. 2 授予学位

根据生物技术本科培养方案主修内容，授予理学学士学位或工学学士学位。
4.3 参考且学时或学分

一般要求总学分 且学分＝课程总学分（不低于 140) ＋实践环节课程［军训＋工程技术技能训练＋认识
实习＋科研训练＋毕业论文（设计）（不低于 25 学分）］总学分不低于 165 学分，但不高于 180 学分，其中

总的实践环节不少于 25 周。各高校根据11•学实际也可对学分与学时进行适当调整。时于各课程的最少学
时数或实验时间，各高校应根据课堂讲授、网上学习、自学等不同学习形式的差别进行规定。

4.4 人才培葬基本要求

4. 4. 1 思想政治和德育方面

按照教育部统一要求执行。
4.4. 2 业务方面

（川军统掌握生命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2）熟练掌握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与酶工程、生化分离与分析等生物科学和技术实验的基
本技能。

( 3 ）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教学、物理学、化学、信息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草握一定的生物工程相关
原理的基础知识。

( 4）熟悉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5）初步掌握生物技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初步具备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生物技术相关问题的
能力。

(6）具备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一定的计算机且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
学习、自我发展能力。

(7）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一定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

（的具有 定的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各高校可根据自身定位和人才培葬目标，结合学科特点、行业和医域特色以及学生发展的需要，在上
述业务要求的基础上，强化或者增加某些方面的知识、能力租素质要求，形成人才培养特色。

4.4.3 体育方面

掌握体育运动的 般知识和基本方法，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
锻炼合格标准。

5 师资队伍

5. 1 师置队伍数量和结构要求｛新开品专业准入要求l

专任教师数量和结构满足本专业教学需要，生师比应不高于 18 1 。

新开办专业至少应有 25 名专任教师，其中至少 6 人从事或攒及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研究；在 120 名学
生基础上，每增阳 20 名学生，须增加 1 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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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悖士学位的比例不低于 850毛。

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不低于 30% 。

35 岁以下专任教师应具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实验技术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5. 2 教师的职业章质要求

具有生物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或相关学科的教育背景，准晴把握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规律，系统

丁解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掌握生物技术发展的最新

动态。

忠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教书盲人，从严执教，为人师表。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总体上能满足

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教学效果较好，学生基本满意。积极委与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积极推

动教师专业发展。熟练地运用现代教学手段，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不断探索更新教学内容及表现形

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重视对教学法的研究，提高授课也平。

积极盎与科学研究，严谨治学，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有较为稳定的科研方向。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

科研促教学成效明显，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

5.3 教师发展环境

各专业应建立基层教学组织，健全教学研讨、老教师传帮带、集体备课和教学难点重点研讨等机制，

井为教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

加强教师专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培养，实施教师上岗资格制度、青年教师助教制度、青年教师任

课试讲制度；确保正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制度，实施青年教师培养叶划，建立高效的青年教师专业

发展机制，使青年教师能够厚快草握教学技能，传承学校优良教学传统。建立健全助教制度，根据课程特

点和学生人数配备适量的助教，协助主讲教师指导实验、批改作业、进行答疑，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与交流以及社会服务等工作。加强教育理念、教

学方法和教学技术培训，提高专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设置教学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促进教学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绩放考评

机制。

6 教学条件

6.1 教学设施要求（新开办专业准入要求）

6. I. I 基本办学条件

生物技术专业的基本办学条件盎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

6. I. 2 生物技术教学实验室

实验室建设及环保要求应符合国家规毡标准。基础课程实验重要达到 定的要求，聘于每个学生拥有

的实验仪器设备数量、专业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固走资产总额、开设实验内窑等，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专业

特色和具体情况有所侧重，但必须符合生物学、化学、生物工程等实验课程和实验室设施规定要求。生物

技术专业实验室必须设有普通生物学、微生物学、呈物化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相关实

验室和基因工程、童白质与酶工程、细胞工程、生物信息学等生物技术专业实验室。固定资产总额应达到

500 万元以上，井随着学科发展及物价水平的变化，适时增加必需的仪器设备及人均实验经费。专业实验

室应根据生物技术专业特点，配备能保证学生单独实验或小组实验完成实验教学大纲规定实验所需的一系

列配套仪器设备。

( I ）生均使用面积不小于 2. 5 平方米。

( 2）照明、通风设施良好，水、电、气管道及网络走线等布局安圭、合理，符合国家规范。实验吉

应耐化学腐蚀，并具有防水和阻燃性能。

( 3 ）实验室淌防安全符合国家标准。应配备防护眼罩，靠配喷淋器和世iJ器，备有急救药箱和常规

药品，具有应急址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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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室压力在器的使用和管理应符合国家标准。

(5）具有符合环惺要求的“三废”收集和处理措施。实验室睡声应低于 55 分贝，具有通风设备的实

验室，噪声应控制在 70 分贝以下。

( 6）化学晶、生物制品、生化试剂的购置、存放和管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6. 1. 3 生物技术教学实验仪器

( 1 ）基本要求

生均占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 5 000 元以上，基础实验仪器设备配备每人 1 套，专业基础实验仪器

设备配置每 2 人 l 套，专业实验仪器设备配置每4～5 人 1 套。

( 2）运行要求

仪器设备完好事应惺证在 95%以上，运行维护费应保证在仪器设备总值的 3%以上。

(3）更新要求

一般情况下，机电设备平均年更新改造串应保证在 8%以上，电于仪器 10%以上，计算机 20%以上。

6. 1. 4 实验教师配备

每名教师（不吉教学辅助人员）同时指导学生实验人数不能坦坦人（实验自然班），并配备必要的

教辅人员。

6. 1. 5 实践基地

(1 ）实习与实训基地

各高校应根据本校生物技＊专业特色和学生的就业去向，与科研院所、学校、行业、企业加强合作，

建立相对稳定、具有特色的实习与实训基地，满足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 2）科技活动基地

建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地，井有一定数量的开展因材施教、开发学生潜能的科技创新项目。

6.2 信息啬谭要求

6. 2. 1 基本信息资醺

通过手册或者网站等形式，提供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各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要求、考核要求，毕业

审核要求等基本教学信息。
6.2. 2 教材旦垂考书

选用的教材应当具高代表性，符合教学大纲或专业规范。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材及

实验指导书应为E式出版的教材，但可根据本校学科优势租特色，选择部分符合教学基本要求的自编教材

或讲义，以及相应的实验实习指导书或讲义。有条件的高校可选择反映国际水平的外士版教材，积极稳妥

地开展;l,'l.语或全外语教学。有条件的高校应积极组织教师编写高水平教材。在重视纸质教材建设的同时，

加强多媒体网络等教学费醺建设。

6. 2.3 图书信息资源

根据生物技术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加强图书资料建设。注重制度建设和规范管

理，保证图书资料来购经费的投入，使之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务。图书资料应包括纸质、光盘、声

像、数据库等各种载体的中外文期刊和图书资料。

6. 3 教学经费要求

6.3. 1 生均年教学运行费

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的规定，不低于 20%的学费直接用于教学。根据培葬目标，教学经费能够保障

人才培葬的需要，且随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稳步增加。

6.3.2 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平均每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且值不低于设备总值的 109毛。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超过 500 万元的专

业，平均每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不低于 50 万元。上述数据痛根据当年物价总水平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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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3 新专业开办的仪器设备价值

新开办的生物技术专业，教学科研仪器设告总值不低于 500 万元，且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不低

于 5 00 D 元。

6. 3.4 仪器设备维护费用

专业年均仪器设备维护费不低于仪器设备总值的 1% 。

7 质量保障体军

应在学校和学院相关规章制度、质量监控体制机制建设的基础上，结合本校走位，建立专业教学质量

监控和学生学习状态旦发展的跟踪机制。

7.1 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要求

应对主要教学环节（包括理论课、实验室课等）建立质量监控机制，使主要教学环节的实施过程处

于有效监控状态；各主要教学环节应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应建立时课程体罩设置和主要教学环节的教学质
量的定期评价机制，评价时应重视学生与校内外专家的意见。

又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大纲捕制、教材选用、课堂教学、课程考核、实验教学、专业实践与实习、毕
业论士（设计）、学生课外科研训练、实验室建设、校外专业实践与实习基地建设等主要教学环节和教学

场所，以及教风与学风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教学要求，监督和保障到位。

7. 2 毕业生跟踪E馈机制要求

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时草握毕业生就业去向和就业质量、毕业生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成就

感、用人单位天才毕业生的满意度等，应荣用科学的方法对毕业生跟踪反馈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形成分析报

告，作为质量改进的主要依据。

7.3 专业的持续改进机制要求

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针对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和薛弱环节，来取高效的乡liE与预防措施，进行持续

改进，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定期举行学生评教和专家评教活动，及时了解和处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定期开展专业评估，及时解
决专业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定期举行毕业生、用人单位意见征求活动，吸纳行业、企业专家盎与专

业教学指导工作，形成定期修订完善培养方案的有效机制。

附录 1 生物技术专业知识体系和核心课程体系建议

1 专业知识体系

1. 1 知识体军

I. I. I 通识类知识

除国家规定的教学内窑外，人士社会科学、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体育、艺术、学科导论等内窑
由各高校根据卦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确定。学科导论应讲授本专业发展史和现杖。

I. I. 2 学科基础知识

主要包括大学数学（吉撒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和大学计算
机。化学主要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设置数学在生物技术领域应用

的内窑，如生物统计学。

数学、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的教学内窑应不低于教育部相关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基本要求。

各高校可根据自身人才培养定位提高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教学要求，以加强学生的相关基础。

I. I. 3 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体系由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三个层次组成。一个知识领域可以分解成若干个知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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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个知识单元卫包括若干个知识点。知识单元卫分为核心知识单元和非核心知识单元。核心知识单元

是该专业教学中必要的最基本知识单元；非核心知识单元是核心知识单元的补充和扩展。核心知识单元的

选择是最基本的共性教学规范，非核心知识单元的选择体现各校的优势与特色。

生物技术专业核心知识领域应包括生命的化学基础，细胞的结构、功能与重大生命活动，生物体的结

构与功能及生物多样性，微生物的特征与代谢，生物的遗传，生物与环境，生物技术的原理与应用 7 个知

识领域。各知识领域所包吉的知识单元见附寰。
附表 生物技术专业核心知识领域和知识单元

知识领域 核心知识单元（共 432 学时）

I 生命的基本化学分子； 2 糖类化学； 3 脂类化学和生物膜＇ 4. 蛋白质化学： 5. 核酸化

学； 6、酶化学： 7，维生素与辅酶： 8，撒素及其圭体介导的信息传导飞 9 生物能学且生物氧

生命的化学基础（ 96)
化； JO，糖代谢： l l 腊代谢； 12. 置白质分解代谢和氨基酸代谢： 13. 核酸的分解代谢和核

昔酸ft谢； 14. DNA 的复制： 15. DNA 的损伤与修复； 16. DNA 的重组； 17. RNA 的生物合

成： 18. 转录后加工； 19. 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20. 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 21 真核生物

的基因表达调控

L 细胞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2. 细胞表团结构； 3. 动物细胞外基质； 4 物质的跨膜运输；

细胞的结构功能与 王真核细胞内膜系统； 6 线拉体与叶绿体＇ 7. 蛋白质分选和囊泡运输； 8 细胞骨架； 9 细

重大生命活动（ 4') 胞核与染色体＇ 10. 细胞连接与细胞内信号转导； l l 细胞增殖及其调控； 12. 细胞分化与

凋亡

1 植物的组织与功能，立植物的器官与功能， 3 植物的物质与能量代谢， 4 植物的生长

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 发育及其调控， 5 动物体的组织与特征， 6 动物的主要器官系统与功能， 7 动物的生长发

及生物多样性（ 48) 育及其调控； 2 生物的多样性； 9 生物分类的原则与方法： 10. 植物的主要类群＇ JI. 动物

的主要类群； 12. 动植物资濒的开发与利用

微生物的特征与代谢 1 微生物的分离与培养， 2 微生物的结构与功能， 3 微生物的营养、生长和控制， 4 徽

( 48) 生物代谢及其调控， 5 传换与免疫， 6 微生物的多样性

生物与环境（ 16) 
I 生态学基本榄念： 2矗种群生态学； 3，群落生态学， 4. 生态系统生态学； 5 资帽利用与

可持续发展

生物的遗传（ 48) 
L 孟德尔遗传学； 2. 基因随念与结构， 3矗连锁飞交换、基因突变； 4. 微生物遗传： 5 核

外遗传： 6 基因组： 7. 发育的遗传调控； B 分子进化

生物技术的原理与应 1 基因重组技术； 2. 细胞工程； 3 噩白质与酶工程， 4. 生物信息学： 5 生化分离与分析

用（ 128) 技术

上述知识领域及其知识单元代表获得生物技术专业学士学位必须具备的知识。核心知识单元是本专业

知识体军和组建课程的最基本要求。各高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选择非核心知识单元。核心单元可安排

在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中，也可安排在专业课程（吉专业选修课程）中。核b的概念意晾着必须具

备，而井不限定它必须安排在哪些课程内。

附表中括号内学时数表示以传统方式在课堂上授课的时间（课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 1 ）不限定授课方式。除了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以外，在教育技术与手段不断进步和教学资源信息

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应提倡研究型、探究式教学等方式。果取这些教学方式，不一定用学时来衡量。为

了便于统 与比较，本标准仍然采用以学时作为单位。因此，学时与教学方式没有直接关系。

( 2）课时数不包吉课外的时间，即不包吉教师的准岳时间和学生花在课堂外的时间。

( 3 ）建议每个知识单元的课时数为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课时数。各高校可以根据学校特色等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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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自行增减课时散。

I. 2 主要实践性教学耶节

主要包括专业类实践与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科研训练和工程训练等。

2 专业课程体系

2.1 理程体票构建原则

知识体系给出了生物技术专业的知识框架，框架内的知识要通过课程教学传授给学生。各高校可根据
本校的学科优野与实际情况，依据学生知识、素质、能力的形成规律和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相应的

课程体系，井形成各校办学特色。

课程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课程可以按知识领域进行设置，也可以由 1 个及以上知识领域构
成 门课程，还可以从各知识领域中抽取相关的知识单元组成课程，但最后形成的课程体系应覆盖知识体

系的核心知识单元。

2. 1. l 专业理论课程要求

专业理论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两个层次。专业基础课程用以真定生物技术专业基础；专
业课程是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根据本校特色与优势强化专业教育的课程，可设置为必修或选

悔。各核心知识单元应列入所修课程之中。
生物技术专业的课程中选修课程学时数应在 250毛以上。课程的具体名称、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且相

应的学时、学分等教学安排，由各高校自主确定，井设置体现学校、地域或者行业特色的相关选修课程。

2. l. 2 实验与实践课程要求

各类实践类教学环节所占比例应不低于 25%。实验课程如化学、物理、生物学、生物技本专业实验

等实验教学不少于 450 学时。实验教学中应加强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技能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实验教学中，应构建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一研究性实验的事层次实验教学体罩，其中综合性实验与

研究性实验的学时不少于且实验学时数的 20%0 经过实验、实践教学的培养与训练，学生应具备独立完
成规定内容的操作能力。

生物技术专业学生欲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的，须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具布此事科学研究工作
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毕业论文（设计）应安排在第四学年进行，原则上为 1 个学期。

2.2 核心课程体罩

核心课程体革是实现专业人才培葬目标的关键。各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将上述核心知识领域的
内在组合成核心课程，井适当增加本校研究或应用特色内窑，形成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核4：、课程的名称、

学分、学时和教学要求及课程顺序等由各高校根据学科的内在逻辑顺序和学生的知识、素质 能力形成的

规律自主确定。

专业理论课程可以垂照以下建议名称设置．
专业基础桔心课程普通生物学（ l ）、生物化学（ 2）、细胞生物学（ 3 ）、遗传学（ 4）、微生物学

( 5 ）。

专业核心课程基因工程（ 6）、蛋白质与酶工程（ 7）、细胞工程（ 8）、生物信息学（ 9）、生化分离

与分析技术（ 10）等。

3 人才培养事样化建议

各高校应根据生物技术专业类型、学校如学层IX和学生未来就业和重展的需要，明确本专业人才培养

理念，构建特色培养模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窑，强化某些方面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培
养，以适应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要，满足相关学科和行业发展的需要。

236 一



I 名词释义

(I ）专任教师

生物科学类教学质量国章标准｛生物技术专业）

附录 2 布关各i可释义和数据计算方法

指从事生物技术专业教学的全职教师。为生物技术专业承担数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和信息技
术、思想政治理论、外语、体育、通识教育等课程教学的教师，以及为学校其他专业开设生物类公共课的
教师和担任专职行政工作（如辅导员、党政工作）的教师均不计算在内。如果有兼职教师，计算教师总
数时，每2名兼职教师折算成 1 名圭职专任教师。

(2）主讲教师

指每学年给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主讲课程的教师，给其他层次的学生授课或者仅仅指导毕业论士
（设计）、实践教学等的教师不计算在内。

2 数据计算方法

(I ）折合在校生数

折合在校生数＝普通本、专科（高职）生数＋硕士生数× 1. 5 ＋博士生数×2＋留学生数×b预科生数＋进
悻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夜大（业余）学生数xo. 3＋函授生数×0. I, 

( 2）生师比

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专任教师数＋聘请校外教师数xo. 5 ）。
( 3）学时与学分的折算办法

本标准的理论课程教学按 16 ～ 18 学时折算 1 学分，实验课程教学按 32 ～ 36 学时折算 1 学分，实践性

环节、毕业论文（设计）环节按每周折算 1 学分的方法盎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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