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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申请表限用 A4 纸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2.若为申请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专业目录》）的新

专业(无专业代码者)，请参照《专业目录》，按专业的学科属性和专业类填写建议代码。 

3.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

画√。 

4.本表由申请学校校长签字报出。 

5.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妇产科学 

修业年限 5 年 学位授予门类 医学 

学校开始举办本

科教育的年份 
1926 年 

现有本科专业

（个） 
31 个 

学校本年度 

其他拟增设的 

专业名称 

̂Ҭ

ᵬ̃ȁ ȁ

̂5+3̃ȁ

ҍ Ῑ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临床医学（本科）1926 年 
妇幼卫生学（专科）1994
年 
妇幼卫生学（本科）1997
年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9 年 
50 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⅞ 50ֲ̕ 

Ҭ ҍ ῍

ᴨל

— ֟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第一临床医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评议专家组织

审核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专业 

设置评议专家 

组织意见（增设 

尚未列入《专业目

录》的新专业填

写）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审核 

（审议）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专业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填写，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请填写建议代码。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 学校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81 号 

邮政编码 230032 校园网址 http://www.ahm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高职高专院校 

在校本科生总数 11943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90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专任教师 
总数（人） 702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及所占比例 
57.8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无需加页） 

ҹ ̆ ȁ ẫ ῍ 

̆ ѿ ̆ ѿ Ȃ

╠ 1926 ⇔Ⱳԍ҉ қ ̆1930 ҹқ

1̆949 ῤ ̆ ҹ ѿ Ȃ1952 

̆ ҹ Ȃ1985 ҹ ̆ 4ҩҺ

̆ 16ҩ̆ 6 Ȃ 

31 ҩ ҒҙȂ 4 ҩ ᵝ ѿ ̆ 35

ҩ ᵝ ԋ ̕ 13ҩ ᵝ ѿ ̆63ҩ

ᵝ ԋ Ȃҳ ȁ ȁ№ ҍ ᴰ

3ҩ ῀ ESIῃ ╠ 1%Ȃ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 Ғҙ Һ ȁ Ғҙ ⅞ ֲ ’

ῤ ̃̂ ⱴ ̃ 

 

ᴪҺ ̆ Ҍᾟ№ȁ Ҍ └ ֲ

Ḡẫ Ȃ ֟ Ғҙ ҙ Ẓ ̆ғ ₃ ԋ ̆

֟ Ғҙ ֲ ӎ̆ ₮ ֟ ᵟ ȁѿ Ȃ ֟ף ֟

ᵟ № ̆ ⱴ ף ֟ № ̆ Ḡ

ẫȁ ȁ ᵟ ⱴȂ ֟ Ғҙ

ֲ ᴋ ᵬ ᵝץ ᾙ ẫ Ḡẫ Ȃ ֟

Ғҙ ҹ Ȃ 

ѿȁ ֟ Ғҙ Һ  

֟ ȁ ֲ Ғҙ ̆ ҳ

ӊѿ̆ ȁ֟ ȁ ꜛ ȁ֟╠ ֒ҒҙȂ ֟ Ғҙ

ӟ̆ץ ҙ ֟ ȁ ȁ

ץ ̆ ΐ ȁ֟ ҳ ᵬ ̆ҹ ᴋ ֟ ҳ ᵬ

Ҋ Ȃ 

1. ֟ Ғҙ ҳ ᵣ № 

ҳ Һ ȁ ȁ ̆Һ ῤ ȁ ȁ

֟ ȁᾙ ץ ῒז ̆ ⱬԍ ҳ ̆Ḇ ֲᵣ

ẫ ѿ Ȃ ֟ ҳ №ӊѿ̆Һ

ȁ ȁ ̆ ȁ№ ̆ ֟

̆ ῤ№ ̆ ⅞ Ḡẫ ̆ Ғ ȁ

ץ ѿ ҳ Ȃ Ҍֽ ᵞ ֟ ֙ ֟ᾙ

֙ ץ ⁞ ₮ ̆ ғ ȁ ̆

̆ ẫ Ḡ Ȃ 

2. ֟ Ғҙ ֲ ӊѿ̆ ᴪ

 

ֲ ԋ№ӊѿ̆ ẫ ̆ ԅҩֲȁ ȁ ᴪ

ֲ ̆ ῏ ẫ ῏ ȂȇҬ ֲ ῍ Ḡẫ Ȉ

 





 

̆ ҙ ԍ ֟ ԊҙҬ̆ ֟ Ҍ ̆

ҹ ᾙ ẫ Ԋҙ ѿᴍⱬ Ȃ 

ԋȁ ֟ Ғҙ ⅞ 

安徽医科大学将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优化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

推进专业综合改革，大力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为“安医大发展之梦”和我校“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学校在专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仍

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专业结构和布局还未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等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考虑到我国的人口面积，要提高母婴保健的质量和覆盖面积，尤其是随着二孩政策的

开放，我国妇产科医师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故从本科阶段即开始专业性的妇产科人

才培养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校申请 5年制的妇产科学本科专业。 

我校在“十三五”期间保持和发展本校已有的在国内及省内具有优势和特色的专

业，适当增设一些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以及新兴交叉学科专业，

如妇产科等，加大紧缺专业及基层适用人才的培养力度；施专业改造与新专业建设项

目，引领示范本校其他专业或同类高校相关专业的改革建设。对照各类专业认证标准

和行业资格准入标准，完善本科专业建设及综合改造机制，设立符合社会需求的本科

新专业，完善本科专业标准。重视和支持儿科学、妇产科学等紧缺专业及基层适用人

才的培养，构建适应创新医学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体系。学校也将加大专业建设经费

投入，为新办专业及特色专业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加强教学基础条件建设，为专业建

设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保障。 

҈ȁ ֟ Ғҙ  

1. Ⱳ ⱬ ̆Ⱳ Ҍ  

4 ҩҺ ̆ 16 ҩ̆ 6 ̆

ῃ └ 11943 ֲ̆ῃ └ 3934 ֲ̆ 407 ֲ̆ ֲ Ғ

̂ҙᵩ̃17679ֲ̆ 11426ֲ̆ῒҬ 1253ֲ̆

Ғᴋ 702ֲ̆Ғᴋ ᴝҬΐ ȁ ᵝ 92%Ȃ 

῍ 31 ҩ Ғҙ̆ 4 ҩ ᵝ ѿ ̆35 ҩ ᵝ

ԋ ̕ 13ҩ ᵝ ѿ ̆63ҩ ᵝ ԋ ̕

 



 

Ғҙ ᵝ ԇ 1ҩ̆ Ғҙ ᵝ ԇ ҍ 9ҩȂ 3ҩ

ꜚ ̆14ҩ ҳ Ғ ̆5ҩ ῈⱲ ѿ

Ȃ 1ҩ ̆2ҩ Ҭ ̆3ҩ ̆

18ҩ Ȃ 

2ҩ ̆1ҩ ľ ῍

Ŀ̆25ҩ Ȃ 4ҩ Ғҙ ̆2ҩ Ғҙ

2̆ҩ Ῑ ⅞ 1̆ҩ 2̆

2̆ ῍֣ 2̆ҩ Ҭ 1̆ҩ

ᴏ Ҭ 1̆ҩ ᴏ ̕ 1 ľֲ҆ ⅞Ŀ

̆1 ῀ Ȃ ԋ

1 Ȃ 

ȁ ȁ ֲ҆ ֲ 30

ᵩֲ Ȃ 24ֲ SCI ℮ᴋ ̆5ֲ ᴋ ľ ѿԓĿȁ

ľ ԋԓĿ ⅞ Һ Ȃ4 ֲ ᴋ Ғ ᴪҺ ̆1 ֲ ֒ ᴋ

Һ ̆9ֲ῀ ᴪҒ Ȃ10ᵩֲ ῃ ȁῃ

ȁᴨ ᾣ Ȃ 

₮ ΐ CN ℮ ℮ ȇ ȈȇҬ

Ȉȇҳ ҍ ȈȇҬ └ Ȉ 14 ̆ῒҬ CSCD

℮ 3 ̆ ℮ 4 Ȃ ӥ ῃ ῍֣

Ҭ ̆ҹ ӥ №Ҭ ȁ ᵬ Ȃ 

ȁ ᵬȁ῍ ̆ҍ´Ԋ ȁ ȁҬ

ȁ ᵬᴩᵄ῏ ̆ ╠ҳ 50 ᵩ ̆

90 ᵩ ̆№ ԍ ֤ȁ҉ ȁ ȁ қȁ ȁ қȁ

ȁ ̂ ȁ ̃Ȃ ȁ ≠֒ȁ ȁ ȁ ȁ ῖȁ

ⱴ ȁ ȁ ȁḇ ץ ȁ ᵬ֜ ҍ

ᵬⱲ ̆ ԑ Ғ ȁԑ ȁ ԑ֜ Ḥ ȁ῍ ֲ Ῑ

ᵬȂ 

2. ῏ ⱬҹ ֟ Ғҙ ԅ  

ԅ ֟ ̆1954 ֟ Ȃ1996

ᵝ ԇ ̆ ῤ Ғҙ ᵝ ԇ ̕ ҹ

 



 

ҳ Ȃ2008 ᵝ ԇ Ȃ2013 ҹ

ꜚ ╠ ԅ׆ ⌠ ȁ Ҍ Ῑ ᵣ Ȃ

1996 ץ ̆ ֟ Ῑԅ 1ֲ̆ 3ֲ̆

19ֲ̆ΐ ᵝ 31ֲ̆ Ῑҳ 3ֲ̆ 2ֲ̆ҳ

30ᵩֲȂ 

ѿ ȁ ȁ ȁ ԍѿᵣ

̆ ѿҳ ⱬ ⱬ ҹ ֟ Ғҙ

ᶫԅ ⱬ Ḡ ȂῒҬ ֟ ̂ ̃ҳ

̆ ῤ ֟ Ғҙ Ȃ ҳ ̂֟ ȁ ȁ

ȁ ̃ȁ Ҭ ȁ֟╠ Ҭ ȁ ֟ B ȁ ֟ ȁ

Ҭ №̆ 417 ̆ ᵟ ֲ 1ֲ҆̆ 7000 ̆҉ץ

54҆ᵩֲ Ȃ ֲ 40ֲ̆ῒҬ ȁҺᴋ 12ֲ̆◐ ȁ◐Һ

ᴋ 10ֲ̆Ҭ ֲ 11ֲȂ ̂1984 ̃ ῤ ȁ

̕ҹ ѿ ľ Ŀ̕ ̂1998 5 ̃ Ҭ ̆ԍ 2000

10 ᶛľ ᾙĿ̆ ԍ 2003 ‰῀̆ ҹ

ѿҩ ꜛ ‰῀ Ҭ ̆ ⌠ ῤᾢ Ȃ2012 ץ

Ҭ 35 ̆ῒҬ 11 ̕ 24 Ȃ

3 Ȃ2013-2017 165 S̆CI 82 ̆ IF̔

35.5№ȂῒҬ Ԑ Ҭ ȁ ẫ ᴪ ԋ

̆ ᾠ ԋ ̆ҹ ᴪ ֲ Ῑ

Ạ₮ԅ Ȃ 

ԋ ֟ ӊѿ, 

֟ ᵝ ԇ Ȃ ֟ 155 ̆ ᵟ ֲ 6000 ֲ ̆

6000 ̆҉ץ Ӝ҆ᵩֲ Ȃ 40ᵩֲ̆ ̆ῒҬҺᴋ 5ֲ̆

◐Һᴋ 9ֲȂ ֲȁ ῤ Ғ ῑ Ҋ̆ ȁ

ᴋⱵ̆ҹ ֟ ‗ԅ Ȃ ӊѿ̆

ȁ Ῑ Ạ⌠ ȁ ȁҩᵣ Ȃ

ѿ֓ ̆ ῤ ԍ ᾢ Ȃ֟

̆ΐ ף ֟ № ȁ ᾙ Ҭ Ȃ Һᴋ

Ҋ̆ ᶫ ֟╠Ḡẫȁ ȁᴨ ᴨ ȁ ֟ȁ ȁ

 



 

ᵣ ȁ Ӳ Ῑ ⱵȂ 

֟ ᵝ 22 ̆ ᵟ ֲ 800 ֲ ̆

200 ̆҉ץ 18000 ֲ Ȃ ֲ 24 ̆ Һᴋ 1ֲ̆◐Һ

ᴋ 3ֲ̆Һ 6ֲ̆ᵟ 11ֲ̆ꜛ֟ 5ֲ̆ῒҬ 11ֲȂҺ

ҙⱵ̔ ȁ ̕ ֟ ֟ ̕

Ȃ 

֟ ῃ ȁ֟ ȁ ⅞

ҹѿᵣ ҳ ̆δ ᵝ 18000



 

Ҭ /Һᴋ 25ֲ̆◐ /◐Һᴋ 46ֲ̆ 61ֲ̕31 ᵝ̆7

ֲ ᵝ ̆129ֲΐ ᵝ̕ ᴝҬ 2ֲ̆

19ֲȂ ֟ ү ⱬ ҹ ֟ ᶫԅ ⱬ Ḡ Ȃ 

ᴝҬ № ̆ ̆ ѿ ΐ

ҙ ᴝȂ 1200 ᴋⱵ 900ᵩ

ֲ ҳ ӟ̆ ԓ └ҳ Ғҙȁ҂ └ҳ Ғҙȁ

̕Ғҙ Ḡẫȁ ȁ ȁ Ἕȁ ȁ ȁ ȁ ȁḤ ȁ

Ḡ 17ҩҒҙȂ 

֟ ᴋⱵ ̆ ̆ ԅ

ѿ ̆ľ ֟ Ŀ 2007 ҹľ Ŀ̆ ҍ 2008

̆ ֟ ҹ 2010 ľ Ŀ̆2012

֟ ҹľ Ŀ̆ 12 ̆

⅞ ȁ ľ863Ŀ ⅞ȁ ľ ѿԓĿ

⅞ ȁ ȁ ȁ 24

Ȃ ҉ץ ꞉ 5 ̆2014 ҍ ῍ ľ2014

Ҭ ĿȂ ԅֲ ₮ ȇ ֟ Ȉ̂ ҂ ̃̂

ῇ ȁֲ̃ ₮ ȇ Ȉ ѿ ȁᵬҹ◐Һ Ώֲ ₮ ȇ

Ȉ ѿ ȁҺ ľ ѿԓĿ ⅞ ȇҳ ᵬ Ȉȁȇ

֟ Ȉ Ғ 14 ̆2013-2017 165 ̆SCI 82

̆ IF̔35.5 №Ȃү Ҍֽ Ỹ̆ ╠ױ ꜚⱬ̆

֟ Ғҙ ╠ ױ ̆Ҍ Ȃ 

̂҈ֲ̃ ’ 

Ҭ ҩֲ ̆ ֲ 7 ַ̆ ֲ 1 ̆ 70

҆ ̕ Ҭ ₮ ҹ 12Ł̆ ҆ ֟ ᵬ ҳ ѿ Ȃ

╠ ֟ ҙ׆ Ҍ Ȃ ̂2014 ̃῍ ҈

34 ̆ῒҬ 21 ̆Ә 12 ̆Ҙ 1 ̕ԋ 139 ̆ῒҬ 101 ̆

Ә 36 ̆Ҙ 2 ̆Ῥⱴ҉ Ḡẫ ̆ ֟

ԍῒזҒҙȂ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Ῑ ȁ ȁḱҙ ȁ ԇ ᵝȁҺ ȁҺ

Һ Ғҙ ȁ ⅞ ῤ ̃̂ ⱴ ̃ 

֟ Ғҙֲ Ῑ  

ѿȁҒҙ Ғҙ̂׃ ҍҒҙף ȁҒҙ׃ ̃ 

1.Ғҙ ̔ ֟  

2.Ғҙף ̔ 

3.Ғҙ׃  

  ֟ ҳ Һ ӊѿ Һ̆

ȁ ȁ ̆ ȁ№ ̆

֟ ̆ ῤ№№ ̆ ⅞ Ḡẫ Ȃ 

ԋȁ Ῑ  

̂ѿ̃ ᵣ Ῑ  

Ғҙ Ῑΐ ȁֲ Ῑ Ғҙ Ῑ̆ ᵣ ῃ ̆

ᴪ ᴋ ̆ ҍḠẫ Ԋ׆ ֟ ҳ ץ Ḡ

ẫ ᵬ Ғҙֲ Ȃ 

̂ԋ̃Ғҙ Ῑ  

Ғҙ Ῑΐ ү ֟ ῏ ȁ

ץ ֟ ῏ ȁֲ ᴪ ΐ̆

֟ ҳ ᵬ ⱬ̆∆ ȁ ȁ ⱬ̆ ΐ ӟ

ⱬ ҙ ̆ ᴪ ֟ ֲ Ȃ 

҈ȁ Ῑ  

1. ḱῙ ҙ  

̂1̃ ҕ ȁ ֲ ᴇṿ ץ ̆

̆ ֲ Ȃ 

̂2̃ԅ ᵣ ꜚ ̆∆ ᵣ ̆Ῑ

ᵣ ӟ ̆ΐ ᵣ ̆ ӟ ᵬ Ȃ 

̂3̃ԅ ̆ ̆ ´Ԋ

ⱬȂ 

̂4̃ΐ ֲ Һӈ ̆ ̆῏ ẫ ̆ Ⱶ Ȃ

֟ Ԋҙ̆ΐ ҹ ֟ Ԋҙ ֲ ẫ Ⱶ Ȃ 

̂5̃ΐ ȁ ḱῙȁҤ ᵬ ҙ

‰ ҙ ҹȂ 

̂6̃ΐ ⇔ ∞ ̆ΐ ȁּׂשԍḱ ֲז

̆ ӟ ̆Ҍ ꜚҒҙ Ȃ 

 



 

̂7̃ ᶭ ̆ ֟ ҙ ꜚҬ̆ ᴪ

Ḡ Ȃ ҙ ꜚҬḠ ȁ ֲ ҩֲḤᴀ̆

ֲז ᴇṿ Ȃ 

̂8̃ΐ ̆ ֲ̆ז ᵬȂ 

̂9̃∆ ̆ ֲ̆ז ᵬȂ 

̂10 ΐ̃ ҍ ῒז Ḡẫ Ⱶֲ ֜

ⱬȂ 

2.  

̂1̃ ֟ ȁ Ȃ 

̂2̃ ҍ ֟ ῏ ֲ ᴪ ȁ ȁ Ḡẫ

Ȃ 

̂3̃ ̆ ╩Ȃ 

̂4̃ ̆ Ȃ 

̂5̃ № ̆ ֟ Ȃ 

̂6̃ ḠẫȂ 

̂7̃ Ҋ↓֟ ӈȁ ȁ ȁ№ ȁҳ ȁ

≢ ȁ ̔ ֟ȁ ᵝ ȁ ȁ╠

ȁ ▫ȁȁ֟ ₮ ȁ֟ ̕ 

̂8̃ Ҋ֟ץ ̔ № ȁ ȁ ȁ

ȁ ȁ ȁ ᴰ

ȁ ᾙ ȁ ᾙ ȁ ̕ 

̂9̃ԅ Ҋ֟ץ ̔ ȁ ᾙ Ҍ ȁ ȁ

ȁ ȁ ȁ ȁ֟╠ ֟╠ Ȃ 

̂10 ԅ̃ ₮ ԅ̆ ᴰ Ҍ № ῤ

Ȃ 

̂11̃ Ҋ↓ ӈȁ ȁ № ȁҳ ȁ

ȁ ≢ ȁ ̔ ȁ ȁ ȁ

ȁ Ῑ ȁⱳ ₮ ȁ ῤ ᵝ ̕ 

̂12̃ ῤ№ ̔ ȁ ȁ ȁ

ȁ ȁҌ ȁ ꜛ Ȃ 

̂13̃ Ҍ ҳ ȁ ῤ№ ҍ ῏

Ȃ 

̂14̃ ⅞ ẫ ῤ ̕ ῤ

ῤ ̕ԅ Ȃ 

3. ⱬ  



 

̂1̃ΐ Ғҙ Ҭҍ Ⱶ ῏Ғҙֲ ҍ ᵬ

Ȃ 

̂2̃ΐ ȁ№ ᾙ ᶫ ẫ Ḡẫȁ

╠Ḡẫȁ Ḡẫȁ№ Ḡẫȁ֟ Ḡẫȁ ᾙḠẫ ẫ ⱬȂ 

̂3̃ ҹ ҩ ᾙ ᶫҩ ẫ ҍ

Ȃ 

̂4̃ΐ ֟ ⱬȂ 

̂5̃ΐ ֟ ȁ ⱬȂ 

̂6̃ΐ ֟╠ ȁ № ֟ȁ֟

ᾙ ҳ ᵬ ⱬȂ 

̂7̃ΐ ≢ ֟ ֟ ⱬץ

ᾙ ⱬȂ 

̂8̃ΐ ᵬ ⱬ̆ ȁ҈ ȁ

̆ ῤ ȁ ⌂ ȁ

ȁ ȁ ȁ Ῑ Ȃ 

̂9̃ΐ ᵬ ֟ ⱬ̆ ⌂ ȁ

ȁ҉ ȁ ȁ ֲ ֟ Ȃ 

̂10̃ Ҍ ̕ ᵣ ̕ ᵣ

- ̕ 

̂11̃ԅ ȁ ┬ ȁ ȁ

⁞ Ȃ 

̂12̃ԅ ҍ֟╠ ̆ԅ ⇔֟╠ Ȃ 

̂13 ΐ̃ ∆ ∞ ҳ ‗ ⱬ Ḡץ̆ ῃ

Ғҙ Ȃ 

̂14̃ΐ ∆ Ԋҳ׆ ⱬȂ 

̂15̃ ȁ ̆ΐ Ḥף

≠ ҒҙḤ ̆ Ȃ 

̂16̃ΐ ∆ ҳ ⱬ 

̂17̃ ѿ ̆ΐ ȁ ȁ ȁΏ ⱬ̆ Ғ

ҙ Ȃ 

̂18̃ΐ ѿ Һ ӟ ӟ ⱬȂ 

ȁҺ  

ȁҳ  

ԓȁ  

ֲᵣ ╩ ȁ ҍ ȁ ȁ ȁ ȁֲᵣ

 



 

ȁ ȁ ȁ ҍᾧ ȁ

ȁ ᾧ ȁ ȁ ȁ ȁ ȁ

ᴶ ȁ ȁ ȁ ȁ Ἕ ȁ ̂

̃ȁῤ ȁ ̂ Ғ ̃ȁᾙ ȁ ֟ ȁ ȁ֟

Ȃ 

Έȁ Ҭ  

 

 №  №  

ῤ

 

῀  1 1 1  

´Ԋ  2 1 2  

ῤ ӟ 2 7-9 2  

ҳ ӟ 56 7-9 56  

ҍ  4 7-9 4  

ҙ  1 10 1  

……    

 

⇔ ⇔ҙ  2 1-8 1 /  

ᴪ ᴋ  2 1-7 1 /  

ҍ  2 1-10 2  

 2 1-10 2  

Ὲ Ꞌꜚ 7 1-7 1 /  

……    

 

҂ȁ └ҍḱҙ  

1. └̔ῃ └ 

2.ḱҙ ̔5   

ῇȁ ҙҍ ᵝ ԇ 

ḱ Ғҙ ῃ ̆ Ҋ↓ ᴆ ‰ԇ ҙ̔ 

1. ⌠ ḱ ȁ ḱ № ̕ 

2. Ҭ № ̕ 

3. ҙ ̕ 

4. ̕ 

‰ԇ ҙ ̆ ȇҬ ֲ ῍ ᵝ ᶛȈ ȇ

ᵝ ԇⱲ Ȉ ῏ ᵝ ԇ ᴆ ̆ ᵝ ᴪ

‰̆ ԇ ᵝȂ 

Ӝȁḱ  

ḱ ̔№ҹῈ῍ ḱ Ғҙ ḱ ȂῈ῍ ḱ ḱ 12 №

̂ῒҬֲ ҍ ᴪ 2 №̆ ҍ ῏ 4

№̃̆Ғҙ ḱ ḱ 4 №Ȃ 

ȁ ҍ  

 



 

1̈  ̂ 1̃ 

2̈ ᵣ № ᶛ ̂ 2̃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ҒҙҺ ֲ ̂׃ 1̃ 

 

 
Ԑ  

≢  Ғҙ Ⱶ 
 

Һᴋ  
ѿ   

₮  1963.11 Ⱶ    

ѿ

ҙ ȁ ȁҒҙ 

1980.7-1985.6   

1985.9-1988.6 ֟  

1997.9-2000.6 Ҭ ֟  

Һ Ԋ׆ ᵬҍ 

 
֟ ȁ ֟ ȁ  

ֲ ҈ Һ ᵬ  

ῤ ℮ ҉ ῍ 18̂SCĨ ̕₮ Ғ ̂ ̃  0  Ȃ 

῍  4  ̕ῒҬ̔   3  ̆   1  Ȃ 

╠ ῍  6  ̕ῒҬ̔   4  ̆   2  Ȃ 

҈ ῍  720   ҆ᾝ̆    240  ҆ᾝȂ 

҈ ̂ ̃῍  180  ̕ ҙ ῍  30   ֲ Ȃ 

ΐף

̂4 ץ

ῤ̃ 

  ᵝȁ  ֲ ᵝ  

1 
ᵣ Ῑ

 

ԋ ̆

̆2007  
ѿ 

2 
ҳ

 

ѿ ̆

̆2008  
ѿ 

3 └ ҳ

 

ѿ ̆

̆2010  
ѿ 

4 ҳ

 

Ҭ ᴪ ҈ ̆Ҭ

ᴪ̆2014  
ѿ 

╠

Һ

̂4 ץ

ῤ̃ 

     ֲ ᵬ 

1 

῏

└ ̂ ̔

ֲ ⱳ Ҍ

 

̂

⅞̃

 

2012.1-20

16.12 

625҆Ȃ

ꜛ

3̔000

 

Һ ֲ 

̂ ̃ 

2 
ẫ ҍ

Ḡ  

2016 

´ֲ

 

2016̈1-2

020.12 
500҆ 

Һ ֲ 

̂ ̃ 

 



 

3 

ⱳ

ҍת

ת └

 

2017.1—

2021.12 
80.9 

Һ ֲ 

̂ ̃ 

 

Ҭ ֲ ꜛ ֲ

ף ↓ ҍ

 
⅞ 

2016.07 

-2021 .06 
160 

Һ ֲ 

 

╠

Һ

ᵬ̂5

 ῤ̃ץ

   ֲ  
 

  

1 ҍҳ   20 9 Ғҙ  9-10 /  

2 ֟   50 9 Ғҙ  9-10 /  

3 ֟   20 12  9-10 /  

4 ֟  ҂ └  100 32 Ғҙ  9-10 /  

5 ֟  ԓ └  150 26 Ғҙ  9-10 /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ҒҙҺ ֲ ̂׃ 2̃ 

姓

名 魏兆莲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主任医师 第一学历 学士 

出生年月 1965.7 行政职务 科主任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

历毕业时间、学校、

专业 

1989.7 安徽医科大学 学士学位 
2010.6 安徽医科大学 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妇产科学  生殖内分泌方向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20 篇，SCI 5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0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5   万元，年均  5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08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12  人次。 

最具代

表性的

教学科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未成熟卵体外培养

成熟的研究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安徽省科技厅，2007 年 第四 

 



 

研成果

（4 项以

内） 

2 医学生临床技能规

范化培训的研究 
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安徽省

教育厅，2008 年 第六 

3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

发病机制及临床治

疗新方法的研究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省

科技厅，2010 年 第二 

4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医学生临床技能训

练的改革 
安徽省教育

厅 
2013.1-2016.
12 

10 万 参与 

2 
细胞自噬与子宫内

膜异位症发生的相

关性研究 

安徽省科技

厅

1101040216
 

2012.1-2014.
12 15 万 主持人 

3 

内质网应激参与多

囊卵巢综合征颗粒

细胞胰岛素抵抗机

制的研究 

省教育厅

（重点） 
2012.1-2014.
12 4 万 主持人 

目前承

担的主

要教学

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生殖医学基础与临

床 
研究生 20 9 专业课 9-10月/年 

2 妇产科学进展 研究生 20 12 学术讲座 9-10月/年 

3 妇产科学 七年制本科 100 32 专业课 9-10月/年 

4 妇产科学 五年制本科 150 26 专业课 9-10月/年 
教学管理部

门审核意见 
                                             

签章 
 

 

 

 

ҒҙҺ ֲ ̂׃ 3̃ 

姓

名 周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主任医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69.3 行政职务 

教研室副

主任 
生殖中心

副主任 

最后学历 研究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91.6，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 
2003.6，安徽医科大学，妇产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妇产科工作，研究方向为生殖医学、妇科内分泌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8 篇，SCI  1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0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5 万元，年均   5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2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

病机制及临床治疗新

方法的研究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

省科技厅，2010 年 3 

2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

因学及临床治疗新方

法的研究 

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三等奖，中华

医学会，2014 年 4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

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留学生妇产科学教学

模式的探讨 

安徽医科大

学 
2014-2015
年度来华留

学教育 

2014-2015 0.5
万 主持 

2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安徽医科大

学 
2014-2015
年度校级

教学质量

与教学改

革质量工

程项目 

2015-2018
（申请延期

1 年） 
20 万 主持 

3 
构建主义理论指导下

的妇产科临床实践教

学的探索 

省级教学

研究项目

（2015jyx
m781） 

2015-2018
（完成结题

报告） 
2 万 主持 

 



 

4 
人类生育力下降机制

和防护保存新策略研

究 

“生殖健康

及重大出

生缺陷防

控研究”重
点专项项

目

(SQ2017Y
FSF08006
3) 

2017-2020 

81 万

（已

拨 45
万），

课题

总经

费

1797
万 

主持人 
（子课题骨干）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妇产科学 本科生 150 54 专业课 2012-2015 

2 生殖基础与临床 硕士研究

生 
30 40 专业基础

课 
2012-2015 

3 妇产科学 留学生 38 6 专业课 2012-201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ҒҙҺ ֲ ̂׃ 4̃ 

姓名 贺小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主

任医

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81
.10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研究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

业时间、学校、专业 

 
第一学历：2004.7 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最后学历：2013.7 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不孕症与生殖内分泌疾病的临床诊治与基础研究工作，擅

长各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手术。研究方向为不孕症的遗传学研究。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5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0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0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 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序

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成果（4项以

内） 
2    

3    

4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

以内）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妇产科学新兴学科

领域课程教学的探

索 

安徽医科

大学教学

研究重点

 

2011.1-2014
.12 

0.5
万 主持 

4 



 

6.教师基本情况表 

 
 
≢  

Ғҙ

Ⱶ 

ѿ

ҙ ȁҒ

ҙȁ ᵝ 

ҙ ȁ

Ғҙȁ ᵝ 

ԊҒҙ ᴋ׆  
Ғ  

/Ὶ  

1 Ԑ   
55

 

 

Һᴋ  

қ

̆ҳ

Ғҙ̆

  

Ҭ

̆

̆

ᵝ 

֟  
֟

 
Ғ  

2 ᾠ   
52

 

 

Һᴋ  
̆ҳ

Ғҙ̆

 

̆ҳ

Ғ

 

֟  
֟

 
Ғ  

3   
49

 

◐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4   
59

 

◐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5 ↔ ´  
60

 
Һᴋ  ̆ҳ

Ғҙ̆

 

̆ҳ

Ғҙ̆

 

֟  ֟  Ғ  

6   
53

 

◐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7   
47

 

◐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8   
54

 
Һᴋ  ̆ҳ

Ғҙ̆

 

̆ҳ

Ғҙ̆

 

֟ ȁ

ᾙ  

 

ᾙ  Ғ  

9   
49

 
Һᴋ  ̆ҳ

Ғҙ̆

 

̆ҳ

Ғҙ̆

 

֟  ֟  Ғ  

10   
47

 

◐Һᴋ

 
̆ҳ

Ғҙ̆

 

̆ҳ

Ғҙ̆

 

֟  ֟  Ғ  

11   
49

 

◐Һᴋ

 

қ

̆ҳ

Ғҙ̆

 

қ

̆ҳ

Ғҙ̆

  

֟  

 

 Ғ  

12   
50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13   
46

 

◐Һᴋ

 ̆ҳ

Ғҙ̆

 

̆ҳ

Ғҙ̆

 

֟  
 

֟  Ғ  

14 ₇  
49

 
Һᴋ  ̆ҳ

Ғҙ̆

 

̆

̆  

֟  

 

 
Ғ  

15   
43

 

◐Һᴋ

 
̆ҳ

Ғҙ̆

 

̆ ֟

Ғҙ̆

 

֟  

 

 
Ғ  

16 Ҽ  
45

 

◐Һᴋ

 
̆ҳ

Ғҙ̆

 

̆ ֟

̆  

֟  

 

֟  Ғ  

17   
46

 

◐Һᴋ

 
̆ҳ

Ғҙ̆

 

̆ ֟

̆  

֟  ֟  Ғ  

18   
42

 

◐Һᴋ

 
̆ҳ

Ғҙ̆

 

̆ ֟

̆  

֟  ֟  Ғ  

19 ῑ  53 Һᴋ  ȁҳ

ȁ  

ȁҳ

ȁ  

֟    Ғ  

20   55 Һᴋ  ȁҳ

ȁ  

ȁҳ

ȁ  

֟  ֟  Ғ  

21   40 Һᴋ  

Ҭ

̆

ҳ ̆

 

֤

ȁҳ

ȁ

 

֟   Ғ  

22   38 Һᴋ  

Ҭ

̆

ҳ ̆

 

ȁҳ

ȁ  

֟



 

 

24   52 Һᴋ  ̆ Ғ

ҙ̆

ᵝ 

̆ Ғ

ҙ̆

ᵝ 

֟   Ғ  

25     47 Һᴋ  ̆ҳ

Ғҙ̆

 

̆ҳ

Ғҙ̆

 

֟  ֟  Ғ  

26    38 
◐Һᴋ

 
̆ҳ

Ғҙ̆

 

̆ҳ

Ғҙ̆

 

֟  ֟  Ғ  

27   37 Һ  ̆ҳ

Ғҙ̆

 

̆ҳ

Ғҙ̆

  

֟  ֟  Ғ  

28   37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28   43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29   35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30   36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31   36 Һ  ̆ҳ

Ғҙ̆

 

̆ҳ

Ғҙ̆

 

֟  
֟

 
Ғ  

32   30 Һ  ̆ҳ

Ғҙ̆  

̆ҳ

Ғҙ̆

 

֟  ֟  Ғ  

 33   34 
◐Һᴋ

 
̆ҳ

Ғҙ̆

 

̆ҳ

Ғҙ̆

 

֟  
 

Ғ  

34   35 
◐Һᴋ

 
̆ҳ

̆  

̆ҳ

Ғҙ̆

 

֟  
 

Ғ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1 ḱῙҍ  54 3 ȁ↔  ѿ  

2  54 3 ȁ  ѿ  

3  45 2.5 ȁ ᶰ ѿ  

4  45 2.5 ȁ ҬԐ ѿ  

5  54 3 ᾛ₣ȁ  ѿ  

6 Ҭ ף  54 3 Ҽȁ  ԋ  

7  54 3 ȁ  ԋ  

8  45 2.5 ȁ  ԋ  

9 ╩  90 5 ȁ ֦ ԋ  

10 ᾥ Һӈ  54 3 ȁ  ҈  

11  81 4.5 ȁ  ҈  

12  117 6.5 ȁ  ҈  

13 ֟  126 7 Ԑ ȁ  ҈  

14  63 3.5 Ԑ ȁ  ҈  

15 ֟  36 3.5 ȁ  ҈  

16 
қ Ҭ ᴪҺ

ӈ ᵣ  
90 5 ȁ   

17  54 3 ȁ   

18  27 1.5 ῾ȁ   

19 ᾧ  45 2.5 ȁ   

20  45 2.5 ȁҀ   

21 ᴰ  36 2 ȁ   

22 ֟  54 3 ȁ   

 



 

23 ╩  63 3.5 ȁ  ԓ  

24  72 4 ḍȁ  ԓ  

25  36 2 ȁ  ԓ  

26  36 2 ȁ  ԓ  

27  36 2 ȁ  ԓ  

28 Ἕ  36 2 ȁ↔  ԓ  

29  54 3 ȁ  ԓ  

30  18 1 ȁ  Έ  

31  45 2.5 ᾣ ȁ  Έ  

32 ῤ  108 6 ȁ  Έ  

33  36 2 ҙȁ↔  Έ  

34 ̂ Ғ ̃ 63 3.5 ȁ  Έ  

35 ῤ№  63 3.5 Ԑ ȁ  Έ  

36 ᾙ  63 3.5 ȁ  ҂  

37  126 7 ȁ  ҂  

38  18 1 ȁ↔   

39 ᴶ  18 1 ȁ   

40  18 1 ᶰ  

41 ҳ ҍ  18 1 ҙ ȁ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Ғҙ  ֟  
Ⱳ

 
100҆ᾝ 

Ғҙ◐

҉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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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ῒҬ Ғҙ 

Ғ ֲ

 

19 

ῒҬ

ῤ 

Ὶ ֲ

 

6 
ῒҬ

Ὶ ֲ  
1 

ΐ Ⱳ  

Ғҙ

ӥ  

 

ԍ Ғҙ  

 

̂ ᾝ̃҉ץ 

264 

̂ /ᴆ̃ 

 ᴇ ṿ 

̂҆ᾝ̃ 
2564 

 

 
Һ ̂ 10 ῤ̃ 

     

     (ᴆ) 
 ῀   

1  KF-SF 10 2012 

2  KF-W1 10 2012 

3 ᾙ ֲ Laerdal1400

11 

10 2012 

4 №  
WISĊŊ+ 

Baley 
10 2012 

5 ֟  EP2004 5 2012 

6 ᵣ  

֟ HK-6000

̂8ᴆ/ ̃

 

4 2012 

7 ⱬ  

≠

Technogym 

D847 

2 2012 

8 Ԋᴆ ῏ ᵝת 
Neuroscan 

1 2012 

9 ֲᵣᵣ №№  ת
GS BOD 

POD 
1 2012 

10 ᾣ  Cobas e411 1 2012 ת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 置 年 度 

1 100205TK 本科 精神医学 2015 

2 100403TK 本科 妇幼保健医学 2015 

3 080711T 本科 医学信息工程 2015 

4 101001H 本科 
医学检验技术（中外合作

办学） 
2015 

5 100204TK 本科 眼视光医学专业 2016 
6 100207TK 本科 儿科学专业 2016 
7 120410T 本科 健康服务与管理 2017 
8     
9     
10     
11     
12     

 

 

 



 

10.增设专业的区分度 

 

（应包括增设专业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所属“专业类”下其他专业的区分，专业名称的规

范性等） 

    一、增设妇产科专业的科学性、合理性 

本科医学教育是整个医学教育连续体中的第一个阶段，其根本任务是为卫生保健机构

培养完成医学基本训练，具有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学毕业生；

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和在各类卫生保健系统执业奠定必要的基础。医学毕业生胜任临床

工作的专业能力要依靠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职业发展和持续医疗实践才能逐渐形成与提

高。当前，由于我国医疗资源尤其是妇产科医疗资源绝对稀缺，不能满足妇女生育与保健

等医疗的基本社会需求，医院急需有经验有能力的年轻医生尽快进入妇产科的工作岗位并

胜任妇产科临床工作。 

妇产科学专业拥有 3 个发展方向、8 个专业组。3 个发展方向是：生殖医学、妇科肿

瘤、围生医学；8 个专业组是普通妇科组、产科组、妇科肿瘤组、妇科腔镜组、计划生育

组、生殖医学组、产前诊断组、妇产科实验室组。学科优势突出，专业特色鲜明，学科各

专业组带头人均为学科带头人，她们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精湛的授课技艺相得益彰，在国内

省内均享有盛誉。 

Ҭ ֲ ῒ̆Ҭ ֲ ғ̆ ԋ ̆

҈ ̆ ֓ ֟ ֟ ԅ ̆ ֟ ╠ ᴪ

ҳ Ȃ ̆ ῤׅ ԍѿҩ ᴍ̆

ӎ ⱴⱴ ԅ ᴪ ֟ ̆ᵖ ╠ ֟ ҙ׆ Ҍ

Ȃ ̂2014 ̃῍ ҈ 34 ̆ῒҬ 21 ̆Ә 12 ̆Ҙ 1

̕ԋ 139 ̆ῒҬ 101 ̆Ә 36 ̆Ҙ 2 ̆Ῥⱴ҉ Ḡẫ

̆ ֟ ԍῒזҒҙȂ ֟ Ғҙ ҹ̆ Ῑ

֟ ҳ ̆ҹ ῒז ֟ ֲ ӈȂ 

二、专业区分度 

增设妇产科学本科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相比，有以下区分度： 

（一）知识目标的区分度： 

除掌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培养的十个知识目标以外，需要增加妇产科学相关专业

的学习（具体见课程进度），增加专业授课时间、增加学习深度、增加对妇产科学常见疾

病诊治新进展知识的掌握。增加医学人文知识的授课时间。 

 



 

（二）技能目标的区分度： 

除掌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培养的十三个技能目标以外，需要增加妇产科常见疾病

诊治能力。学生能尽早进临床、多进临床。在基础理论学习的同时进入妇产科临床见习、

参与查房和病例讨论；在妇产科学相关理论学习的同时进入妇产科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做各

项基本操作的训练；在妇产科学理论学习的同时再进入妇产科临床见习、参与临床工作；

并可以参与到妇产科省级重点实验室各项科研活动以培养专科科研能力与兴趣。 

（三）培养标准的区分度： 

培养标准的区分度和临床医学教学基本相同。但教学计划与临床医学生的计划有所不

同，如增加理论授课和见习时间、增加专科实习时间，减少外科专科及口腔、耳鼻喉科和

皮肤科等课时及实习时间。增加医学人文知识学习的课时。 

（四）对毕业生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能力的区分度： 

能直接进入妇产科临床住院医师工作岗位；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项目继续培养的毕

业生能更好地适应培训安排。 

注：增设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填写，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不需填写。  

                     

 

 

 



 

11.增设专业的基本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基本要求： 

妇产科学本科专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备初步临床能力、特别临床医学及妇产科学方

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接受临床技能、沟通技能及人文素养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

妇科、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诊治方法，孕、产期保健，以及计划生育

措施，能胜任妇产科学临床学科、妇女保健和疾病防治的临床及科研相关工作。毕业生应

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一、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 

（一）遵纪守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二）珍视生命，关爱病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将预防疾病、驱除病痛作为自己的

终身责任；将提供临终关怀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将维护民众的健康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

责任。 

（三）树立终身学习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断追求卓越。 

（四）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交流的意识，使他们充分参与和配合治疗计划。 

（五）在职业活动中重视医疗的伦理问题，尊重患者的隐私和人格。 

（六）尊重患者个人信仰，理解他人的人文背景及文化价值。 

（七）实事求是，对于自己不能胜任和安全处理的医疗问题，应该主动寻求其他医师

的帮助。 

（八）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开展卫生服务

工作的观念。 

（九）树立依法行医的法律观念，学会用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的权益。 

（十）在应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去追求准确的诊断或改变疾病的进程时，应考虑到病人

及其家属的利益，并注意发挥可用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 

（十一）具有科学态度、创新和分析批判精神。 

（十二）履行维护医德的义务。 

二、知识目标 

1.掌握与医学相关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知

识和科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学实践。 

2.掌握生命各阶段的人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正常的心理状态。 

3.掌握生命各阶段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原因，认识到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及行

为心理因素对疾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4.掌握生命各阶段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及防治原则。 

5.掌握基本的药理知识及临床合理用药原则。 

 



 

6.掌握正常的妊娠和分娩、产科常见急症、产前及产后的保健原则，以及计划生育的

医学知识。 

6.掌握女性生殖系统生理、妊娠诊断、正常分娩，以及女性生殖系统解剖、妊娠生理、

正常产褥、孕期监护及保健。 

7.掌握全科医学基本知识，掌握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筛查的原则，掌握缓解与改善

疾患和残障、康复以及临终关怀的有关知识。 

8.掌握临床流行病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理解科学实验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9.掌握中国中医学（民族医学）的基本特点，了解中医学(民族医学)诊疗基本原则。 

10.掌握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以及传播的基本规律，掌握常见传染病的防治原则。 

11.掌握妇科、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预

防。 

12.掌握计划生育的和妇女生殖健康的重要内容。 

（三）技能目标 

1.全面、系统、正确地采集病史的能力。 

2.系统、规范地进行体格及精神检查的能力，规范书写病历的能力。 

3.较强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 

4. 妇科、产科及内、外、儿各类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处理能力。 

5.一般急症的诊断、急救及处理能力。 

6.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合适的临床技术，选择最适合、最经济的诊断、治疗手段的

能力。 

7.运用循证医学的原理，针对临床问题进行查证、用证的初步能力。 

8.从事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能力。 

9.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 

10.具有与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卫生从业人员交流的能力。 

11.结合临床实际，能够独立利用图书资料和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医学问题及获取新知

识与相关信息，能用一门外语阅读医学文献。 

12.能够对病人和公众进行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 

13.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14.具有创新创业精神与能力。 
 

注：增设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填写，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不需填写。            

 

 



 

12.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