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 

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热爱祖国，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在专业领域具有广

博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熟悉国内外本学科研究

状况，具有独立分析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具有创新的精神，能够从事本学科相

关的高层次人才。 

二、基本要求 

    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

恪守学术道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身心健康；掌握坚实宽广的本学

科基础理论知识，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创新，系统掌握某特

定方向的专门知识和实验技能，包括理论和技术体系，了解其现状和发展趋势；

具有较为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包括发现问题、实验动手、设计并开展重复对照

实验、实验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的能力等。具备能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学术

专长的学术交流能力。 

硕士学制：生物医学工程 2.5 年 

          神经生物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3年（2017级以前 2.5年） 

博士学制：普博 3.5 年，直博 5 年。 

根据学校学籍管理规定，普博生、直博生、硕博连读生的最长修业年限为

在原基础上延长 3 年，硕士研究生的最长修业年限为在原基础上延长两年。 

三、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导师在每位学生入学后，为其成立论文指导委员会，指导学生开题、

考核、预答辩、论文评阅、答辩等培养环节，为学生论文及其他科研相关问题提

供咨询、指导，以帮助和促进学生科研和学习上的进步，让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可

以更加科学的、高效的、灵活的完成课题。 

委员会要求：（1）由 3-5 名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科研人员组成，校内、校外均

可。（2）建议委员会成员至少一年开会一次，学生汇报实验及论文进度。（3）每

次开会后在行政办公室登记。 



硕士研究生 

1. 开题 

硕士要求：在第 2 学年结束前，以 PPT 汇报和提问为主要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学生是否明白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课题可行性等，如果学生首

次开题考核未通过，则可给予第二次机会，但必须在首次考核后三个月之内进行。 

2. 预答辩（预审） 

最迟在硕士毕业论文送审前 15 天进行预答辩，应在本专业公开进行。学位

论文初稿须在预答辩前 3 天送达答辩专家，预答辩告示须在预答辩前 7 天予以张

贴公示。 

3. 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提前张贴答辩公告。 

4. 毕业标准： 

 除需满足学籍所在学院培养要求, 还需满足 ZIINT 毕业要求。 

（1）ZIINT 毕业最低要求： 

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的身份发表 SCI 论文至少一篇（含录用，2017 级及

以后入学学生） 

生物医学工程硕士满足“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或授权发明专利，且署名为学生第一”的条件，也可达到毕业要求。 

（2）医学院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任一条（具体细节查看《浙江大

学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有关规定》） 

a.以第一作者在学校规定的核心期刊或 IM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

关的学位论文一篇（含录用）。 

b.以前二位作者发表 SCI 学术论文一篇（含录用）。 

c.以前三位作者发表 IF≧3.0 的 SCI 学术论文一篇（含录用）。 

d.以前五位作者发表 IF≧5.0 的 SCI 学术论文一篇（含录用）。 

e.以合作者发表 IF≧10.0 的 SCI 学术论文一篇（不记排名，含录用）。 

f.已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生仪学院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体细节查看《关于生仪学院硕士生答辩与学位申请要求》） 

a.在 SCI 和 EI 收录刊物录用或发表 1 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b.在核心期刊，或 SCI、EI、ISTP 收录的国际会议，或学部备案的各学科

指定会议上录用或发表 1 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c.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或授权发明专利，且

署名为学生第一。   

d.通过学科论文预审委员会组织的学位论文预审。 

注：上述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应是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以导师组成员为首的第

二作者，且浙江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生仪学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学术论文发表可不做要求。

在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应包含有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

家。建议由相关学科统一组织所属学科的专业学位硕士论文答辩，导师不能作为

答辩委员会成员。 

博士研究生 

1. 开题 

普博：在第一学年结束前进行，以 ppt 汇报和提问为主要考核方式。 

直博：在第二学年结束前进行，以 ppt 汇报和提问为主要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学生是否清楚的了解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课题可行性等，如果

学生首次开题考核未通过，则可给予第二次机会，但必须在首次考核后三个月之

内进行。 

2. 中期考核： 

普博:  在第二学年的秋学期（11 月底前）进行, 以 PPT 汇报和提问为主要

考核方式。 

直博：在第三学年的秋学期（11 月底前）进行，以 PPT 汇报和提问为主要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学生是否清楚的知道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并按照实验要求已完

成预期实验，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如果学生首次中期考核



未通过，则可给予第二次机会，但必须在首次考核后三个月之内进行。 

3. 预答辩（预审）： 

最迟在博士毕业论文送审前 15 天进行预答辩，应在研究所公开进行。学位

论文初稿须在预答辩前 3 天送达答辩专家，预答辩告示须在预答辩前 7 天予以张

贴公示。 

4. 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提前张贴答辩公告。 

5. 毕业标准 

除需满足学籍所在学院培养要求, 还需满足 ZIINT 毕业要求。 

（1）ZIINT 毕业标准： 

博士：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 IF>=3, SCI 论文至少 1 篇（含录用，2016 级

及以后入学学生） 

（2）医学院科学学位博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任一条件（按照《浙江大学医

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有关规定》） 

a.以第一作者在列入 SCI、SSCI 收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含录用）与学位

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至少一篇（要求 IF≧3.0，或两篇总分≧3.0，或一篇医

学院 TOP 期刊，或一篇 JCR Q1 区杂志）。 

b.以共同第一作者排序第二在 IF≧5.0 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含录用）与学位

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一篇。 

c.以共同第一作者排序第三在 IF≧10.0 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含录用）与学

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一篇。 

d.已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署名在第 1-4 位的省部级一等科技成果奖或

署名在第 1-2 位的省部级二等科技成果奖。 

（3）生仪学院科学学位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一般需满足以下条件

A 和 B,其中条件 B 可用条件 A 来代替： 

A. 发表（含录用）1 篇被 SCI 收录的英文期刊论文，或相关学科认定的会

议论文，所涉学术会议须经学科认定并报学部学位委员会通过； 

B. 2 篇 EI（包含 EI 收录的会议）或一篇 EI 和一篇一级刊物的论文。其中

一篇可以用署名为学生中第一的科技成果奖励或授权发明专利或被采



纳的国家/国际标准技术提案代替。 

注： 

（1） 发表论文、专利、成果等都必须与学位论文相关，且以浙江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 

（2） 论文作者/专利发明人排名可第一或第二，若为第二作者/发明人，第

一作者必为导师组成员； 

（3） 奖励包括：国际级科研成果奖或署名在第 1-4 位的省部级一、二等科

技成果奖。 

 

说明： 

1.研究所学生和 PI，在所期间发表的所有文章、著作等都应在单位列表中

署名研究所； 

      2.学生第一作者文章，其导师应为通讯作者；没有列明导师的文章，不作

为毕业依据； 

      3.所有在 ZIINT 采集的数据，须经导师同意后才能发表，作者排名和解释

以导师和研究所意见为准； 

     4.医学院、生仪学院的学位申请相关规定详见附件。 

 

 

                                 浙江大学 

                               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 

                                       2019 年 7 月 

 

 

附件： 

附件 1.《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有关规定》 

附件 2.《生仪学院博士毕业要求》 

附件 3.《关于生仪学院硕士生答辩与学位申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