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学科、多元化、双导师、强师资……一起揭开南开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神秘面纱！ 

PART 1 专业简介 

南开大学医学院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作为全国首个智能医学本科专业，自 2018年

开始招生以来，致力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学领域，推动智慧医疗的发展，成

为跨学科、多元化的教学和科研平台。 

 

专业介绍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面向国际学术前沿，以国家重大健康需求为导向，

联合校内多个学院和研究单位，以及多家医院和医学科技公司共同组建。该专

业涵盖智能药物研发、医疗机器人、智能诊疗系统、智能影像识别和智能健康

数据管理等多个方面，力求解决现代医学中的复杂问题。 



 

培养目标 我们旨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通过系统的理

论学习和实践训练，学生将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创新方法，具备跨学科的视

野和能力，能够在智能医疗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引领智能医学发展的中

坚力量。 

核心课程 我们的课程设置丰富而全面，包括高级程序语言设计、线性代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智能

医学等。 

 



毕业要求 学生需修满 150学分，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毕业生将在智慧医

疗和相关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具备独立解决复杂医学工程问题的能力。 

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将为你提供一个展示才华与实现梦想的广阔舞

台。欢迎有志于智慧医疗领域的你加入我们，共同开创健康未来！ 

PART 2 双导师制介绍 

在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我们采用独特的“双导师制”培养方案，为学

生提供更加全面的教育和实践支持。这将有助于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实践能

力的高素质人才。 

 

双导师制的目标与原则 通过双导师制的实施，提高学生对医学和工程领域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我们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充分发挥两

位导师的专业优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双导师的组成与职责 



 学术导师：高校教师，负责指导学生理论学习和科研能力培养。 

 实践导师：医院医师/企业工程师，负责指导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指导学

生了解智慧医疗行业现状和发展。 

具体实施方案 

 导师选拔：依据学术背景、实践经验、教育经历等因素，选拔出优秀的

双导师团队。 

 学生分配：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合理分配双导师。 

 学术指导：组织研讨会、课题讨论，指导科研项目和论文撰写。 

 实践指导：安排实习和实践训练，提高行业技能。 

双导师互动 鼓励双导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参与学生的培养过程，形成有

效的教育合力。定期座谈会、跨学科课程合作和联合指导学生项目是我们双导

师互动的重要方式。 

 

双导师制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帮助学生在智能医学工程

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加入我们，体验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的独特培养模式，

共同迎接智慧医疗的未来！ 



PART 3 教师团队介绍 

在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我们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他们在各自的

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致力于将最新的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结合，培

养学生成为智慧医疗领域的领军人才。以下是几位核心教师的介绍： 

段峰 教授 

 

 职称：教授 

 职务：医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 

 研究方向：脑科学、机器人技术、肌电假手、康复机器人、机器人视

觉、家庭服务机器人、人体技能分析 

 背景：段峰教授是南开大学医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 年获得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自 2010年起在南开大学工

作。他入选了天津市杰出青年、天津市 131一层次人才、南开大学百名

青年学科带头人、姑苏领军创业人才等人才计划。 

段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致力于脑科学与机器人技术的研

究，并注重从康复医学工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实际需求出发，探索生机电一

体化机器人协同共融技术，进一步推进产-学-研一体化，从而更好地服务社

会。 



段教授于 2010年主持创办了智能感知与人机交互实验室，实验室致力于机器人

控制和人机交互研究，历经多年的发展，与国际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了合作研

究，与国内外多家企业有多项合作开发项目。实验室已经成为拥有核心技术与

较高科技水平的一流实验室。段教授还积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课外实践能

力，指导的学生多次在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和大学生百项工程项目中获

得奖项。 

在科研方面，段教授在多模态脑机接口系统设计、肌电假手、人机共融柔性生

产线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包括天津市杰出青年基金、天津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ICME国际复杂医学工程会议最佳服务机器人论文奖等在内的

58项国际及省部级科研奖项，累计发表 SCI、EI等学术论文 190篇，总引用超

过千次，出版英文专著 2部，拥有多项在审和授权专利。 

段教授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天津市支撑计划等，累计科研经费近 2300 万元。他的科研成果和教育理念

对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刘畅 副教授 

 

 职称：副教授 

 所属部门：医学院 

 研究方向：生物信息学、分子病毒学、神经生理学 

 背景：刘畅副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是美国弗吉尼亚邦

联大学访问学者。他在 HIV的神经损伤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主



持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涉及生物信息学、分子

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为学生讲授《R与 Python生信分析》、《医学微

生物学及实验》等课程。 

朴永俊 副教授 

 

 职称：副教授 

 所属部门：医学院 

 研究方向：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背景：朴永俊副教授毕业于韩国忠北大学，曾赴美国乔治亚医学院和印

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从事研究。他主要研究应用 bulk或单细胞多组学

整合分析技术，结合机器学习和生物学实验方法，揭示重大疾病的发生

机制。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主持多项科研项目。为学生讲

授《医学大数据》、《深度学习》等课程。 

孙伟 副教授 

 

 职称：副教授 

 所属部门：医学院 



 研究方向：遗传大数据分析、多组学研究 

 背景：孙伟副教授在临床遗传学和肿瘤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具有深厚造

诣，主持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获得多项科研奖项。他负责

讲授《医学遗传学》和《医学分子遗传学》等课程，为学生提供最新的

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 

张凯旋 副教授 

 

 职称：副教授 

 所属部门：医学院 

 研究方向：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背景：张凯旋副教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本科，随后在同济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并在清华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他在生物力学与医学工程

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有丰富经验，发表了多篇 SCI论文，并主持了多项科

研项目。张教授承担《生物医学物理》和《探秘骨科物理学》等课程。 

明涛 讲师 



 

 职称：讲师 

 所属部门：智能医学工程系 

 研究方向：生化标志物实时检测传感器设计、神经信息检测脑机接口设

计、纳米复合材料合成与改性设计 

 背景：明涛讲师 201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2022

年在传感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传感器技术和脑机接口设计，致力于将最新的传感技术应用于医学检测

和诊断。明老师在生物芯片和纳米复合材料领域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并

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我们的教师团队不仅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还注重将科研成

果应用于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如果你对智慧医疗充

满热情，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将是你实现梦想的理想选择！ 

PART 4 专业问答 

Q1：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学什么的？ 

A1：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

多个学科的交叉专业。学生将学习高级程序语言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线

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系统生物学导论、基础医

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诊断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先进的技

术手段和创新方法，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能力，以应对现代医学中的复杂问

题。 



 

Q2：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哪些工作或继续深造的方向？ 

A2：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有广泛的就业和升学选择。许多毕业生选择在

国内外知名高校继续深造，攻读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的硕

士或博士学位。此外，毕业生也广泛受到高科技公司的青睐，在医疗器械研

发、医疗机器人、智能诊疗系统、智能影像识别技术等领域找到理想的工作岗

位。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智能药物研发、健康大数据分析等前

沿领域。 

Q3：在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将接受哪些实践训练？ 

A3：除了理论课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学生还将接受丰富的实践训练。包括

参加临床实习、实践训练、科研项目、实验室训练等。课程如“诊断学”和

“临床医学概论”将安排学生深入医院见习，了解临床实践环境；“机器学

习”和“深度学习”课程则通过实际项目和编程实验，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

力。通过这些实践训练，学生将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科研能力，能够更好地适

应未来的工作环境。 



 

Q4：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如何帮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中取得成功？ 

A4：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涵盖了从基础理论到专业技能的全面知识体

系。课程如“高级程序语言设计”和“数据结构”打下扎实的计算机基础，

“系统生物学导论”和“基础医学概论”帮助学生理解生物和医学的基本原

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则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能

力。这些课程的结合，不仅让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医学工程问题的能力，还为他

们在高科技公司和科研单位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望以上问答能够解答大家对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疑惑。南开大学智能医学工

程专业期待你的加入，与我们共同开创智慧医疗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