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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生物信息学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方法，社会对生物信息学专业人才的需

求不断扩大，生物信息学的本科教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为了探索更加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设置和

教学计划，本文以中美两国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为对象，分别选取一些代表高校并进行深入调研，对比分析课程

设置和人才培养现状。 结果显示，生物信息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各高校中均得到一定体现，培养学生具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已

经成为生物信息学人才培养的一项共识。 同时，根据调研的结果，也对国内生物信息学本科教育提出一些启发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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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物信息学及生物信息学教育

　 　 生物信息学（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是在融合了生物

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应用计

算机和程序设计工具来获取、加工、存储、分类、检索

与分析生物学数据，以达到理解其生物学意义［１］，

并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人类健康事业、环境能源等

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概念最早是

由 Ｄａｎｉｅｌ Ｒ． Ｍａｓｙｓ［２］于 １９８９ 年首次提出的，但实际

上，有关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

十年代［３］，从那时起，生物信息学便开始了其迅猛

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纵观生物信息学 ５０ 多年的发

展历史，可以看到，生物信息学的发展是非线性的、



分阶段的，并且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生命科学和计算

机科学的进步［４］。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全
球范围内建立了许多核酸序列和蛋白质数据库，数
据的不断积累催生了数据库附带工具的开发，但是

数据的传播和工具的使用又受限于计算机程序和操

作系统的发展［５］。 一直到 １９８５ 年人类基因组计划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ＧＰ）的提出，极大的推动

了生物信息学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 ９０ 年代计算机

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发展，对于生物信息学的兴起起

到关键性的作用。 自从人类基因组序列的第一稿在

２００１ 年出版以来［６］，在过去十多年中，高通量测序

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生命科学领

域进入了以海量多元组学数据为特征的大数据时

代［７］，使得生物信息学迅速成长为一门具有研究范

围广泛的、丰富内涵的学科［８］。
相比于其他传统学科，生物信息学发展历史短，

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但是近年来，随着高通量技

术的发展和生物医学大数据的积累，同时，多学科交

叉的性质更为生物信息学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９－１０］。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对于生物

信息学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 社会对生物信息

学人才的迫切需求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生物信息学教

育的关注，鉴于生物信息学的跨学科性质，从 １９９８
年第一篇有关生物信息学教育和课程设置的学术论

文发表开始［１１］，人们就在持续不断的讨论如何制定

适宜的教育培养方案，比如：“如何制定合适的学习

课程？”。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高校的生物信息学的

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教学中，但是近年来也有不

少高校开设了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进行生物信息学

专门人才的培养。 为了探索更加合理的人才培养模

式、完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我们集中调研了中、
美两国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分析和比

较两国不同类型院校之间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

面的区别，为我国生物信息学本科人才教育提供一

些思路和建议。

２　 美国高校生物信息学本科课程设置

与人才培养现状

２．１　 专业开设概况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底，美国已有 ５４ 所高校开设了生物信

息学本科专业。 这 ５４ 所院校类型大体上属于三类，
分别是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等为代表的著名综合性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以卡

尔顿学院、哈维穆德学院等为代表的优秀文理学院

或专业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和以伊利诺理工大学、佛罗里

达理工学院、伦斯勒理工学院等为代表的知名理工

科院校（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生物信息学专业在这三类院校中

的开设情况（见图 １）。 这三种类型的院校作为美国

高校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在

其中得到广泛的开设，体现出了美国高校对于生物

信息学本科教育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美国

高校的重要种类之一的，代表着经典、小规模、高质

量的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也有许多专门开设了生

物信息学本科专业，更加体现出了美国对生物信息

学本科人才培养的充分重视。

图 １　 美国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的院校类型占比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２　 课程开设与人才培养现状

　 　 根据不同院校之间对于生物信息学本科教育的

侧重点的不同和培养方式的区别，分别选取了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卡尔顿学

院和哈维穆德学院、伊利诺理工大学和佛罗里达理

工学院作为三种类型院校的代表，依次调研生物信

息学专业的学科建设、课程开设和人才培养现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开设的生物信息

学属于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副修学习课程，学
生一般在大二结束本学院的基础课程之后，自主选

择生物信息学进行学习，其学习周期一般为两年，核
心课程为：统计学或数学或生物统计学，以及计算机

应用或者计算机科学。 其中涉及计算机科学的课

程，均适用于工程学院的学生以及生物科学学院和

医学院的学生，主要包括以下三门课程：（１）生物信

息学和基因组学简介，该课程主要介绍生物信息学

的重点概念和方法，发明新的计算和统计技术来分

析生物数据，专注于序列分析和比对算法；（２）生物

信息学算法，该课程主要内容是生物问题的计算方

法的开发和应用，专注于将跨学科问题制定为计算

问题，然后使用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技术解决这

些问题；（３）计算遗传学，主要内容包括遗传变异的

计算分析和遗传学中的计算研究，课程涵盖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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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致病基因的鉴定，人类种群历史，以及基因测

序技术和遗传信息获取技术等。 除了上述必修课程

之外，ＵＣＬＡ 也为学生提供了两个方向的选修课：一
个方向是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学，比如：化学、生物

信息学导论、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算法、计算遗

传学、计算系统生物学、人口遗传学、基因组技术、分
子系统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多数情

况不需要编程能力，主要面向于生物科学学院或者

医学院中对生物信息学感兴趣的学生。 另一个方向

是计算生物学，其选修课主要包括：数学建模和方

法、系统与信号、反馈控制原理、数理统计导论等课

程，主要面向具有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背景的学生。
相比于 ＵＣＬＡ，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生物信息

学隶属于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是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专业中的一门副修专业。 主要课程包括：生物学

原理、人口遗传学、生物学实验、基因组学、计算机科

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概率和统计、统计和数据分析、
工程概率和统计、数据分析、序列比对算法、计算生

物学算法等。
卡尔顿学院作为美国优秀的文理学院代表，所

开设的生物信息学归属于生物学大类专业中，并不

单独进行区分，课程以生物学为主，涉及广泛的生物

学知识体系，主要开设：病毒学，生态学，细胞生物

学，遗传学，免疫学，人类生理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

息学，进化论，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
科学写作等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其他很多

院校，卡尔顿学院着重推行“博雅教育”的教育理

念，不以就业为导向，更加侧重对学生的引导和塑

造。 在其培养体系中，涵盖大量的专业内研讨课和

学术交流项目，依托这些研讨课，从而达到培养学生

思考和获得知识的能力。 哈维穆德学院作为涵盖工

程学院的文理学院，单独开设了数学与计算生物学

专业，并由生物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部门共同管

理。 该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数学、生物信息学和计

算生物学。 课程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生

理学、生态与环境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

等生物学基础，其次是统计理论、随机过程、概率与

统计、数据分析、科学计算、高级线性代数、微分方程

简介、小波及其应用简介和运筹学等数学课程，最后

是计算机科学原理、数据结构、计算和逻辑、软件开

发、算法、数据库、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以及计算机图

形学等计算机课程。 与卡尔顿学院相类似的，哈维

穆德学院开设较多的座谈会，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生

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工程、认知科学、神经

科学、生物物理学等其他科学和工程学科，有助于拓

展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生物信息学跨学科性

质的理解。
作为偏向就业与工程的理工类高校，伊利诺斯

理工学院（ＩＩＴ）的生物信息学专业隶属于理学学院，
以生物学课程体系为核心，辅以计算机科学、数学和

物理学课程。 生物学类的课程主要为：普通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人类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

学、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文献阅读、计
算生物学等；化学类课程包括化学原理和有机化学；
物理类课程主要是普通物理学；数学类以微积分、多
元与向量积分、概率学、统计学、差分方程和线性代

数为主；计算机类课程则涵盖计算机编程、面向对象

的编程、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挖掘和数据库等课

程。 在大学前两年，学生的核心课程是一样的，在大

三的时候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喜好，ＩＩＴ 为学生制定了

两种分流培养途径：一种是需要学习更多的计算机

科学和数学课程的应用生物信息学，另一种是需要

学习更多生物学课程的计算生物学。 同样作为侧重

应用的院校，伍斯特理工学院开设生物信息学和计

算生物学专业，针对来自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

学科的学生。 通过其量体裁衣的跨学科课程计划，
在学生具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基础知识

后，可以自主选择专门从事其中一个方向，主要课程

为：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生物建模、生物可视

化、生物医学数据库挖掘、遗传学和统计学方法等。
在掌握了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工
具和技术之后，通过广泛的研究工作和项目，学生能

够可以获得更多应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现实世界的

问题的机会。

３　 中国高校生物信息学本科课程设置

与人才培养现状

３．１　 专业开设概况

　 　 在我国，自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生物信息学专业

于 ２００２ 年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成为国际上第一个

生物信息学专业起，哈尔滨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也陆

续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 根据学信网最新的数

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底，我国开设生物信息学

本科专业的高校为 ３０ 所，其中 ９８５ 或 ２１１ 工程学校

合计 １２ 所，占比 ４０％。 根据我国教育部 ２０１２ 年颁

布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２０１２）》，“生物信息

学”（专业代码 ０７１００３）与“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并列为理学生物学大类中基础的本科专业，同时将

原来的“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技术”、“医学信息

学”都归于“生物信息学”专业，可授予理学、工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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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按照院校所属类型对这 ３０ 所高校进行了简单

的分类，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主要集中在 ４ 类院校

中：医药类高校 １０ 所，占比 ３３％；综合类高校 ９ 所，
占比 ３０％；工科类高校 ６ 所，占比 ２０％；农业类高校

５ 所，占比 １７％（见图 ２）。 我们在调研了上述高校

的基础上，选取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华中农业大学这 ５ 所

代表性高校，论述其课程设置方案与人才培养现状，
重点突出其各自的生物信息学教育的特色和优势。

图 ２　 中国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的院校类型占比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２　 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现状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生物信息学专业依托计算机

科学 与 技 术 学 院 建 立 （ ｈｔｔｐ： ／ ／ ｚｓｂ． ｈｉｔ． ｅｄｕ． ｃｎ ／
ｓｕｂｉｎｄｅｘ ／ ｉｎｔｒｏ ／ ｓｈｅｎｇｗｕｊｉｓｈｕ．ａｓｐ），学制四年，授予工

学学士学位。 该校侧重于加强生物信息来源和计算

机数据处理技术课程的设立，要求学生在系统掌握

生物学基础知识基础上，着重加强信息技术的学习，
培养学生生物信息这一交叉学科的科学实践能力。
其主要课程一部分是基础理论课，包括生物化学、遗
传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为生物信息技术

的研究提供知识背景。 另一部分是专业技术课，一
是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其相关知识，尤其是数据库

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技术等计算机

技术有关基本知识及其应用，为生物信息技术的研

究提供基础和工具。 二是生物信息学、基因组信息

学、生物统计学、计算系统生物学等生物信息学专业

知识和理论，为生物信息技术的研究打下坚实的专

业基础。
哈尔滨医科大学，作为国内最早开设该专业方

向的院校之一，于 ２００３ 年举办本科五年制生物技术

专业（生物信息学方向），并在 ２００８ 年正式更名为

生物信息学专业（ｈｔｔｐ： ／ ／ ２１０．４６．８５．２００：８０８０ ／ ），授
理学学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同时也是国内唯一一个

以生物信息学为主体开设了生物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的院校，学院下设生物信息学、统计遗传学、生物

物理学、药物基因组信息学、生物医学软件工程、系
统生物学和生物数学 ７ 个教研室，及生物信息学开

放实验中心和生物信息学大学生创新基地，学科门

类齐全、研究方向和硬件设施完备，已经形成国内最

大规模的生物信息学科研、教学团体。 经十余年的

教育实践与提炼，该校的生物信息学专业形成了以

医药理工科学为基础，以量化研究重大疾病和生物

功能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教学体系，教育水平、学生

培养质量和数量均居国内首位。 其主要课程包括：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药理学、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模式识别、
优化算法、生物数据信息挖掘、网络生物医学资源、
医学信息分析方法、基因组信息学、蛋白质组信息

学、药物基因组学、统计遗传学、分子进化、生物芯片

技术等。
华中科技大学生物信息学隶属于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本科教学设有国家基地班（ｈｔｔｐ： ／ ／ ｌｉｆｅ．ｈｕｓｔ．
ｅｄｕ．ｃｎ：８１８１ ／ ｍｅｎｕ０４０５ ／ １４６６８．ｊｈｔｍｌ），依托“国家生

命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理科基础科学

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平台，以生物医学和计

算机科学为核心，强化数理和工程基础，采取以学生

为中心，导师制和实际科研课题为牵引，强化主动学

习、主动实践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来培养生

物信息学人才。 主要专业课程为：Ｃ＋＋编程、数据库

技术及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数据结构与算

法、生物信息学概论、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资源与

实践、生物信息数据挖掘、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
谢组学、药物分子设计等。 学制 ４ 年，授理学学士。

东南大学的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教育也颇有成

效，专业下属在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ｈｔｔｐ： ／ ／
ｂｍｅ．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 ５８６ ／ ｌｉｓｔ．ｈｔｍ），依托生物电子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进行人才培养，学制 ４ 年，授工学学士。
侧重于培养学生具有生物学和信息科学复合型的知

识结构，并具备较强的综合应用能力，能够开发生物

信息分析软件系统，在生物、医学和药学研究中熟练

应用生物信息技术解决具体问题。 主干课程包括工

科数学分析、几何与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

物理、普通化学、生物物理、电路基础、电子电路基

础、人体解剖与生理学、信号与系统、计算机结构与

逻辑设计、有机化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数据结构基础、生物信息学基础、基因组科学与技术

等。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强调实践培养环节，与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建立了国家级工程实践教

育中心，共同制定生物信息学人才培养目标，构建教

学资源，共同参与学生管理，所有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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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周；同时设立了“２．５＋１．５”和“３＋１”多元学制的卓

越人才培养模式，分别在学校学习 ２．５ 年或 ３ 年后

通过选拔进入企业，完成课程学习、工程实践和毕业

设计，直接参与工程项目的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的生物信息学专业下属于信息学

院 （ ｈｔｔｐ： ／ ／ ｃｏｉ． ｈｚ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ｎｄｅｘ⁃ｖｉｅｗ⁃
ａｉｄ⁃１２４２．ｈｔｍｌ），学制 ４ 年，授理学学士。 作为为数

不多的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的农业类院校，其
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也独具特色。 学生在上完普通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Ｃ＋＋程序设

计、数据库原理、离散数学等学科基础课程，以及分

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原理、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数据结构与算法等专业核心课

程之后，能够进行专业特色课程的学习，并且这些专

业特色课程均为选修课，是学生在生物信息学专业

必修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习和训练的重要

环节，既包括必要的理论学习，又包括相关的技能训

练，是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方式。
专业特色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选修课程组，
包括理论生物信息课程组和应用生物信息课程组，
理论生物信息课程组主要包括进化生物学、化学信

息学、基因组学、Ｒ 语言编程等偏生命科学的课程，
应用生物信息课程组主要涵盖 Ｒ 语言编程、ＪＡＶＡ
语言程序设计、Ｐｅｒｌ 语言编程、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编程、操
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挖掘、计算机图形学等信

息科学的课程。 另一大类是素质拓展课程组，课程

设置较为多样化，包括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原理、植
物生理学、农药化学、农学概论等其他学科的课程。

４　 中美两国高校生物信息学本科教育

的异同分析

　 　 通过对两国代表性院校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
相比于美国而言，我国国内高校在学术研讨课和科

研训练上相比美国高校较弱，卡尔顿学院和哈维穆

德学院作为美国本科教育的佼佼者，每年为哈佛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顶尖大学输送

很多优秀本科生继续深造，这两所文理学院在本科

期间开设大量学术研讨课，让学生很早就接触到科

研训练，相比于国内重书本而轻实践的普遍情况，美
国文理学院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值得我们深思。

但是总的来说，中美两国高校在生物信息学本

科教育的思路和理念是一致的，整体的课程设置没

有较大的区别。 生物信息学专业所特有的跨学科性

质均能够被充分认识到，这很大程度体现在课程体

系的设置上。 这些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多数都是专

门为生物信息学专业设计的，主要涵盖了生物学、计
算机科学和数学这三方面的课程，当然也包括部分

化学和物理学的课程，均以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

构的人才为目的。 调研结果表明，每所院校开设的

具体课程有所区别，不同类型的院校对于生物信息

学本科人才培养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 ＩＩＴ 和

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工科类代表院校，更侧重培养

学生的计算机编程能力以及应用计算机技术去解决

具体的生物信息学问题，而哈尔滨医科大学则更侧

重以医药理工科学为基础，以量化研究重大疾病和

生物功能为核心，卡尔顿学院则偏向生物学教育，课
程中存在大量带有启发式的趣味研讨课，侧重培养

学生的自主思考和学习能力，为之后深造提供良好

的基础。 虽然各个院校在培养生物信息学人才方面

有着自身特色的考量和理解，但是整体的培养思路

和教学理念是合理的、一致的。

５　 关于加强我国生物信息学本科教育

的思路和建议

５．１　 充分理解交叉学科的复合性和交叉性，让办学

理念各具特色

　 　 生物信息学专业没有统一的培养模式，对于专

业口径不断拓宽的生物信息学，其人才培养方案应

该具备一定的学科偏向性，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的情况出现。 例如强化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培养模式

偏向于开发生物信息学算法和软件工具；强化生物

医学的培养模式偏向于应用生物信息学工具解决生

命科学研究中的实际问题。 对于我国高校，在夯实

学生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上，依托其自身各具特色

的优势学科和平台，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作用，调动

学生积极性，探索培养“各有所长”的生物信息学人

才，而这也正是我国未来人才培养战略的发展方向。
５．２　 建立多学科融合交叉的师资队伍，量体裁衣的

设置课程和教学实践环节

　 　 在充分理解交叉学科的特性和定位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建设一支具有复合型学科特征的教学和人

才培养团队，构建更加量体裁衣的课程结构，提高课

程质量，贵精不贵多。 对于生物信息学专业，特别需

要具有生物学和信息科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同时还

需要具有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经验的教师参与本科

教学和人才培养，建立一支多学科交叉的高水平教

学队伍。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环节中，教师应引导学

生思考和深入钻研，帮助学生建立复合型知识体系，
追踪学科发展前沿研究动态。 教师可以尝试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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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模式结合多媒体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升

学生学习兴趣［１２］。 参考美国文理学院的教学理念，
我们建议对生物信息学专业低年级本科生开设“学
习型研讨课”及“探究型研讨课”，使学生通过阅读

教材、查找并阅读文献了解近期生物信息学领域研

究进展，并通过课堂报告促进学生交流和深入思考，
发现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并尝试重现解决问题的方

案；对于高年级本科生，建议开设“发挥型研讨课”
及“综合型研讨课”，围绕教师科研中的问题，提高

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和方法的能力。 同时，也可

以充分利用网络课程来辅助教学，在一些大型公开

在线课程项目中，有数十所高校开设了生物信息学

专项课程［１３－１４］。
５．３　 高校应当建立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基地，帮助学

生走出校门

　 　 生物信息学专业培养生物医学与信息技术复合

型人才，更注重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解决生物医学

研究实际问题的能力。 校企合作是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的重要渠道。 例如，东南大学与深圳华大基因研

究院共同建立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由校企双

方共同制定生物信息学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计划，
坚持“以项目带人才”的培养理念，结合校企各自优

势和资源，为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和支持

保障。

６　 总　 结

　 　 近年来，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使得生命科学

领域进入到以海量多元组学数据为特征的大数据时

代，而以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的

飞速发展为处理和分析这些大数据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方法和途径。 生物信息学作为融合现在生物学和

信息科学的前沿交叉学科的代表，由于具有独特的

跨学科性质，其应用范围相比传统学科更加广泛，已
经逐步成为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方

法，社会对于生物信息学的人才需求一直都存在较

大的缺口［１５］。 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生
物信息学的本科教育正日渐受到重视。

本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开设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

的几所代表性的院校进行了调研和分析，结果表明，
在培养生物信息学人才方面，虽然两国在课程体系

的构建上整体区别不大，但是相比于我国，美国高校

对本科生的教育更加注重实践，教学理念更加务实。
另一方面，考虑到生物信息学的跨学科性质，中美两

国的高校在开设生物信息学专业时，都存在依托自

身优势学科和平台，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理念

的教学团队的现象。 但是大体而言，主要形成了两

大类的培养模式：一种是偏重于计算机科学的培养

方案，强调培养学生开发生物信息学算法和软件工

具的能力；另一种则是偏重于生物医学的培养方案，
强调培养学生应用计算机工具来解决生物和医学中

实际问题的能力。 总的来说，良好的数理基础、计算

机编程能力以及生物学背景是理解、学习生物信息

学的关键，帮助学生构建复合型的知识体系有助于

生物信息学人才的培养，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生物信息学的人才需求迫切而强烈，
培养合格的生物信息学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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