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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类高等院校生物物理课程建设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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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用生物物理学是研究生命物质的物理性质，生命过程的物理和物理化学规律以及物理因素对生物系统作用机制的科学，

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在促进物理学和生命科学进步方面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推动力。基于医

用生物物理学发展和我校学科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讨论了我校建设医用生物物理学必修课或者选修课的必要性,并从本课

程和学校学生特点两个方面考虑,对该课程建设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合。旨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优化，增加一些新概念、新

知识及前沿动态，把新旧知识联系到了一起，教会学生如何应用基础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缓解目前学时少、内容多这一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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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ation of Medical Biophysics Cours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University*

Medical biophysics is interdiscipline or edge subject, which combined with physics and life sciences and showed

strong vitality and driving force in promoting the advancement of physics and life scienc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medical biophysic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biophysic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considera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curriculu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 This study initially integrated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contents. Aimed at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on, optimizatio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new concepts, new knowledge and

cutting-edge dynamic, linked to the old and new knowledge,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apply basic knowledg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ease the current hours less, more content of this contradiction .

Biophysics; Course Construction; Medical University

前言

在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作为医学院校

医用生物物理学课程的教师有必要针对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的

特点、学时数较少的现状，对医用生物物理学课程内容整合进

行研究与教学实践。改革主要强调物理学与生物学、物理学与

医学的结合，突出物理学对生物医学的基础地位，使物理基础

比较薄弱的医学生掌握医用生物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

律，从而培养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能力强的技术型、应用型人

才。本文对医用生物物理学课程性质与作用、开设课程的必要

性、建设思路和教学方法等做一讨论。

1 医用生物物理学课程性质与作用

医用生物物理学是研究生命客体的物理性质，生命过程中

的物理学和物理化学规律以及物理因素对生命系统作用机制

的科学，是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交叉与边缘

学科[1-3]。本课程有计划地根据生物科学专业发展和学生自身成

才的需求，结合教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课程建设。目的是强化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训练，使学生不仅

理论知识基础扎实，同时实际应用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本课程

及后继的相关课程，旨在通过一系列课程的学习和实践，不断

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无论快速发展的生物产业，还是日趋鲜

明的大生命科学交叉发展趋势，对学生的专业素养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该课程是生物科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承担着

承前启后的任务，既要在基础生物学和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

概论的基础上掌握建立生物物理学模型的方法和基本分析方

法，又要为更为专业的课程如光生物物理学、辐射生物物理学

等作必要的方法论训练[4-6]。要求学生在学完该课程后掌握医用

生物物理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了解前沿领域的发展趋

势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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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使学生熟悉医用生物物理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

继其他课程[7-12]的学习打下基础。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

实施，在多学科交叉与大生命科学的背景下，医用生物物理学

起到了引领作用，生命科学的量化、数学物理方法的使用，日益

显得重要，物理概念、方法、技术和手段已经在生命科学研究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极大的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因此，在生命

科学相关专业开设医用生物物理课程，对培养具有交叉知识背

景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自 1981年卫生部把

生物物理学列为医学各专业本科学生的选修课,很多院校把生
物物理学列为临床医学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基础医学专

业和一些其他专业本科学生的必修课，各专业研究生的选修课

和一些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因此，在我校计划将医用生物物

理学定为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和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来开设。

2 开设医用生物物理学选修课程必要性的思考

2.1《医用生物物理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最近几年高校研究生的招生计划和本科生的培养方面

看到了，生物物理学得到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视，但是中国生

物物理学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13-15]：学科中各个领域前沿性理论基础的研究

还较薄弱、仪器设备的利用、开发和更新不够，技术力量不足。

因此，迫切需要从事物理学类、电子类、生命科学、医药工程类

等相关领域前沿性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加入到医用生物物理

学的研究工作中来，为医用生物物理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

力。

2.2 我校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

湖北医药学院建于 1965年，到目前已有 40多年的历史。

学校目前正在大力建设本科生各类课程以及正式单独招收硕

士研究生，建设交叉与边缘学科是我校重点加强的方面。数理

教研室课程建设和研究方向在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肖才德博士

的带领下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尤其是医用生物物理学科建设和

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目前我校单独设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正式开始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的招生工作，因此尝试《医用生

物物理学》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目的在于拓宽学生的

知识构架和扩展学生视角,为有志向于在医用生物物理专业继
续深造的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课程内容体系对医药类学生的重要性

根据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点，将医用生物物理学划分

为：生物力学、生物热力学、生物电磁学、生物光学、血液流变

学、辐射生物物理、生物物理技术等分支内容。生物力学部分主

要研究生物体中的一些力学规律，如心血管、消化呼吸、泌尿等

系统与流体力学的结合以及骨骼生物力学等内容。生物电磁学

是生物体中的一些电磁现象和电磁场对生物体的一些生物物

理效应，主要探究离子通道、静息电位、动作电位、磁场的生物

学效应等一些内容。生物光学主要研究光学理论基础和相关实

验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包括红外光谱、荧光光谱、X射线等

内容。因此，了解和掌握这些基本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对学习后

续的生命科学知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3 课程建设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理念是以新世纪生命科学发展对高级医药

方面的人才要求为依据，以医疗保健应用型人才为对象，以能

力培养为核心，以系统知识学习为载体，以行业企业需求为导

向，坚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全面体现和落实素质教育为目

标，将专业育人和实践育人相结合，力求探索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上改革创新。课程内容以介绍医用生物物理学的基本研究

内容、基本研究思想方法、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为主，使学生学

会将物理类学科与生命科学结合起来，应用生物物理技术解决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

定的基础。

4 预修课程与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方面，医用生物物理学课程教学的理念是，以

能力培养为核心，以系统知识学习为载体，坚持以应用型人才

培养为目标，将专业育人和实践育人相结合，力求探索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上改革与创新。医用生物物理学是一门新型的交

叉与边缘学科，涉及范围广泛和庞杂，如（医学）细胞生物学、生

物化学、生理学等相关知识，需要学生先学习和掌握基础课程

之后，才能较好的学习该课程。因此，生物物理课程必须在学生

学习过《医学物理学》[19]、《生物化学》[20]、《医学细胞生物学》、《生

理学》[21]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在学生学习上述课程知识的基

础之上，才能更加容易地理解和接受生物物理课程的教学内

容，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本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是紧跟学

科发展前沿，及时将学科最新发展融入教学内容。合理分配教

学内容，做到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目标，将教

学内容划分为不同层次，在保证学生能够掌握基本内容的前提

下，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改革教学内容，探索课程与其

他课程间内部各门课程之间内容的联系，加强学科交叉融合。

5 教学内容的整合

依据高等教育教学标准和我校生物科学本科专业的培养

目标，制订了《医用生物物理学》的教学目标，即掌握医用生物

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熟悉并初步学会研究医用生物

物理学的基本方法，了解医用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内容，学会如

何将物理学类知识与生命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应用生物物理技

术解决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有

机地将生物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如下几个教学模块：生物

物理学课程绪论、生物物理学课程预备知识、分子生物物理学

与生物大分子的基本结构、膜与细胞生物物理学、神经生物物

理学、生物电磁学、生物流体力学、生命科学中的物理方法和物

理技术等。

6 结论

医用生物物理学是物理学与生命科学相结合与融合的产

物，是一门新兴的交叉与边缘学科。将医用生物物理学的基本

理论与医学的基本规律交叉融合，对于揭示和阐释人体在正常

（或病理）条件下的功能状态和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康复治疗

和预防保健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重要意义[13-16]。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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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下，建设《医用生物物理学》课程是高等医

药类院校课程建设的必然趋势。要想把生物物理学这门课程建

设好，就必须做到“两个结合、一个合理、一个革新”，即“一是要

结合医药类院校自身发展的特点”、“二是要结合学生的专业特

征”，“合理适当地调整和有机地安排教学内容”、“不断地革新

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我们期待在后续的工作中抓住医用生

物物理学的前沿理论和技术，及时、适时地引入到课程建设中，

为我校的医用生物物理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起到推进和促进

作用，进而能够推进当代医学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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