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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成员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 分工

1 周义发 教授 项目总负责人

2 孟巍 副教授 示范中心负责人

3 李晓雪 副教授 课程设计

4 王海涛 教授 动物实验，野外实习

5 肖洪兴 教授 植物实验

6 黄国辉 高工 仪器管理及采购

7 范玉莹 副教授 生理实验

8 巴雪青 教授 细胞生物学实验

9 李凡 副教授 微生物发酵工程实验

10 程海荣 副教授 生物化学实验

11 欧秀芳 副教授 遗传学实验

12 王秀莉 高工 实训平台

13 姜鹏 高工 仪器管理及采购

14 贾秀娟 工程师 微生物发酵工程中心技术支撑

15 邸瑶 工程师 生物大分子提取中心技术支撑

16 董春光 工程师 实验设备安全评估及保障

17 黄鹤 副教授 教师教育实验

18 王俊峰 副教授 生态及草业相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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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项目建设必要性、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必要性(从学科专业发展、专业培养方案、实验开课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阐述）

生物学是世界科技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领域之一，正经历从微观层次上

对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深入到后基因组学时代，通过功能基因组学

和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对基因、细胞、遗传、发育、进化和脑功能等进行

探索；同时，通过微观与宏观、单个基因与整体、个体与群体等多方面的结

合，在宏观层次上对生命的起源进化、生态学及生物复杂性等开展研究。现

代生物技术建立在生物科学的发展之上，以重组DNA技术和细胞融合技术等

为基础，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体系组成的现代高

新技术，已成为发展最快、应用最广、潜力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

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更加先进的仪器设备，去呼应这种巨大变化及高速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的学科专业培养，时刻对标科技前沿变化及社会需求，调整专

业培养方案，大力推进课程体系改革。相应的，对实验课程所需仪器设备也

需不断更新升级，同时注重实验教师综合素质提高，以适应学科的快速发展。

2.1.1学科专业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始建于1949年，经过近70年的建设，在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1996年获批成为东北地区

第一个国家生物学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2007年获准建设国家

级生物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本专业具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细胞生物学和

生态学），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和工程中心，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计划）及10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本专业

的生物学和生态学2个学科进入A类行列。

本专业具有优秀师资队伍和优质课程资源。现有专职教师62人，其中高

级职称比例达89%，具有博士学位人数比例达96.8%。教师老、中、青比例为

17.7%、40.3%、42%。拥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3门省级精品课。1个国家级优



4

秀教学团队，2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并出版2本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高水平教学基地及科研平台以及优秀的教学团队为生物科学本科生的培养创

造了优越条件。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学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于2012年通过专家验收正式成

立。中心已经建成了由基础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备平台中心、虚拟中心、野

外实习基地、实训中试中心及工程实践中心六大部分组成的全面立体的教学

实践平台。目前中心所属房屋面积3000余平米，并组建了相对完善的高水平

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及管理架构，由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各学科带头人、国家级

（省级、校级）精品课负责人、教学科研突出的中青年教师、实验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实验教学及管理队伍，总计78人，包括教师51人（65%），

实验技术人员27人（35%），其中具高级职称教师占比56%，具有博士学位的

工作人员占比79%。目前，东北师范大学生物学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是本专

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实验实践基地，为吉林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获得社会的广泛好评。

2.1.2专业培养方案与目标

生命科学学院本科下设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个专业，其中生物科学分

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分别是：

生物科学师范类：通过理论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中学实验、

虚拟实验、野外实习、教育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结合生物教学训练，构建

与师范专业相匹配的完善的理论及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更符合新形势需要

的卓越生物教师及未来的教育家。

生物科学非师范类：通过理论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中学实验、

虚拟实验、野外实习、教育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结合生物科研训练，构建

与生物科学非师范专业相匹配的完善的理论及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更符合

新形势需要的具有开拓思维及创新能力的优秀的科研人才及未来的科学家。

生物技术专业：通过理论课程、基础实验、综合性实验、课间见习、“产

学研”实践环节、野外实习及毕业论文环节，结合应用研究训练，构建与生

物技术专业相匹配的完善的实验及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更符合新形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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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开拓思维及创造能力的优秀的技术人才及未来的企业家。

随着生物科学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生物学是实验科学，实验和实践教学既与理论教学

紧密联系，而又相对独立。通过实验与实践教学训练学生的科研素质及分析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培养锐意进取、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型高级生物

学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从培养创新人才的专业素质、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

出发，优化实验教学体系的总体布局，加强实验与实践教学的资源配置，发

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教学优势，实现“优质资源有效整合、教学科研紧密结

合、校企密切联合”，建设国内先进的实验与实践教学条件与环境，可确保有

效提升综合性实验和研究创新型实验层次，强化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为培养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生物学专门人才提供实验与实践教学平台。

2.1.3 实验与实践教学开课现状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学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每年独立设课的实验实践课程

15门，总计164个实验项目，共面向我校本科生568人开课，其中生物科学专

业学生433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102人，生态学专业33人。同时，示范中心

还承担了生物学和生态学共300余名硕士研究生，以及来自近十个国家的80

余名外国留学生的生物实验技能培训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教学实践，示范中心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已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 “432”模式的实验及实践教学体系。即4组系列的实验课程（基础实

验、综合实验、研究与创新实验、虚拟仿真实验）；3个实践能力训练环节（野

外实习与专业实践、科学研究、毕业论文）；以及2个实践教学结合（与科学

研究相结合、与教师教育研究相结合）。该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对于本科各生

物专业人才的基本生物技能及自主科研能力的培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为各生物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基础实验涵盖生物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实验内容，目前已开设动物学实

验、动物生理学实验、植物学实验、植物生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发

育生物学实验、遗传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生物化学基础实验（Ⅰ）和生

物化学基础实验（Ⅱ）共10门实验课。综合实验是将多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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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按照内在的联系，整合成连续学习的综合大实验，包括单一学科综合实验

训练和学科交叉类综合实验训练，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尤其近年来得到

学校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的支持，初步构建了综合性实验教学平台，开

设了跨学科的生物技术与应用相结合的综合性实验，使综合性实验教学水平

得到一定幅度提升。创新实验突出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宗旨，将特色研究领域

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强调现代生物学技术与实验内容的整合，

实现基础与前沿、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创新性实验以科学研究的模式实

施教学，学生创新实验题目可自主设计，也可由教师给出。科学研究环节主

要以学生科研立项的形式进行。除“国创基金”外，学院依托国家人才培养

基金自行设立“生命科学学院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研究项目包括

本科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本科生教育教学研究能力两个类别。其中，研究性学

习以科研小组为单位，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课题的设计与研究，

实习突出对学生野外实践技能、科学研究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专业

教育实践依托学校U-G-S模式开展，专业实践依托学院的动植物有效成分提取

中试中心、药物基因和蛋白筛选国家工程实验室和相关制药企业进行。

2.1.4 实验与实践教学存在问题

生物科学本身就是一门实验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示范中心以实验实践

能力培养入手，以实验技能培训为媒介，重点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

新意识。目前较为成熟的“432”模式实验及实践教学体系对应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该实验实践教学

体系的内容仍需要继续提高和完善。在2018年和2019年的“生物学创新人才

培养基地一、二期建设”中，示范中心着重对基础实验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并尝试解决了部分与综合实验教学、实践教学整合和交叉设备配备的问题，

但在基础实验、综合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相互衔接及整合方面仍

需进一步深入，已经投入使用的设备经过实践检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数量还

显不足。

例如：生物化学实验、生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和微生物学实验，

目前的实验内容都是彼此孤立的。而在生命科学的科学研究中，从分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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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细胞水平、再到微生物水平，最后到生物体的生理水平，是一个连续的研

究整体。因此，如何有效整合几部分的实验内容，培养学生科研思维能力是

目前实验教学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示范中心对生物化学实

验、生理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和微生物学实验进行了整合，以“生物多

糖的生物学功能研究”为主线，将生物化学实验的“生物多糖的提取”，微

生物学实验的“生物多糖对小鼠肠道菌群的影响”，以及细胞生物学实验的

“生物多糖的抗肿瘤活性”，以及生理学实验的“生物多糖的降糖活性”几

部分内容有机的结合到一起。该结合使学生能够从生物学科学研究的角度思

考问题，从分子-细胞-微生物-生理的整体去理解生命科学。

另外，长白山综合野外实习是是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长期建

设已形成了集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为一体的实践内容体系。但目前在教

学过程中，还是集中野外的时间学习，时间有限，而且缺少让学生消化学习

内容，整合相关学科知识的过程。因此，如何将野外实习内容与基础实验和

综合实验整合也是目前实验实践教学的另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将综合野外

实习与微生物学实验和植物生理学实验进行了整合。该整合既让学生将野外

实习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深入内化，又将实践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对于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培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障实验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更加优质的硬

件条件，仍需购入一批实验设备，以满足实验教学体系和实验内容改革的需

求。如果学生难以接触最先进的实用型仪器，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他们将

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为此，学院十分有必要对某些设备进行更新换代或

者补充新型仪器，对基础实验和综合实验内容进行深度整合，继续搭建并完

善可服务于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创新实验及实践教学一体化的先进的实验

教学体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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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设情况与目标(具体说明本年度修购基金购置的仪器设备

数，面向的专业，覆盖的实验室，涉及的实验项目数（包括新增

数与更新数），学生受益人数，实验课人时数，建设目标等方面的

建设情况)

学院计划通过三到五年的不间断建设，建成一个覆盖本专业全部实验实

践课程，教学理念先进，教学内容完善，实验设备领先的生物学生物本科人

才培养实验系统。该系统不仅为学生提供一个提高动手能力、实验实践能力

培训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通过该实验实践平台的培训，整合学生的理论知识，

启发学生创造性的科研思维，引导学生的科研能力、工作能力和教育教学能

力能够迈上更高的台阶，开拓了学生的就业空间，以适应学科专业的快速发

展，并满足地方以及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

2020年度将开展该基地的三期续建是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和自身优势，通

过学校和学院投入，涵盖学院现有的2个本科生专业（生物科学及生物技术专

业），4个中心（国家级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示范中心、吉林省动植物

有效成分提取中试中心及动植物生态野外实习中心）和8个学科领域的课程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

学、生理学及生态学）。学院将开出实验项目共计164项，其中新增实验项目5

项（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的“阿霉素在胃肠道的分布动力学及肿瘤组织中的

MALDI质谱分子成像”）改革教学内容4项（细胞生物学实验的“模式生物的

显微观察及目标蛋白的亚细胞定位研究”、 生物化学实验技术的“生物分子

的制备、结构分析及互作研究”、 遗传学实验和分子生物学实验的“荧光素

酶报告基因检测系统的构建”、 人体及动物生理学实验的“抗血压药物对高

血压大鼠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学生受益人数达1100（其中本科生556人，研

究生544人）人，实验课达10万人时数（其中本科生6万人时数，研究生4万人

时数）。

通过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的培训，学生的科研能力、工作能力和教育教学

能力能够迈上更高的台阶，既开拓了学生的就业空间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还可促使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教师在该系统中教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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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具备基础知识和科研知识，还需要具有操作企业设施设备的能力，

这样才能够在该系统中为学生提供实践训练的指导。本人才培养基地在全校

范围内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平台，能够为我校实验教学改革提供一个较好的样

本。

2.3 建设内容（请按季度说明具体实施项目内容及完成时间）

学院计划在本年度完成生物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三期建设。针对新的教

学大纲，学院将组织相关教师对实验内容和所需实验设备进行进一步充分论

证并不断做出细节调整，确保各门实验课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保障

新购置的仪器设备和原有的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使本科生综合实验教学水

平得以提升。在 2020年度内，学院结合现有仪器设备状态和使用情况，并紧

密结合生物学前沿开展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计划主要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

升级改造或数量补充，包括正置荧光显微镜、倒置荧光显微镜、高效液相色

谱、微量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NanoDrop One）、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升

级套装等。

建设方案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纽带，探索和完善“教学—科研—生

产”三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将实验教学、科研、生产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互相提高，加快生物学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速度。预算测算经过近年的

市场调研、仪器设备使用单位走访、所须设备厂家询价等环节，并经学院教

务委员会及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2020年度总体预算为人民币***万元，其

中学院配套经费**万元，批复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经费***万元。

具体进度安排计划如下：

1. 2020年 01-04月，所需仪器设备精准参数确定工作；

2. 2020年 05-06月，组织部分仪器购置说明会及招标工作；

3. 2020年 07-11月，购置仪器设备调试安装验收及使用反馈等工作。



三、拟购置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及配置要求

原计划

购置数

原单

价

现购

置数
现单价

合计金额

(含自筹)

修购基金支

出金额

(不含自筹)

学院自

筹金额

采购方式

(集中/分散)

1
正置荧光显微

镜
放大倍数 40*1000 1 1

2
研究级倒置荧

光显微镜

10X,目镜,支持 25mm 视域,或

其他倍数目镜

6位物镜转换

2 条无限远光路

手动同轴调焦,12mm 调焦行程

1 1

3
高效液相色谱

仪(分析型)
分析型 1 1

4
高效液相色谱

仪(制备型)
制备型 1 1

5
微量紫外-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

检测范围 dsDNA: Pedestal:

2.0 ng/µL; Cuvette: 0.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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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Drop

One）

ng/µL

波长精度：±1 nm

波长范围：190–850 nm

最小浓度 dsDNA: Pedestal:

27,500 ng/µL

BSA (IgG): Pedestal: 820

(400) mg/mL

6
全能型成像系

统

同时具备化学发光、荧光、凝

胶成像功能，透射紫外、反射

白光和适合化学发光的无光

源为标准模式；400 万像素；

动态范围>4 个数量级

1 1

7
便携式光合-荧

光测量系统

CO2精度：400 µmol mol-1时，

信 号 噪 声 RMS ≤0.1 µmol

mol-1；H2O 精度：10 mmol

mol-1时，信号噪声 RMS ≤0.01

mmol mol-1；

气体流速：叶室流速 0~14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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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mol s-1，整体流速 680~1700

µmol s-1；压力差测量范围：

-2~2 kPa；调制频率：1 Hz~250

kHz；测量光波峰波长：625

nm；饱和闪光输出范围：

0~16,000 μmol m-2s-1@25℃

8

多功能生理信

号采集分析系

统

8 个模拟数据采集通道，包括

主机、各种前置放大器（含桥

式放大器、血压换能器、生物

电放大器、无线遥测模块等）、

信号调节器、传感器和附件等

1 1

9
离体微血管张

力测量系统

用于各类大血管、小血管、气

管及肠道管等组织研究。样本

直径范围：60μm至 10mm。（最

大直径可达 10mm） DMT 620M

离体微血管张力测定系统特

点： • 四通道系统可同时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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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四个微血管样本 • 高通量

药物筛选、药理学实验、量效

曲线实验的理想设备 • 样本

固定于浴槽内可维持活性达

12 小时 • 钳式固定架用于测

量直径为 60μm 至 450μm 范

围内的微血管样本 • 针式固

定架用于测量直径大于 450μ

m 的微血管样本（血管直径最

大可达 10mm） • 内置电子加

热系统，电控阀，快速排空废

液，操作简便

10

小动物活体成

像系统升级套

装

配置激发滤光片转轮，20 个位

置；配置 19 个窄带激发光滤

片，带宽 20nm；配置发射滤光

片轮，8 个位置；配置 7 个发

射光滤片，带宽 40nm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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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压层析系统

可进行等度，二元线性或阶梯

式梯度洗脱，可在线实时调整

梯度，并可在运行中一键保持

等度，梯度精度< 1%；流速：

4-200ml，流速精度：+/- 3%

1 1

合计

注：原计划购置数与原价请填写 2019年 6月上报材料的数据。总价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单位为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