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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广州体育学院创建于 1956 年，是华南地区唯一独立建

制、研究生培养最早和规模最大的体育高等学府。广州体育

学院 1979 年开始研究生教育，1985 年获体育教育训练学硕

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获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5 年获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本学位点属于临床医学

一级学科目录下的二级学科。本学位授权点于 2007 年正式

对外招生，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提出体医融合

战略以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获得了

快速发展。

本学位点坚持小规模强特色的办学理念，目前在运动损

伤防治与康复、残疾儿童运动康复等学科方向上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具有较完备的学科平台支撑条件以及完善的学生培

养制度与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了较完善的产、学、研培养体

系。

（二）定位与目标

1.学位点定位

本学位点立足广东经济发展，结合我国体医融合发展新

趋势，围绕运动损伤防治与康复、慢性疾病的运动干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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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儿童体育康复及姿势矫正运动疗法 4个方向的前沿问题开

展研究；突出培养相应各方向具有高水平专业能力的高层次

人才；构建特色鲜明、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学科体系。学位点

目前４个招生培养方向各具特色。

表 1 运动医学各培养方向简介

培养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

运动损伤防

治与康复方

向

主要研究运动损伤运动康复治疗方案并开发相关康复或防护器具。

其特色和优势：对于运动损伤患者不仅仅是基于医生临床诊断，而

是基于解剖、运动学、生理学整体分析整个运动链和动作系统，辩

证揭示疼痛或功能障碍原因，并以此指导运动康复治疗。

运动与儿童

康复

主要研究残疾儿童尤其是脑瘫儿童体育锻炼和康复有效方法及其

机制。本方向采用 HalliwicK 技术结合其他感统训练治疗轻中度脑

瘫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开展动物模型探究相关分子生物

学机制。

运动对慢性

疾病的影响

和机制

主要研究慢性心血管和代谢疾病运动干预方法和机制。本研究特

色：通过不同运动方式，利用各种分子生物学技术从不同层面观察

和探究不同组织各种信号传导通路的变化及其在运动效应中的作

用。

姿势矫正的

运动疗法及

机制

主要研究异常姿势包括脊柱姿势异常尤其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弯（AIS)的运动干预及其生物力学特征。本方向特色和优势是利用

整体姿势评估系统（GPS）、三维动作分析系统和表面肌电等手段

找出问题，制定精准的姿势矫正动作，并探究其生物力学机制。

2.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运动医学理

论知识和临床基本技能，掌握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备独立

进行教学、科研、临床实践的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和发展能力，能够从事运动医学相关的教学、科研、运动康

复指导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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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一）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见表 2，具体人员组成见附件 1（含

兼职）。

表 2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含外聘）

专业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35 岁

及以

下

36 至

40 岁

41 至

45 岁

46 至

50 岁

50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

以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9 0 0 1 4 1 3 0 8 1 0

副高级 7 0 0 5 1 0 1 0 3 0 0

中 级 12 6 2 2 2 0 0 0 10 1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28 6 2 8 7 1 4 0 21 2 0

本单位人数（比例）兼职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本单位导师人数（比例）

20 人

（ 73.3％）
8人 （ 28.6％） 13 人 （ 46.4％） 5人 （ 38.5％）

（二）学术带头人简介

廖八根教授，运动损伤防治与康复方向和运动对慢性疾

病的影响和机制方向学术带头人。廖八根教授从事运动医学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二十六年。医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

师，广东省康复医学会体育康复分会副会长，广东省体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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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教学上承担了研究生的《运动医学》

《运动损伤防治与康复》等课程。临床科研方向主要为运动

损伤和脊柱侧弯的运动矫正、慢性疾病运动干预及其机制。

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迄今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编出版了《运

动医学》等教材和著作 5 部。

侯晓晖教授，运动与儿童康复和姿势矫正的运动疗法及

机制方向学术带头人。侯晓晖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2010

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访问学者，为国家体育总局“优秀

中青年技术人才百人计划”培养对象，现担任 WCPT 网上认

证的物理治疗师师资，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运动康复专

委会副主委、中国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专委会常委、中国康

复医学会物理治疗专委会儿童康复组副主委、广东省康复医

学会体育与运动康复分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医学、

适应体育与运动康复。主持、主研国家社科基金 2 项、广东

省普通高校国际合作重大项目 1 项，省部级课题 6 项，参与

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 4 项。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发表

国内外论文 20 余篇，主编教材 4 部，参编教材 6 部，2016

获教育部、中残联联合授予“特教园丁”奖，2019 年获广东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三八红旗手。

三、学位点科研情况

学位点科研情况见表 3，具体课题和论文见附件 2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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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本单位）。

表 3 运动医学学位点科研情况

计数

类别

2022 年

新增项目数（个） 结题项目数（个） 经费数（万元）

国家级项目 0 0 0

省部级项目 1 2 0.5

其他政府项目 9 5 67.5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4 2 123

合计 14 9 191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35 893 25 629.5

年师均科研

项目数（项）
1.75

年师均科研经

费数（万元）
44.65

年师均纵向科研

经费数（万元）
31.475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0

出版专著数 1 师均出版专著数 0.05

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总篇数
19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0.95

注：新增一个体育保健与康复科研团队

四、人才培养

（一）招生选拔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广州体育学院招收攻读硕士研究生

工作暂行规定》。运动医学招生面向临床医学本科生（西医

或中医）或具有同等学历且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临床

医学在职人员，考生经入学考试、复试、政治审查、体格检

查后，择优录取。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合格入选者需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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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专业理论及相关科目的复试，按照一定比例对初试成绩与

复试成绩进行综合评定，择优录取，保证生源质量。2022 年

我校计划招生 8 人，实际招生 5 人，全部报到，报录比约 3:1

（报考 18 人）。2016 学科排名前 50%，生源数为 100%。目

前一共有在读研究生 20 人。

（二）思政教育

开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等课程，充分发挥广东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发展中心及队伍培训研修中心的平台优势，实施

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格局。构建

“三位一体”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依托“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

打造以“通识课、专业课、实践课”为重点的“三位一体”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三）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公共必修课 5 门，专业必修课 8 门，选修

课 16 门。2022 开课情况见附件 4。核心课程要求具有副高

以上职称，且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

（四）导师指导

2022 年研究生院开展了导师资格年审，运动医学所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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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皆通过学校考核，具备招生资格。2022 年新增运动医学导

师 1 人。

（五）学术训练

运动医学研究生除参加 6 个月的临床实习外，还需参加

一学期的教学实习，承担本科生《体育保健学》等实验课程。

2022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在学期间实施系统的学术训练，主

要包括，包括：

（１）研究生在读期间系统参加了循证医学学习，并开

展相关小型学术讨论。

（２）研究生积极参与导师研究项目。2022 年 8 名研究

生参加脊柱侧弯筛查项目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３）导师从课题经费提供每年每个学生不低于 2000

元劳务费。

（六）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获奖情况

2022 年运动医学专业研究生学生参加了亚洲体育科学

会、第七届广州运动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线上国内外学

术会议 20 余人次，并有 2 人次学生在会上进行口头学术汇

报。学生积极参与学术课题研究，发表了学术论文共 7 篇，

其中 SCI 二区论文 1 篇，CSCD 源期刊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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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质量

所有学位论文从选题开始，鼓励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结合导师承担课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有计划地开

展学位论文工作。论文程序包括开题、中期检查；学位论文

检测，要求重复率低于 20%；预答辩通过后提交学位论文。

论文提交后一律采用匿名盲审制送外校 2 名专家评阅。2022

年运动医学研究生 5 人论文送同行专家盲审，通过率 100%，

3 人答辩通过，2 人答辩后修改通过，最终 5 人获得学位，

获硕士学位率 100%。2022 年广东省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

100%。

（八）质量保证

运动医学导师有严格的选聘、培训、考核制度和停招或

退出机制，严格执行广州体育学院制定的导师管理条例（见

管理文件）。运动医学导师除需符合广州体育学院各学科专

业研究生导师资格基本条件外，还需具有一定临床经验、从

事运动医学或康复并具有执业医师或治疗师资格的教授或

副教授担任。每位研究生入学二个月后采用师生互选方式确

定指导教师。每位研究生如校本部教师是第一导师，原则上

配校外医院硕导作为第二导师,如校外硕导是第一导师，则

必须配校内硕导但任第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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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风建设

研究生院通过专题报告、主题活动、集中组织学习教育

为主，以召开座谈会、沟通交流、书写学习心得等形式为辅，

多渠道、多形式认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

作，坚持“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使得每一位研究生

都能以身作则，投身于科学研究中去，自觉遵守科学研究规

律，坚决抵制学术不端、不当行为，坚决摒弃浮躁作风，维

护科学精神，净化科研、学术环境，积极营造出健康向上、

风清气正的学术、科研氛围。

（十）管理服务

学位点研究生的管理由学校研究生院负责，现有专职人

员 10 人，其中专职辅导员 4 人，设有办公室、招生就业科、

培养科和学位管理科等机构，2020 年原“研究生院党总支”

变更为“研究生院党委”，加强了研究生党员和学生教育管

理工作。研究生院积极为师生服务，专门开发了研究生院官

网和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平台，并开通了研究生院企业微信

公众号。

成立了研究生委员会，鼓励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研究生直接参与到研究生教育管理、奖学金评选

各个环节中。学校健全了研究生的申诉制度，对于研究生在

课程学习、奖助学金评选、学位授予方面提出的申诉严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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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程序及时处理，较好的保障了研究生的权益。通过谈话和

问卷调查，在读研究生对学校的管理和服务较为满意，也提

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研究生院各级领导责任人到位、职责明确，从招生、培

养、学位、导师遴选培训、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等皆制定了

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学院也有健全的教学和科研质量保障体

系，有效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十一）研究生奖助体系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设有完善的奖助体系。其中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奖励 20000 元/生，覆盖面 1.5%；国家助学金每

生 6000 元/学年，覆盖面 100%。2021 年调整了学业奖学金

分配比例和各等级金额，引导学生多出成果，出高水平成果。

一年级学业奖学金一、二、三等奖覆盖面由原来的 15%、35%

和 50%的比例调整为 10%、20%和 50%，金额由原来的 5500 元、

4000 元和 2000 元调整为 5000 元、3000 元和 1500 元；二、

三年级学业金一、二、三等奖覆盖面由原来的 15%、35%和

50%的比例调整为 10%、30%和 40%，金额由原来的 7500 元、

4500 元和 2000 元调整为 10000 元、7500 元和 2000 元。

（十二）授予学位及就业发展

2022届运动医学生5人，全部毕业且获得医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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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毕业生全部就业，就业率 100%。2022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

单位见表 4。

表 4 2022 届运动医学毕业研究生就业单位

五、科研教学平台

2022 新增省级《广东省青少年脊柱健康与运动促进科普

基地》，现有平台见附近件 5。

六、服务贡献

2022 年大部分研究生在廖八根、张晓辉导师指导下参加

了广州市中小学脊柱侧弯筛查工作，同时还继续开展了国家

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包括糖尿病前期患者科学饮食和训练，

另外部分研究生分别在侯晓晖导师指导下开展了自闭症脑

瘫患儿康复训练和刘书芳老师指导下在运动医学康复中心

进行损伤防治康复皆获良好社会效益。

七、进一步发展和改进措施

2022 年，我校运动医学人才队伍新增 3 名博士和 1 名副

高，另新增 1 名导师，新增一个省级科团队，得到了一定强

年级 姓名 就业单位 单位属性 职业类型

2022 届 黄素贤 广州体育学院 事业单位 教育

2022 届 肖诺诗 广东省人民医院 事业单位 医疗

2022 届 杨道阳 深圳市鸿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制造业

2022 届 肖让 广东省中医院 事业单位 医疗

2022 届 韦蔚 广州市天河区医和你门诊部 企业单位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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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未来仍需进一步引进高层次人才。继续强化教学科研

基地建设，着重打造自身临床科研基地---广州体育学院运

动医学康复医院和广州体育学院体医结合研究所，变成华南

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体医融合基地。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广州中

兴运动损伤医院建立的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目前已签

合作意向。

2022 年，为顺应新时代体医融合社会发展需求，本学科

研究生培养方案已强化了一些技术课程，但仍需进一步加强

研究生教材建设，结合“互联网+”，加强教学模式改革，

强化课程思政。另外科研奖励、临床实践及研究生教材等方

面仍需大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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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任教师名单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

月

专业技

术职务

最高学位毕业

学校/专业

最高

学位

医学

硕导
备注

1 廖八根 1966.8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博士 是 博导

2 侯晓晖 1971.9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

生

博士 是 博导

3 刘书芳 1975.7 副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康复
博士 是

4 张林廷 1976.11
讲师/医

师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医内科
博士

5 张晓辉 1979.5 副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医骨伤
硕士 是

6 李军 1978.7 副教授
广州体育学院/

运动人体科学
硕士 运科硕导

7 姜雪梅 1980.11
讲师/医

师

南方医科大学/

解剖学
博士

华南师大博

士后

8 廖静雯 1988.7
助理研

究员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博士 运科硕导

9 杨文琦 1988.7
助理研

究员

中山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
博士 运科硕导

10 凃耿红 1988.8 讲师

南方医科大学/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博士 运科硕导

11 章马兰 1982.9
副高/医

师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西医结合

临床

博士 运康硕导

12 唐慧怡 1992.4
讲师/医

师

南方医科大学/

组织与胚胎学
博士

13 黄叶飞 1985.6
讲师/医

师
中山大学 博士

14 刘淑靖 1987.1
讲师/医

师

广州医科大学/

神经病学
博士 是 新增硕导

15 赖裕玲 1993.2
讲师/医

师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西医结合

临床

博士 新增教师

16 牛衍龙 1988.8 讲师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博士 新增教师

17 梁兴森 1982.5
副主任

中医师

南方医科大学/

中西医结合临

床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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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专任教师名单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

月

专业技

术职务

最高学位毕业

学校/专业

最高

学位

医学

硕导
备注

18 刘浪琪 1964.4
副主任

医师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医
学士

19 王明波 1975.9
主治医

师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医骨伤
学士

20 曾利泉 1981.5
主治医

师

广州体育学院/

运动医学
硕士

21 张晓文 1965.5 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医内科
博士

是，

兼职
广州体科所

22 张志杰 1981.4 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学

物/理治疗专业

博士
是，

兼职

广东工伤康

复医院

23 刘刚 1976.7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

学/针灸推拿专

业

博士
是，

兼职

南方医科大

学第三医院

24 徐开寿 1978.6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
博士

是，

兼职

广州妇幼儿

童中心,博

导

25 兰月 1974.5 教授 中山大学 博士
是，

兼职

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26 王玉龙 1964.12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博士
是，

兼职

深圳市第二

人民医院

27 胡波 1973.6
主任医

师
中山大学 博士

是，

兼职

深圳市职业

病防治所

28 陈雄飞 1976.12
主任医

师
中山大学 硕士

是，

兼职

广州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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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新增科研教学项目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负责人

本单位

到账经费

（万元）

1

运动调控 SCFAs 经迷走神经介导的

肠-脑轴通路改善自闭症的机制研究

（2021ZDJS019）

广东省教育厅 冲补强 侯晓晖 20

2
适应体育与运动康复的研究与实践

（粤财科教【2021】294）
其他 横向 侯晓晖 20

3

运动通过微生物-肠-脑轴改善高脂

饮食肥胖小鼠焦虑抑郁样行为的神

经生物学机制研究（2022ZDJS004）

广东省教育厅 冲补强 廖八根 20

4
2022 年广州市学生健康档案数据管

理服务项目
广州教育局 横向 廖八根 99.5

5
广东省“创新融合-运动康复促进”

研究生暑期学校（2022SQXX027）
广东省教育厅 冲补强 章马兰 7

6

Myotatin 通过 miR-21/PTEN 轴参与

运动干预小鼠创面愈合的机制研究

（2022KQNCX037）

广东省教育厅 冲补强 唐慧怡 3.5

7

微管相关蛋白 1A 在运动调节孤独症

样 行 为 和 突 触 重 塑 的 作 用

（SL2023A04J00428）

广州市科技局 冲补强 凃耿红 5

8

运动经 PVAT 调节肥胖血管功能的机

制 研 究 — — 多 组 学 整 合 分 析

（SL2023A04J00446）

广州市科技局 冲补强 廖静雯 5

9

microRNA-145 通过 TGF-β/RhoA 信

号通路调控皮肤创面修复的机制研

究（SL2023A04J00534）

广州市科技局 冲补强 唐慧怡 5

10
在线开放课程驱动体育保健学混合

教学变革研究（2022ZXKC265）
广东省教育厅 冲补强 凃耿红 1

11
运动对糖尿病小鼠创面修复中真皮

重塑的作用研究
广州体育学院 冲补强 唐慧怡 2.5

12

晚期氧化蛋白产物通过 Nrf2 信号通

路调控人角质形成细胞迁移的机制

研究（S202210585035）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省级）
冲补强 唐慧怡 0.5

13

基于 OBE 理论的运动康复专业

本科生导师制培养模式的实践

研究

广东省教育厅 冲补强 姜雪梅 1

14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实验室安

全与技能学术论坛
广州体育学院 冲补强 廖静雯 1

https://search.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7%AB%A0%E9%A9%AC%E5%8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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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专著、专利

序号 名 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

1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spinopelvic
parameters with standing
balance and gait
characteristics
i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Lenke V

刘亚楠（学）,李香兰

（学）,窦潇然（学）,

黄治官,王俊（外）,廖

八根,张晓辉

2022.11

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Do the three-dimensional

parameters

of brace-wearing patients with

AIS change when transitioning

from standing to sitting

posi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Lenke I

Xiaohui Zhang,

Daoyang Yang, Shuo

Zhang, Jun Wang, Yuan

Chen, Xiaoran Dou,

Yanan Liu,

Xianglan Li and Bagen

Liao

2022.05

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2
功能性近红外光学成像在运动认知

神经科学中的应用

项明强,黄文琴（学）,

李文静（学）,刘书芳,

廖八根

2022.05 科技导报

3

肌骨超声评估支具干预对 Rigo E

型青少年特发性 脊柱侧凸椎旁软

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张晓辉,韩晓峰（外）,

廖八根
2022.08 临床超声医学杂志

4

Evaluation of a social

worker-led health care program

for low-income elderly women: a

pilot trial

Xueji Wu（外）,廖八根,

胡敏
2022.01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 肥胖症的运动干预：理论与实践 胡敏，廖八根 ，等 2022.12 科学出版社 著作

6

Reduced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activation in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rs

during the Stroop task An fNIRS

study

项明强,林珑,宋云婷,

胡敏,侯晓晖
2023.01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7

Efficacy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on chronic

migraine: a meta analysis

Zhong Jiugen, Lan

Wanting, Feng

Yanqing, Yu Ligen,

Xiao Rang, Shen

Yingying, Zou Zhi and

Hou Xiaohui

2022.11
Frontiers in

Neurology

8
运动减轻孤独症神经炎症的可视化

分析

蓝婉婷,钟救根,沈莹

莹,龚嘉恒,邹智,侯晓

晖

2022.10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

践

9
运动疗法对慢性非特异性腰痛患者

肌电特征影响的研究进展

曾菊,邹智,钟地养,侯

晓晖
2022.09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10

Baduanjin’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leep quality in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receiving

aromatase inhibitor therap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ingwen Liao, Yanyu

Chen, Li Cai, Kun

Wang, Shenghui Wu,

Lan Wu, Bixiao Song,

Min Hu, Xiaohui Hou

2022.08
Frontiers in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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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22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专著、专利

11

Association of Daily Sitting

Time and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with Body Fat among US

Adults

Jingwen Liao, Min Hu,

Kellie Imm, Clifton

J. Holmes, Jie Zhu,

Chao Cao, Lin Yang

2022.10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12

Aerobic Exercise Prevents

Arterial Stiffness and

Attenuates Hyperexcitation of

Sympathetic Nerves in

Perivascular Adipose Tissue of

Mice after Transverse Aortic

Constriction

Niujin Shi, Jingbo

Xia, Chaoge Wang, Jie

Zhou, Junhao Huang,

Min Hu, Jingwen Liao

2022.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13
运动疗法在青少年近视防治应用的

进展
张雅婷（学），刘书芳 2022.12 预防医学论坛

14
血流限制训练修复膝关节疾病的作

用与价值
卫星; 刘书芳; 毛宁 2022.02

中国组织工程

研究

15
运动调控 FGF21 在改善肥胖相关代

谢性疾病中的作用

杨嘉培;杨桂荣;秦莲;

王心壮;朱光明;李良

鸣;杨文琦

2022.11
生物化学与生

物物理进展

16
运动改善内质网应激减轻瘦素抵抗

研究进展

王心壮（学）; 李良鸣;

杨桂荣; 刘淑靖
2022.12

中国运动医学

杂志

17
高脂饮食诱导肥胖易感和肥胖抵抗

表型差异的研究进展

秦莲，李良鸣，刘淑靖，

王心壮，朱光明，杨嘉

培，杨桂荣

2022.09
生物化学与生

物物理进展

18

Long-term exercise training

down-regulates m6A RNA

demethylase FTO expression in

the hippocampus and

hypothalamus: an e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epigenetic

modifcation

Shu-Jing Liu,

Tong-Hui Cai, Chun-Lu

Fang, Shao-Zhang Lin,

Wen-Qi Yang, Yuan

Wei, Fu Zhou, Ling

Liu , Yuan Luo, Zi-Yi

Guo, Ge Zhao, Ya-Ping

Li, Liang-Ming Li

2022.09
BMC

NEUROSCIENCE

19

Shikonin Could Be Used to Treat

Tubal Pregnancy via Enhancing

Ferroptosis Sensitivity

Yuling Lai, Fuling

Zeng , Zhenyue Chen ,

Min Feng, Yanxi

Huang , Pin Qiu ,

Lihua Zeng , Yan Ke ,

Gaopi Deng, Jie Gao

2022.07

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20

Effects of a vegetarian diet

combined with exercise on lipid

profiles and blood pressu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Yanlong Niu, Hui Cao,

Haitao Zhou, Jianmin

Cao , Zhen Wang

2022.09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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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姓 名
专业技

术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骨骼肌肉功

能解剖学
专业必修课 王春阳 副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2
高级运动生

理学
专业必修课 李良鸣 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3 医学统计学 专业必修课 李军 副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3 循证医学 专业必修课 张晓辉 副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4
高级运动生

化学
专业必修课 翁锡全 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5
运动康复生

物力学
专业必修课 施宝兴 副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6
运动损伤防

治与康复
专业必修课 刘书芳 副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7 运动治疗学 专业选修课 刘书芳 副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8
康复功能评

定
专业选修课 廖八根 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9 运动训练学 专业选修课 罗智 教授 运动训练学院 36/2 中文

10 运动营养应用 专业选修课 李良鸣 教授 运动与健康学院 36/2 中文

11
分子生物学技

术（实验课）
专业选修课 凃耿红 讲师 运动与健康学院 18/0.5 中文

12
专业运动医

学研究进展
专业选修课 各导师 运动与健康学院 144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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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科研教学平台

序号 平台名 时间

1 广东省青少年脊柱健康与运动促进科普基地 2022

2 广东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 2021

3 广体-科莱瑞迪联合实验室 2021

4 广东省青少年脊柱侧凸运动康复与矫形器工程技术开发

中心

2020

5 广东省普通高校国际暨港澳台合作创新平台 2017

6 广东省体育保健与康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7

7 广东省高校运动与健康促进科研型重点实验室 2007

8 广东省运动辅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6

9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技战术诊断与评定重点实验室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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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广州体育学院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00216）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运动医学理论知识和技能及良好的社会适应

能力，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体育科研机构、运动训练基地和保健康复等部门从事运动医学相

关方面的教学、科研、运动康复指导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一）思想政治规格

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与价值观，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勤奋好学，刻苦训练，忠诚于祖国和人民，成为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二）业务培养规格

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运动医学的发展方向及国际学

术研究前沿，掌握运动医学专业基本的诊断治疗技术，并具有一定的教学和临床实践能力。

2.掌握常规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如运动机能评定方法、组织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

术等，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能力。

3.熟练掌握查询信息和检索数据，熟练掌握常用统计学方法和常用办公软件，有一定学

术交流和表达能力，熟练阅读本专业的英语资料。

三、研究方向

（一）运动创伤防治与康复

（二）运动对慢性疾病的影响和机制

（三）姿势矫正的运动疗法及其机制

（四）运动与儿童康复

四、学制和学分

（一）修业年限

学制三年，实行弹性学制，提前完成学业（修满规定的学分）可申请提前申请硕士学位

文答辩。对于在规定的年限内难以完成学业的学生，可允许其延长学习时间，最长可延长 2

年。

（二）学分

在修业年限内需修满 36 学分，且完成学位课程。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学习时间为一年，包括文献阅读和教学实践。临床实践 6 个月，其余时间为科研和

撰写论文时间。硕士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实行学分制。课程设置安排

如下：

（一）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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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必修课（10 学分）

2、专业基础必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

3、专业课（4学分）

（二）非学位课程（不少于 10 学分）

选修课可由导师指定研究生在某范围内选修部分课程或研究生根据个人的特长、爱好、

适应学科交叉需要，选修有关的跨学科的课程。

表 1 运动医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类别 课程类型 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自然辩证法 36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

究
18 1

外国语 108 4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18 1

专 业 基 础

课

医学统计学 36 2

骨骼肌肉功能解剖学 36 2

高级运动生理学 36 2

高级运动生物化学 36 2

运动康复生物力学 36 2

运动损伤防治与康复 36 2

循证医学 36 2

逻辑学 36 2

专业课 运动医学研究进展 144 4

非

学

位

课

程

理 论 选 修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运动机能诊断与评价 36 2

运动治疗学 36 2

康复功能评定 36 2

细胞生物学 36 2

中医骨伤(其中 1/3 的学时为实验课) 36 2

康复心理学 36 2

运动训练学 36 2

运动营养应用 36 2

体适能评定理论与评价方法 36 2

动作评估（实验课） 18 0.5

运动处方设计（实验课） 1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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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实验课） 18 0.5

分子生物学技术（实验课） 18 0.5

生物力学技术诊断（实验课） 18 0.5

细胞培养技术（实验课） 18 0.5

组织学技术（实验课） 18 0.5

技 术 选 修

课

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体育舞蹈、游泳、健身气功、

攀岩、毽球、高尔夫等

2 学分

/36 学

时

六、导师指导

（一）采用导师个人负责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二）研究生以自学为主，采用课堂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形式。

（三）课程学习和科研论文并重，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培养相

结合的培养方式。

（四）导师指导研究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在可能条件下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了解运动

医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培养研究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五）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硕士生应认真学好政治理论课程，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形势教育和公益劳动等活动。

（六）运动医学硕士生应把体育锻炼安排在每日工作计划内，不断加强对体育的了解，

增进健康。

七、实践环节

（一）实习实践安排在第 2 学年，一般是到我校共建的运动医学/运动康复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实习，为期 6 个月。

（二）实施研究生“三助”制度，鼓励研究生申请与竞争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职位。

八、学位论文

（一）开题报告

1、开题前，研究生必须完成 5000—7000 字的文献综述。

2、开题时间为第三学期 11 月。

3、开题后的一个月内，提交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计划。

（二）中期考核

在第三学期末，导师和教研室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学术作风、

课程学习情况及论文进展情况等。第四学期开始后一个月内研究生院对中期考核情况进行复

审，中期考核不合格者，给予中期分流处理（详见《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三）学位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规范要求：格式按照《广州体育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广

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暂行规定》执行有关规定， 一般包括封面、独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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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目录、缩写表、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前言、综述、正文、结论、参考文献、附录、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学术成果、致谢。论文中引用他人成果、学术观点、实验方法时必须标

明出处，合作者及其他人的工作必须明确说明，并给以恰当的致谢。

2、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学术型临床医学硕士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学术价值和意义，论文条理清楚，表达

准确，数据真实可靠，统计正确，结论合理。同时学位论文应能表达作者系统掌握了本学科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基本具备独立从事科研能力。

（四）学位授予

1.修满规定的学分，且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后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发表学术论文规格要求

如下：

（1）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在

相关期刊（必须有正式刊号）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

选的一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论文。

（3）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

选的奥运会、亚运会、全国性运动会和省大学会运动会等举办的论文报告会论文。

2.关于本科非体育专业（或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要求等，参见《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

3.学位论文的规范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

4.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本领域校外专家。

5.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单位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备案，授予医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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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运动医学硕士学位点 2022年度信息报表

学科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量/备注

学科方向 4

师资队伍

职称

教授 9

副教授 7

讲师 12

学位
博士 21

硕士 6

导师
全职硕导 5

兼职硕导 8

科学研究

论文

总数 19

SCI 11

CSCD 6

专著 1

省部以上获奖 0

专利 0

课题

年内到位科研经费（万元）
总数：566.25

人均：28.31

新增科研项目数 14

新增国家级项目 0

新增省部级项目 1

新增厅局级项目数 10

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经费（万元） 893

人才培养

招生人数和

授予学位人数

招生人数 5

授予学位人数 5

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
一等奖

二等奖

0

0

教材 0

学位论文
数量 5

抽检合格率 100%

学生发表论文 7

就业情况 就业率 100%

学术交流

主办国内国际会义 0

国际或国内学术报告
大会报告 0

分会报告 7

科学平台

科研平台

省部级 1

厅局级 3

校级 2

总面积 2000 平米

教学平台

省部级以上教学示范中心 1

省级联合实验室 1

省级科普基地 1

总面积 200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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