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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培养方向 

中药专业学位点依托于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立足于山 

西地方优势资源，围绕道地药材、中成药及经典名方等，针对其所存 

在的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开展资源评价与开发利用、质量标准研究、 

新产品研发与中成药二次开发等相关研究，不断探索区域特色的产学 

研深层合作新模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针对山西省转型发展的需求 

和医药领域薄弱的现状，培养中药学综合性专业人才成为本专业学位 

的定位。学位点现拥有 3 个学科方向：中药制药工程与技术、中药检

验与质量控制和中药产品研发，授予中药专业学位硕士学位。 

（二）师资队伍 

截止到 2023 年，通过扩大国际交流和加强产学研合作，引育了

一批博士化率高（94%）、年轻化有活力的师资队伍，平均年龄 40.5，

师资队伍充满活力。获批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山西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中青年拔尖人才及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各 1 名，青年岐黄学者

1 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2 名，三晋英才 11 名。2023 年度从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引进青年教师 1 名，1 名讲师晋升副教授。 

（三）研究方向 



该学位点面向人类健康保障和国家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求，立足

于山西特色医药资源，围绕道地药材、经典名方、名优晋药等区域优

势资源，针对其生产和应用中存在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以“应用

基础研究”模式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医药卫生领域，

培养医药行业专业人才。其学科方向的研究内涵为： 

中药制药工程与技术：利用现代分离提取技术，以活性为导向提

取、分离区域特色中药、植物、杂粮中的活性成分，并用现代谱学手

段表征活性成分结构，并采用有机合成和生物合成的方法进行天然药

物的全合成和衍生物合成。同时，以中药复方为研究对象，开展制剂

学研究，并对有效成分化学结构、药理活性、体内过程、量-效/毒等

性质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中药检验与质量控制：围绕山西道地药材进行资源考证、种质资

源评价与质量控制等相关研究；运用化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方

法和技术来研究药物的分析检测方法、生物学有效性、生物学作用机

制、代谢过程、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临床监测，以及中草药有效成

分的定性和定量等，特别是利用代谢组学技术提高药物分析的灵敏度、

准确度。此外，从微生物的角度，开展微生物资源研究、药用植物质

量评价、药物生物合成研究和药物作用机制研究。 

中药产品研发：以经典名方、山西省大宗药材等提取得到的中药

粗提物、中药有效部位、有效成分群或单体化合物为研究对象，从整

体动物、组织器官、细胞、分子靶标不同层次利用多组学、生物信息

学等多学科技术开展药效评价与机制研究，从而发展中药产品。 



（四）培养条件 

1.教育部平台、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化学生物学与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其他省级支撑平台  

山西省教育厅创新团队：山西省“1331 工程”晋药材品质评控

与资源利用创新团队。 

省级重点实验室：地产中药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山西省重点实验

室、名优晋药再开发山西省重点实验室。 

省级科技平台：山西省药材资源研究与药物研发重点科技创新平

台。  

省级工程中心：山西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与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山西省科技创新重点团队：中药材品质评控与资源利用。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山西振东制药研究生教育培养基地。  

3.校级平台 

校级研究生教育基地：本草生物学研究生培养基地。 

山西大学大健康研究院：汇聚了山西大学化学、生物学、医学领

域的优势学科资源。 

4.2023 年新建平台 

建立山西锦烁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教学实践基地。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一）思政教育 



新生入学开展安全和纪律教育、校史文化宣传。课程学习自然辩

证法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三全育人”的实

施过程中，学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近年来，70%以上同学成为入党

积极分子，近 35%的同学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同学在学习生活中，

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团组织和党组织的各项活动。通过让学生参

与各实验的管理，提高学生责任感。为进一步提高实验室师生的安全

意识和紧急避险能力，举办消防演练，学位点师生均参与了此项活动。

本次活动达到了“增强安全意识，学习安全知识，熟悉疏散路线，掌

握逃生本领”的目的，此次活动是一次实战演练，使全体师生树立了

安全至上的理念，进一步了解了消防安全常识，提高了对抗突发事件

的应变能力，对营造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提高师生的安全防护和应

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学位点举办“忆往昔情谊，赴锦绣前程” 研

究生毕业欢送晚会，学院党委副书记马俊红发表开场致辞，首先向全

体毕业生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表达了对 23 届毕业生的真挚祝福和殷切

期盼，同时寄语毕业生，祝愿他们在以后的道路上不断克服困难，学

会解决挫折，要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要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幸福观，要不断充实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二）制度建设 

山西大学研究生院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 

予工作规定》，旨在全面提高研究教育质量。①建立教师和学生听课

评价机制，对评价低的教师减少招生指标和取消考核评优，促进教师

授课水平提升。②建立学校、学科、导师和授课老师等多元的督促模



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提升课堂效率。③全部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全部进行盲审，提高研究生培养终端控制质量要求。 

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结合教指委

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体现研究生培养与职业资格培训相结合，注重

理论知识与领域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培养。学位课内容除通识知识和领

域专业知识外，在选修课中针对研究方向的侧重点的要求不同，分设

了不同的实验技术课程供学生选择。 

（三）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水平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事

关国家和民族未来。 

一是突出党建引领。坚持“三线联动”，以党组织的全面过硬带

动师德师风建设成效的全面提升，本年度在“双带头人”组织带领下

开展全体教师师德、师风、作风专题讨论会，强调日常行为规范、学

术风气。二是突出制度保障。制定实施《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的实施意见》，把“强师行动”作为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

的首个攻坚行动计划，签订《教师师德承诺书》；年末则以年度考评、

学生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教师进行师德师风考核。三是坚持规则立行。

通过教职工大会、理论学习、组织生活、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宣讲《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等教师行为规范。新教师入职培训中专题讲解准则要求，定期

编发师德师风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树牢教师的底线意识、纪律

7 意识。形成“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长效监督机制。挖掘典型事

迹，引领教师主动把“师德为上”的要求内化为教师的自觉追求。 

（四）培养条件建设 



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以创新发展为指引，培养高质量人才

为目标，积极引进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复旦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优秀毕业博士 3 名，新增专业学位校外导师 3 人。积极研究

成果落地转化，促成柴归颗粒转化 2600 万，是本学科开展有组织科

研、深度融入山西创新发展、打造“山大科转模式”升级版的又一标

志性成果。 

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指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千方

百计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师生心坎上。改善了研

究生自习室的环境，重新粉刷科学会堂，拓宽 7、8、9 层实验室、自

习室空间；购入细胞相关显微镜等仪器；出台 2023 版中医药现代研

究中心学生管理手册。 

各课题组每周开设导师课和科研训练的个性化指导；通过依托导

师项目合作，与国内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学术会议、

暑期项目、实习等“国际交流”机会开阔学生的视野。广泛开展学术

交流：多次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

术会议上作报告、多次邀请境外专家开展讲座报告、资助教师开展国

内外学术交流专项经费。2023 年本学位点师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51 次，受邀做大会报告会议 15 次，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交流 4

次。 

（五）科学研究工作 

本年度新立项项目共计 34 项： 



国家级：国家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项，总计 425 万元；省级：

山西省省级项目 7 项，总计 169 万元；横向：22 项，总计 178.75 万

元；到账经费总计 772.75 万。 

本年度共发表学术论文 57 篇，其中 SCI 论文 32 篇，一区 9 篇，

二区 12 篇，三区 7 篇，四区 4 篇，TOP 论文 16 篇；一级主学报 17

篇，二级主学报 6 篇，其他 2 篇。 

亮点文章： 

周玉枝教授：JournalofPharmaceuticalAnalysis1 区 TOP 论文 1 篇，

IF=14.02,是我校药学学科自建立以来首篇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高水平

文章。 

高丽副教授：发表综述一篇：AgeingResearchReviews（IF：13.1） 

本年度共获奖 1 项，首届恒山黄芪新品研发大赛暨精深加工论坛

在山西省浑源县举行，中心创制的“芪福三晋”恒山黄芪亮肤旅行装

获大赛一等奖。 

（六）招生与培养 

2023 年度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招生 44 人，2023 年授予中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34 人，签约党政机关、高等教育单位等事业单位

的人数占比 15%，签约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人数占比 38%，升学人

数占比 20%，自主择业的人数占比 27%。毕业生主要在全国各地医疗

机构、药品检验、管理部门、科研单位及医药院校等从事研发开发、

质量控制、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三、学位授权点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一年取得成绩的同时，本学位点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各教育阶段的特点，以高层次人

才培养为目的进行总体设计。目前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综合

性大学中与一流大学相比，其知名度相对有待提高，同时学校对该学

位授权点的宣传力度和支持力度不够；因平台发展受限，学科产出高

水平科研成果较少；国外交流较少；同时缺乏高层次人才引进，急需

引进多学科交叉人才，例如人工智能在中医药应用等。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以山西大学“双一流”进入快速建设时间为契机，稳扎狠抓，

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和中医药科研思维等，

加强自身建设，凝练形成课题，研究成果利于转化应用，形成“区域

特色和面向行业”的学科特色优势。 

2、提升研究生入学生源质量，是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科研创

新的重要举措。首先，持续建立健全招生选拔机制，注重综合素质评

价。其次，加强研究生培养前期指导，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研、实践

活动，培养其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同时，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助学

金，吸引优秀学子申请研究生。此外，加强与高校、企业合作，拓宽

研究生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竞争力。全面施策，以促进人才培养和学

术创新的长远发展。扩大招生力度，与国内一流高校院所建立深度合

作关系，提高山西大学中药学科在国内知名度，打造成为山西名片，

国际品牌。 

3、深入企业生产、研发、科研等行业内部，搜集实际问题，凝



练行业瓶颈问题，拓展研究生课题资源，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拓展研

究生培养资源。另一方面，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前来指导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申报，力争在下年的基金申报中进一步取得突破，尤其是人才项

目和重点项目上的延续拓展。推动学位点内外的学科交叉融合，力争

实现高水平研究论文的持续产出。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领域内

专家来校讲学，提升学科影响力与科研氛围。 

4、持续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学历层次，合理职称和年龄

结构，坚持自主培养和人才引进并重，外引内培，建设一支具备理论

知识与实践应用、教学指导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三位一体”的高素

质师资队伍，培养高水平人才，紧跟国家政策发展，努力提高中药学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建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