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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1005 

一级学科名称：中医学 

 

一、学科概况 

1960 年建院即开设中医学本科专业，扶阳学派大家吴佩衡先生为首任院

长。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权，2018 年获中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现为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

学科是云南省一流学科A类高原学科，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14个，

第一附属医院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建有中医西学博物馆和国

家汉办国际（西学）中医文化推广研究基地。 

学科在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传承创新滇南医学医家学术经验，

兼容民族医学精华和世界优秀传统医学理念，围绕高原疾病及其发病特点，

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创立从疮疡论治慢性前列腺炎、温阳通络法治疗风湿病、

芳香辟秽法防治儿科呼吸疾病、养血活血法治疗皮肤病、三辨三期三调防治

老年病等理论和治法，形成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交融的滇南医学诊疗特色的学

术体系。 

二、二级学科 

本学位授权点有 15 个二级学科，分别为： 

1.【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阐述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其中医学应用的基

本原理和中医养生及疾病防治原则的基础理论学科。秉承中医理论之精华，



    

 

结合云南地方特色，采用传统与民族相结合

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法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

2.【中医临床基础】

作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为研究重点

临床研究方法，结合云南地方特色

要治则治法的理论和机制

等临床各科疾病中的应用及科学内涵

3.【中医医史文献】

学进行研究的学科，包括中医学史

床经验总结等内容。对中医各家学说与流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

献、中国医学史文献进行研究

中医药文献及云南地方医药文献研究特色

的需要。 

4.【方剂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及其临床运用的基础学科

开课建设为支撑，学科注重方剂配伍规律理论与临床关系研究

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

围绝经期综合征、不孕症

疗方药的配伍理论研究、

5.【中医诊断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各科的桥梁。在传承传统中医诊法辨证的基础上

采用传统与民族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医治则与治

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中医学术传承及文化研究等多个研究方向

】是以《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等中医经典著

作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为研究重点。以辨证论治体系为中心，采用古今文献和

结合云南地方特色，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要治则治法的理论和机制，深入研究经方在治疗外感病、内伤杂病

等临床各科疾病中的应用及科学内涵，是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桥梁

】是运用文史学、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

包括中医学史，中医文献与历代著名医家学术思想与临

对中医各家学说与流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

中国医学史文献进行研究，突出体现中医历代名家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

中医药文献及云南地方医药文献研究特色，以适应中医药文献现代研究发展

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治法与方剂组方原理

及其临床运用的基础学科。以云南省一流本科课程、精品课程、

学科注重方剂配伍规律理论与临床关系研究，

恐惧症、强迫症、睡眠障碍、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孕症、痤疮、黄褐斑等内科、妇科及皮肤科心身疾病治

、临床及实验研究等方面独具优势。 

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研究诊察疾病，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是衔接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临床

在传承传统中医诊法辨证的基础上，结合云南地域特点和民族

2 

相结合、医学与多

中医治则与治

中医学术传承及文化研究等多个研究方向。 

等中医经典著

采用古今文献和

，阐述中医主

内伤杂病、疑难病

是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桥梁。 

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

中医文献与历代著名医家学术思想与临

对中医各家学说与流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中医药文

突出体现中医历代名家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

以适应中医药文献现代研究发展

研究治法与方剂组方原理、配伍规律

、精品视频公

，在类风湿、

多囊卵巢综合征、月经不调、

妇科及皮肤科心身疾病治

辨识病症的基

是衔接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临床

结合云南地域特点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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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特色，在常见疾病的中医证治规律研究、云南民族民间传统医药诊疗方

法及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独具特色。 

6.【中医内科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内科风湿病、老年病、肿瘤、

津液病、脾胃病、肝胆病、肺病、肾病、心血管、急诊、脑病等常见多发病

的病因病机及诊治规律的临床学科。在充分运用中医理论知识和现代科学技

术与方法研究内科疾病的发病机制、理法方药规律和提升疗效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云南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特色优势，深入挖掘、整理、研究滇南医学及

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名医名家学术思想、经验、诊疗技术和云南地域流

派学术特点。 

7.【中医外科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男科、皮肤、肛肠、普外等

疾病病因病机及诊治规律的临床学科。传承中医外科独特诊疗方法并结合云

南气候和疾病特点，在不育、前列腺疾病、性功能障碍、损容性皮肤病、肛

肠及乳腺疾病诊治上独具优势特色。形成了基于疮疡理论论治慢性前列腺炎

的专家共识。 

8.【中医骨伤科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脊柱脊髓疾病、骨关节炎、

骨质疏松症、创伤等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治规律的临床学科。通过整理和分

析文献研究、探讨名老中医临证经验，总结现代中医对上述疾病的认识和诊

治规律。 

9.【中医妇科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女性解剖、生理、病因病机

及其经、带、胎、产、妇科杂病等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治规律的临床学科。

基于云南地域特点，融合民族医药优势，以理论体系为核心，探讨、阐明中

医药调治妇科疾病主要治则治法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并对中医经典著作

及滇南中医妇科不同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经验及特色诊疗技术进行研究。 



    

 

10.【中医儿科学】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疾病防治规律的临床学科

小儿神经内分泌疾病”等方面已形成稳定研究方向

抑郁等疾病，特别是小儿紫癜

药研究独具特色，并在芳香疗法基础上研发多种儿童健康产品

11.【中医五官科学】

眼底血证等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治规律的临床学科

因病机、诊法与辨证、

研究内容，强调应用现代生物实验技术

规律，重点突出对鼻科、

12.【针灸推拿学】以中医理论为指导

络、腧穴的理论基础，

方特色，吸纳国内外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

刺法、灸法、推拿手法

派及名家经验研究，探索相关规律及机理

具影响力的针灸推拿学科

13.【民族医学】以研究傣

医药文献与理论、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

医学人类学、民族医药规范化研究

疗技术、有效单方、民族医药文化

和作用机制，探讨药物与方剂在治疗临床各科疾病中的应用规律及其机理

同时对民族医学经典著作及著名民族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进行研

究。 

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儿科

疾病防治规律的临床学科。中医药防治“小儿肺系疾病、小儿过敏性疾病

等方面已形成稳定研究方向。主要开展中医药在肺系

特别是小儿紫癜、性早熟及小儿脑系抽动症及行为异常的中医

并在芳香疗法基础上研发多种儿童健康产品。

】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研究喉痹病、鼻鼽病

眼底血证等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治规律的临床学科。以中医五官的生理

、治则治法、证治规律及其预后、护理、康复等为主要

强调应用现代生物实验技术，深入探讨疾病的病因、

、耳科、喉科、眼科疾病的中医防治学术研究

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紧扣针灸、推拿两大方向

，刺法、灸法、推拿手法防治疾病的原理。

吸纳国内外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围绕经穴辨证诊断、

推拿手法、针灸推拿辅助产品和仪器研发、经典文献挖掘

探索相关规律及机理，形成具有云南地方特色

具影响力的针灸推拿学科。 

以研究傣、彝、藏等民族医学理论体系为核心

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民族民间验方筛选与评价

民族医药规范化研究。抢救性发掘整理民族医药文献

民族医药文化，阐明民族医学主要治则治法的理论基础

探讨药物与方剂在治疗临床各科疾病中的应用规律及其机理

民族医学经典著作及著名民族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进行研

4 

病理特点及儿科

小儿过敏性疾病、

主要开展中医药在肺系、

性早熟及小儿脑系抽动症及行为异常的中医

。 

鼻鼽病、鼻渊病、

以中医五官的生理、病

康复等为主要

、病机及演变

眼科疾病的中医防治学术研究。 

推拿两大方向，研究经

。立足云南地

、穴位配伍、

经典文献挖掘、流

形成具有云南地方特色、国内颇

藏等民族医学理论体系为核心，围绕民族

民族民间验方筛选与评价、民族

抢救性发掘整理民族医药文献、特色诊

阐明民族医学主要治则治法的理论基础

探讨药物与方剂在治疗临床各科疾病中的应用规律及其机理，

民族医学经典著作及著名民族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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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医心理学】是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现象的认识，运用中医基础

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心理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心理现象发生、发展以及

心理因素在人体健康、疾病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以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心理学”建设为支撑，在中医心理学基础理论与

文献研究、心身疾病的中医防治研究、情志疾病的实证研究等方面独具优势

特色。 

15.【中医人类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

医的学科，以整体观和相对论为指导，以田野调查为特色学科方法，主要研

究不同时空中的中医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比较不同时空下中医的不同

形态与共同的本质，以获得对中医（乃至医学、人类文化）更本质的认识。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热爱中医药事业，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素养，有志于中医学术

研究； 

2.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现代科研、人文研究方法

与技术，能运用中医传统方法或现代手段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工作，以及对研

究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 

3.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和系统深入的学科知识；掌握中医经典理论，

了解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知识； 

4.具有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信息检索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能力、

学术交流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与社会环境适应能力等； 



    

 

5.掌握一门外国语，

究，撰写学术论文，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

五、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实行学校-学院-导师

的第一责任人，实行导师

和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培养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融入培养全过程和实践活动中

理体系，实现全员、全程

3.课程教学 

采用案例教学、PBL

程内容，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

别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教育。 

4.必修环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的必修环节包括

专业实践，完成全部必修环节获

论文答辩。 

，能熟练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并开展学术研

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导师（导师组）三级模式进行管理。导师是研究生培养

实行导师（导师组）负责制，并成立导师指导小组

和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培养工作。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培养全过程和实践活动中，贯通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

全程、全方位育人。 

PBL、翻转课堂等线上、线下或混合式教学方法

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

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加强融入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的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

完成全部必修环节获 3 学分。必修环节不合格者，

6 

能熟练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并开展学术研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

并成立导师指导小组，由导师

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教材体系和管

线下或混合式教学方法，优化课

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

加强融入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

、学术报告、

，不能参加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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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8 次，并填写

《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表》作为考核依据，学术活动合格者获 1 学分。 

（2）学术报告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做 1 次与本学科领域相关的学术报告（开题报告除

外）。如为校内报告，须经学位点确认，作为考核的依据；如为国内或国际

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则应以会议报告日程安排或大会论文集等为依据，学术

报告考核合格获 1 学分。 

（3）专业实践 

①教学实践：面向本科学生，协助教师辅导答疑、辅助上实验课、小讲

课、协助教学管理等，不少于 8 次，每次 1 学时，并填写相应记录本。 

②科研实践:积极参与导师及指导小组成员的科研选题、实验设计，完成

学位论文的实验观察、文献研究或实习实训、田野调查等，累计科研时间不

少于 12 个月。研究形式可以是临床试验，也可以是动物实验或田野调查。 

③临床实践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中医医史文献、方剂学、中医诊断学、

民族医学、中医心理学：参加临床实践或实习实训，原则上一般不少于 3 个

月，导师或临床指导教师对其工作表现作出鉴定。 

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五官科学、针灸推拿学：参加门诊或者住院部的临床实践，原则上一般

不少于 6 个月，由导师或指导教师对其临床工作表现作出鉴定。 

④考核：完成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临床实践考核者，获 1 学分。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2.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

课。 

3.学分要求：必须修满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

过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

课程内容、教学要求、

现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工作量。学位论文工作一般

与答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学时计 1 学分。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必须修满 27 学分，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 1）。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

过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

、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要满足一定的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开题、中期检查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8 

、非专业选修

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

各门课程根据

注重过程性考核，体

创新性思维和

要满足一定的

中期检查、论文评阅

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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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周晓娜  杨隽 

学位点负责人：秦国政 

                                      审核人：赵荣 

 

 

 

 

 

 

 

 

 

 

 

 



    

 

附件 1 

中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S20230801 

专 

业 

课 

S20220102 《黄帝内经

S20220103 《

S20220104 《金匮要略

S20220105 

S20230201 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S202301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S20220110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111 

S2022010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S20220113 中医药传统文化基础

S20220114 
中医临床基础辨证方法

S20220115 中医学术思想源流概要

S20220116 方剂研究进展

S20220117 中医诊法与辨证研究

S20220203 中医内科学研究

S20220204 中医外科学研究

S20220205 中医骨伤科学研究

中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32 2 1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英语 32 2 1 考试

黄帝内经》研究 32 2 1-2 考试

《伤寒论》研究 32 2 1-2 考试

金匮要略》研究 32 2 1-2 考试

温病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药科研思路与方法 16 1 1-2 考试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16 1 1-2 考试

医学统计学 32 2 1-2 考试

循证医学 16 1 1-2 考试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药传统文化基础 32 2 1-2 考试

中医临床基础辨证方法 

概论 
32 2 1-2 考试

中医学术思想源流概要 32 2 1-2 考试

方剂研究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诊法与辨证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内科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外科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骨伤科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10 

中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考核

方式 
备注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各专业选修 

考试 各专业选修 

考试 
中医基础理论方向 

选修 

考试 
中医临床基础方向 

选修 

考试 
中医医史文献方向 

选修 

考试 方剂学方向选修 

考试 
中医诊断学方向 

选修 

考试 
中医内科学方向 

选修 

考试 
中医外科学方向 

选修 

考试 
中医骨伤科学方向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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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80 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选

修

课 

专业

课 

S20220206 中医妇科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妇科学方向 

选修 

S20220207 中医儿科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儿科学方向 

选修 

S20220208 中医五官科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中医五官科学方向 

选修 

S20220301 针灸推拿学研究 32 2 1-2 考试 
针灸推拿学方向 

选修 

S20220401 民族医药学概论 32 2 1-2 考试 各专业选修 

S20220118 中西医临床心理治疗学 32 2 1-2 考试 
中医心理学方向 

选修 

S20221201 中医人类学概论 32 2 1-2 考试 中医人类学方向 

选修 
S20221202 医学人类学 32 2 1-2 考试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科，

在线开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全校性选修 

必 

修 

环 

节 

S20221001 学术活动  1 1-6   

S20221002 学术报告  1 1-6   

S20221003 专业实践  1 1-6   



    

 

中西医结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一级学科代码：1006 

一级学科名称：中西医结合

 

一、学科概况

我校“中西医结合”学科于

2003 年获得“中医医结合基础

重点建设学科，2011 年成为云南省

医结合基础”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

五”一流学科 A 类高原学科

学科集中西医结合基础

及疏调等学术流派、民族医药特色与区位优势

族医药特色为支撑，接轨国际先进医药科技成果

心元素的科学内涵、拓展中医药在现代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中的影响力

云南省具有唯一性和先导性的学科

法为基础，由中西医结合生理学

复学等学科群组成，综合应用生命科学

学科交叉的角度开展中医临床治疗

多方面的研究，探明中医药相关理论与人体疾病与健康的关系

中医药客观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

作用，在中西医结合临床

合动物模型等研究方面形成显著优势

中西医结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中西医结合 

一、学科概况 

学科于 2000 年获得“中西医结合临床”学位授权点

中医医结合基础”学位授权点；2006 年成为云南省

年成为云南省“十二五”优势特色建设学科，

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2016 年入选云南省

类高原学科。 

学科集中西医结合基础、临床、护理、康复为一体，依托云南中医扶阳

民族医药特色与区位优势，以特色专科、优势病种和民

接轨国际先进医药科技成果、坚持发掘祖国传统医学核

拓展中医药在现代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中的影响力

云南省具有唯一性和先导性的学科。学科以中医基础理论和现代科学研究方

由中西医结合生理学、病理学、微生态学、免疫学、

综合应用生命科学、现代医药学研究技术与方法

学科交叉的角度开展中医临床治疗、中医基础理论、治则治法、

探明中医药相关理论与人体疾病与健康的关系，

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以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提供支撑

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证候、微生态与免疫学、病理生理及病证结

合动物模型等研究方面形成显著优势。 

12 

中西医结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位授权点，

年成为云南省“十一五”省级

，2012 年“中西

年入选云南省“十三

依托云南中医扶阳

优势病种和民

坚持发掘祖国传统医学核

拓展中医药在现代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中的影响力，是

学科以中医基础理论和现代科学研究方

、护理学、康

现代医药学研究技术与方法，从多

、药理药效等

，进一步促进

为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提供支撑

病理生理及病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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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研究方面，重视中医学对疾病的病因与病机的认识，关注中医学

在理法方药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应用包括生理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药理学等现代生物医学

基础和研究方法，深入诠释中医药（包括针刺等非药物疗法）对机体器官组

织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揭示中医药作用的生物活性分子、作用靶点及病

理转归的规律，探讨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机制。在临床研究方面，既重视中医

学的丰富实践经验及在中医诊断和防治各科疾病方面的临床理论，也十分关

注西医各临床学科包括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肿瘤学、五官

科学等的理论、方法及最新进展。通过基础与临床的密切配合，大力促进中

医、西医两套理论及方法相互取长补短，逐步有机结合，形成中西医结合特

有的诊断及防治疾病的理论、思维和方法。 

二、二级学科 

本学位授权点有 5 个二级学科，分别为： 

1.【中西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基础把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实

验技术方法有机结合，基于中医学核心元素的科学内涵，阐明机理，进而获

得并提升新的医学认识。学科综合运用免疫学、微生态学、病理学、生理学、

药理学等研究手段和技术方法，多角度、多层面深入开展中医病因病机、证

候特征、辨证规律、中医临床用药规律、治则治法、药理药效等方面的研究，

形成了中西医结合防治肺病、肝病、代谢性疾病、肿瘤、神经精神疾病等稳

定的研究方向，多学科交叉共同揭示疾病的发病机制及中医药的防治机理，

优化并形成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新方案，为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提供支撑。 

2.【中西医结合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是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

学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阐明其科学内涵，推动中医学与现

代科学技术的互相渗透，充分发扬中医学对生命现象和疾病防治规律的独到



    

 

认识和富有成效的疾病防治手段

系，达到提高临床疗效和推动医学理论创新的一门临床交叉学科

特色专科、优势病种和民族医药特色为支撑

出中西医特色，结合现代医学最新诊治技术与方法

中医学术思想、诊疗经验

和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专业布局和结构，目前已形成特色鲜明

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

西医结合临床骨伤科、中西医结合临床五官科六个稳定的专业研究方向

3.【中西医结合护理

医理论和方法，探讨人类战胜疾病和维护健康的护理过程的交叉学科

医结合护理在整体观的指导下

题，制订护理计划，辨证施护

康复护理、中西医结合老年护理

方向。 

4.【中西医结合康复

医学理论基础之上，探讨将中医传统治疗

技术有机结合，以促进神经康复

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面向国家大众健康保健及科学发展前沿需求

整体康复观、辨证康复观

与现代康复医学相结合

中西医结合康复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

康复学科发展，为综合性医院和康复专科医院培养全面的康复人才

复服务人民健康能力。 

认识和富有成效的疾病防治手段，充实和丰富西医学乃至生命科学的知识体

达到提高临床疗效和推动医学理论创新的一门临床交叉学科

优势病种和民族医药特色为支撑，在中西医结合理论指导下

结合现代医学最新诊治技术与方法，整理、应用云南省名老

诊疗经验，创新中西医结合理论与实践，并且紧密结合国家

和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发展规律

目前已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显著，包含中西医结合临床内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妇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

中西医结合临床五官科六个稳定的专业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西医结合护理是运用现代护理科学知识

探讨人类战胜疾病和维护健康的护理过程的交叉学科

医结合护理在整体观的指导下，采用中医辨证、西医辨病的方法提出护理问

辨证施护，并评价护理效果。本专业形成了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老年护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四个较为稳定的研究

中西医结合康复】中西医结合康复学是建立在中医康复学和现代康复

探讨将中医传统治疗、保健技术与现代康复新理论和新

以促进神经康复、运动康复、骨科康复、儿童康复等方向的

该学科面向国家大众健康保健及科学发展前沿需求

辨证康复观、功能康复观、综合康复观为指导，中医康复理论

与现代康复医学相结合、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相交叉的学科优势特色

中西医结合康复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提升康复治疗水平，促进中西医结合

为综合性医院和康复专科医院培养全面的康复人才

 
14 

充实和丰富西医学乃至生命科学的知识体

达到提高临床疗效和推动医学理论创新的一门临床交叉学科。本学科以

在中西医结合理论指导下，突

应用云南省名老

并且紧密结合国家

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发展规律，优化学科

包含中西医结合临床内

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中

中西医结合临床五官科六个稳定的专业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护理是运用现代护理科学知识，结合中

探讨人类战胜疾病和维护健康的护理过程的交叉学科。中西

西医辨病的方法提出护理问

本专业形成了中西医结合

护理管理四个较为稳定的研究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是建立在中医康复学和现代康复

保健技术与现代康复新理论和新

儿童康复等方向的

该学科面向国家大众健康保健及科学发展前沿需求，形成以

中医康复理论

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相交叉的学科优势特色，打造

促进中西医结合

为综合性医院和康复专科医院培养全面的康复人才，促进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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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医免疫学】中医免疫学是中医学、免疫学相结合的现代新兴学科，

运用现代免疫学知识、结合中医理论和方法，探讨研究中医药防治疾病的学

科。该学科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结合点之一，理论基础源于中医学外感六淫之

邪、营卫气血失调、腑脏功能紊乱、痰浊瘀血内生等理论与现代免疫学理论、

技术、方法，从免疫学角度阐述中医方药防治疾病的科学内涵，为中医药防

治疾病提供新的策略与思路。学科满足中医药防治相关疾病免疫机理研究对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通过凝练中医药调节机体免疫在防治肺疾病研究、中医

药防治肝病研究、中医药防治代谢性疾病研究三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学

科方向。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好的人文修养、职业素质、沟

通能力，具备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健康服务的奉献精神。 

2.恪守学术道德，掌握中西医结合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

能，能结合中医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学科，从细胞、

分子、基因等多层面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 

3.掌握本学科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具备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和撰写学术

论文的能力。 

4.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具备一定的外语写作

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导师三级模式进行管理

负责研究生培养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全过程，提倡建立固定的政治学习日制度

术诚信，团结合作精神

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应结合本专业的特点，

力，增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会服务的观念。 

3.课程教学 

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原则，使硕士研究生既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习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

入学 3 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订

可根据课程性质、要求结合研究生本人的情况采取听课

查阅文献、撰写学术报告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实行导师负责制。按照学校

导师三级模式进行管理。提倡建立研究生指导小组，由导师和指导小组共同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研究生

提倡建立固定的政治学习日制度。注重加强学生科学品质

团结合作精神、医德医风的培养。采取政治理论课学习与经常性政

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导师的教书育人作用。研究生在读期间

，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不断提高社会实践能

增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对社会的了解，培养更好地为社

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提升“三全育人”成效，遵循课程学习与科研并重的

使硕士研究生既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又具有较强的从事科学研究或

。课程学习是提高研究生业务素质的基础，

习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以及较好的实验技能

在导师指导下根据培养方案制订《个人培养计划

要求结合研究生本人的情况采取听课、讨论、

撰写学术报告、做学术报告等方式进行，既要发挥教师的指导作

16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按照学校—学院—

由导师和指导小组共同

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研究生

注重加强学生科学品质，学

采取政治理论课学习与经常性政

研究生在读期间，

不断提高社会实践能

培养更好地为社

遵循课程学习与科研并重的

又具有较强的从事科学研究或

，通过课程学

专业知识以及较好的实验技能。研究生在

个人培养计划》。课程学习

、自学辅导、

既要发挥教师的指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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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综合分析、文字和口头表达能

力。 

课程学习一般应在第 1 学年完成，课程学习采取课堂讲授、实际操作、

讨论或自学等学习方式。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技能实践，必修环节不合格者

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 

为全面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新进展和本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高科研能力，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

座等学术交流活动。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

于 8 次，参加学术活动（限于国家和省市学会、学校、各培养单位等要求参

加的学术活动）后，填写《云南中医药大学学术活动、学术报告及专业技能

实践记录考核本》，由导师批阅，学位点审核合格获 1 学分。 

（2）学术报告 

为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要求研究生在阅读大量文

献的基础上，在本学科范围内作至少 1 次学术报告，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时，

必须有导师或指导小组的成员参加考核评分。学术报告后填写《云南中医药

大学学术活动、学术报告及专业技能实践记录考核本》，考核合格获 1 学

分。 

（3）专业技能实践 

①教学实践：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协助导师参加本专业有关课程的

辅导、组织讨论、辅助上实验课等教辅工作，由学位点及导师对其进行考核，

填写相应记录本。 



    

 

②科研实践：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学位论文选题

告、通过开题论证、开展学位课题研究

握基本实验技能和方法

课题研究。 

③临床实践：研究生可在导师指导下

出门诊抄方，每周至少一次

核，填写相应记录本。 

以上三项中，教学实践与临床实践可由导师指导任选一项完成

格获 1 学分。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2.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

课。 

3.学分要求 

研究生毕业必须修满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课程实行学分制，每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包括必修课程不少于

必修环节 3 学分。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

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学位论文选题，

开展学位课题研究，完成学位论文，培养科研能力

握基本实验技能和方法。除此，在导师指导下自主申报课题或参与其他立项

研究生可在导师指导下，从事 3～6个月的临床实践

每周至少一次），由学位点、导师和临床带教老师对其进行考

 

教学实践与临床实践可由导师指导任选一项完成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学时计 1 学分。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满 27 学分，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 1） 

每 16 学时计 1 学分。研究生在校期间应修满至少

其中课程学分包括必修课程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

18 

，撰写开题报

培养科研能力，掌

在导师指导下自主申报课题或参与其他立项

个月的临床实践（跟师

导师和临床带教老师对其进行考

教学实践与临床实践可由导师指导任选一项完成。考核合

、非专业选修

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研究生在校期间应修满至少 27

选修课程不少于 12 学分，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各门课程根据课

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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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

与答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李宁 

学位点负责人：石安华 

审核人：羊忠山 

 

 



    

 

附件 1 

中西医结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S20230801 英语

专

业

课 

S20220119 
中西医结合病理生理学

基础

S20220120 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

S20220110 医学统计学

S202301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121 医学分子生物学

S20220122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

进展

S20220209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S20220210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S20220211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

S20220212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S20220213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S20220214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

S20220606 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培养

S20220618 循证护理

中西医结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1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英语 32 2 1 考试 

中西医结合病理生理学 

基础 
32 2 1 考试 

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 32 2 2 考试 

医学统计学 32 2 1 考试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16 1 1 考试 

医学分子生物学 32 2 1 考试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

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 32 2 1-2 考试 

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培养 32 2 1-2 考试 

循证护理 32 2 1-2 考试 

20 

中西医结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备注 

 

 

 

 

 

 

 

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 

选修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方向

选修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方向

选修 

中西医结合临床妇科方向

选修 

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防向

选修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伤科方

向选修 

中西医结合临床五官科方

向选修 

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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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80 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302 中医传统康复学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康复专业 

选修 
S20220303 临床康复学 32 2 1-2 考试 

S20220123 医学免疫学概论 32 2 1-2 考试 

中医免疫学专业选修 

S20220124 微生物学研究进展 32 2 1-2 考试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

科、在线开放课程 

（若干） 

 ≥1 1-6 考查 全校性选修 

必 

修 

环 

节 

S20221001 学术活动  1 1-6   

S20221002 学术报告  1 1-6   

S20221003 专业实践  1 1-6   



    

 

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1007 

一级学科名称：药学

 

一、学科概况

我校药学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硕士学位授权，2010 年申报获得

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点的具体运行管理工作由中药学院负责

目前，中药学院设有药物化学

源、基础化学和分子药理学等教研室

云南省民族特色养生理论与健康产品工程实验室

成分与功能重点实验室，

研究平台。拥有涉及药学各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业技术队伍和较合理的学科

梯队，具备良好的实验研究条件和所需的仪器设备

究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二级学科介绍

本学位授权点有 6 个二级学科

1.【药物化学】药物化学是有机化学

学科，是药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现与合成，活性筛选和新药研发等

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药学 

一、学科概况 

药学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于 2005 年获得“生药学

年申报获得“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药理学、药物分析学和社会与管理药学 6 个二级学科的

学位点的具体运行管理工作由中药学院负责。 

中药学院设有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剂学、药理学

基础化学和分子药理学等教研室，建设有药学云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云南省民族特色养生理论与健康产品工程实验室、云南省高校天然药物活性

，云南省高校中药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

拥有涉及药学各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业技术队伍和较合理的学科

具备良好的实验研究条件和所需的仪器设备，为培养药学学术硕士研

。 

二、二级学科介绍 

个二级学科，分别为： 

药物化学是有机化学、生命科学与药学学科相结合的交叉

是药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领域包括药物分子设计

活性筛选和新药研发等。我校药物化学专业主要以天然活性成

22 

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生药学”二级学科

，下设生药学、

个二级学科的

药理学、药物资

建设有药学云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云南省高校天然药物活性

云南省高校中药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等

拥有涉及药学各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业技术队伍和较合理的学科

为培养药学学术硕士研

生命科学与药学学科相结合的交叉

研究领域包括药物分子设计，活性成分

我校药物化学专业主要以天然活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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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对象，从成分获取与结构表征、药物合成技术方法、药物分子设计与构

效关系、新药研发和药物生产工艺等多方面开展研究。 

2.【药剂学】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剂型设计原理、制剂处方与工艺技术，质

量控制与合理应用，以开发安全、有效、可控、稳定的药物制剂为目的的应

用基础学科。主要以药物或天然药物方剂的效应成分为对象，进行提取精制、

制剂成型、质量评价与稳定性研究；研究开发新制剂、新方法、新技术、新

工艺。 

3.【生药学】生药学是以生药为研究对象，利用本草学、植物学、药物化

学、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天然药物的综合性应用基础学

科，是药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领域包括生药来源、采集加工、鉴别

特征、化学成分、医药用途、药理作用，以及生药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品

种质量研究评价等。目前主要围绕我省道地药材、民族药和“云药”产业大品

种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4.【药物分析学】药物分析学是现代分离、分析科学和药学学科相结合的

交叉学科，是药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领域包括药物质量和质量变化

规律，分析和控制药物质量的技术方法，药品质量标准和药品检验等。目前

以天然药物为主要对象，根据其化学成分及其结构特征、理化性质、质量变

化规律，开展药物质量分析与控制技术方法、药品质量与质量管理等研究。 

5.【药理学】药理学是生物医学和药学学科之间的连接性交叉学科，主要

以生物化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紧密结合转化医学

研究药物与机体（包括病原体）之间相互作用，是药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领域包括药物的作用及机制、新药发现的途径与方法、药物研发、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等。目前以中药、天然药物及其活性成分为主要研发对象，开



    

 

展代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

及作用机制研究。 

6.【社会与管理药学

法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指导药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

要研究医药领域中的社会

理领域的科学规律和方法

会药学与药事管理、医药产业经济

三、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面向药学行业需求，立足滇南

国，品德优良，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掌握药学专业的基础理论

动态，以及本学科相关技术在医药行业的应用状况

为熟练地应用于专业技术工作

立承担药学专业的教学科研

具备广博的科学基础、

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能力

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的高层次药学人才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休学、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感染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药理学活性

社会与管理药学】社会与管理药学是运用社会学、管理学

方法和技术指导药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

医药领域中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制度特征和相互关系，

理领域的科学规律和方法，促进医药事业和产业健康发展。目前主要开展社

医药产业经济、医药政策与法规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立足滇南，依托云南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及学术道德规范

掌握药学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工作相关实际技能，熟悉本学科发展

以及本学科相关技术在医药行业的应用状况。掌握一门外国语

为熟练地应用于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熟练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技能

立承担药学专业的教学科研、产品研发、生产管理和药学服务等技术工作

、实践能力强，熟悉本学科发展动态，具备一定的写作

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能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的高层次药学人才。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24 

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药理学活性

管理学、经济学及

方法和技术指导药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兴交叉学科，主

，探索医药管

目前主要开展社

医药政策与法规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培养热爱祖

社会公德及学术道德规范，

熟悉本学科发展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

具有熟练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技能，成为能独

生产管理和药学服务等技术工作。

具备一定的写作、

劳全面发展的

最长学习年限含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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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校-学院-导师三级管理制度。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提倡建立研究生指导小组，由导师和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培养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纳入人才培养整体设计中，贯通于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3.课程教学 

遵循课程学习、科学研究训练与学术技术实践并重的原则，使研究生掌

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具有从事本专业科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

学习，研究生应掌握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相应的实验技能。 

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根据

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及时调整和凝练课程内容，

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

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的理解。加强方法论

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独立研究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课程学习可根据课程性质、要求和研究生情况，采取课堂讲授、实验训

练、文献调研、实践见习、专题研讨或自学辅导等方式进行。既要发挥授课

教师的引导和指导作用，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综合分析

能力，课程结束均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考核评定成绩。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实践，完成必修环节共计获

得 3 个学分。必修环节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1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次，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

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活动

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动每次记 0.5 学分，参加省级学会

次记 0.2 学分；参加学校

（或学术讲座、专项技术培训等

（2）学术报告（1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做学术报告

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

学分统计的学术报告应在

报告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动中做报告（大会或分组

学分。在省级及以上学会

会或分组）每次记 0.5 学分

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

（3）专业实践（1

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

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活动，研究生应在参加后的 1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

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参加国家级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参加省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每

参加学校、学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

专项技术培训等）每次记 0.1 学分。 

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做学术报告

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

学分统计的学术报告应在 1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在国家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大会或分组）每次记 1 学分，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次计

在省级及以上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

学分，仅参与壁报展示每次记 0.25 学分

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每次记 0.2

1 学分） 

26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8 次，其中参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4

合格后获 1 学分。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

组织的学术活

组织的学术活动每

举办的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做学术报告 2 次以上，以

合格后获 1 学分。纳入

《研究生学术

组织的学术活

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次计 0.5

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大

学分。在学校、学

0.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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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教学实践（面向本科各环节教学辅助工作）、科研实践（参与

具体的科研项目、实验设计，技术开发和服务等）。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获

1 学分。 

考核方案由学位点负责人提出，通过二级学院审核后实施，具体考核方

式采用提交《专业技能实践报告》（正文不少于 8 千字）、实际操作、现场答

辩相结合进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格

及以上成绩者计 1 学分；不合格不得学分，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核。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1 学分 。 

2.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非专业选修

课。 

3.学分要求：毕业研究生必须修满 29 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 5 学分、专

业必修课 11 学分、专业选修课 9 学分、非专业选修课 1 学分、必修环节 3

分）。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见附表 1） 

5.课程审查机制 

对于新开设课程，严格审查。对于申请新开设课程，学位点组织专家从

课程的目标定位、适用对象、课程内容、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师资力量、

预期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对初步审查通过的新开设课程，要通过

试讲后，方可批准正式开设。 

对于已开设课程，学位点负责对课程开设情况和教学效果进行定期审查，

以确保课程符合培养需要、具有较高质量。对于不适应培养需要的课程，学

位点将及时进行调整；对于质量未达到要求的课程，要根据学位点提出的要



    

 

求进行及时改进。对于无改进可能或改进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课程

将调整任课教师另行开设或停止开设

6.课程教学管理与监督

已确定开设的课程

替换任课教师、变更教学和考核安排

研究生课程开课前

认真进行教学准备，制定课程教学大纲

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提出要求和指导。课程教学大纲是开展教学和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

7.课程考核 

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

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

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作量，硕士研究生至少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论文研究并撰写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

相关办法执行。 

2.中期检查 

对于无改进可能或改进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课程

将调整任课教师另行开设或停止开设。 

课程教学管理与监督 

已确定开设的课程，任课老师必须按计划组织完成教学工作

变更教学和考核安排、减少学时和教学内容。 

研究生课程开课前，任课教师应按照课程设置要求、针对选课学生特点

制定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大纲应对课程各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形式做详实安排，对学生课前准备

课程教学大纲是开展教学和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

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

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考核

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要满足一定的工

硕士研究生至少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论文研究并撰写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与答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管理的

28 

对于无改进可能或改进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课程，学位点

任课老师必须按计划组织完成教学工作，不得随意

 

针对选课学生特点

课程教学大纲应对课程各教学单元

对学生课前准备

课程教学大纲是开展教学和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 

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

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

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考核，通过考

要满足一定的工

。 

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与答

论文开题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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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研究过程中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应在第四学期内完成。中期

检查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王睿睿 

学位点负责人：饶高雄 

审核人：饶高雄 



    

 

附表 1 

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 别 课程编号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S20220902 

S20230801 

 

专
业
课 

S202205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S20220502 药事法规与政策研究

S20220503 

S20220504 

S20230501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论

S20230502 分子生物学与药物筛选实验技术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508 

S20220509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S20220510 

S20220511 

S20220512 

S20220701 社会与管理药学专论

S20220558 健康产品审评与注册

S20220553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S20230503 医学实验动物和动物组织学

S20220549 

S20220583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选论

S20230504 

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32 2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英语 32 2 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32 2 
1-2 

药事法规与政策研究 32 2 
1-2 

药学前沿 32 2 
1-2 

科研思路与方法 16 1 
1-2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论 32 2 
1-2 

分子生物学与药物筛选实验技术 32 2 
1-2 

生药资源学专论 32 2 1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32 2 1 

现代药物分析技术 32 2 1 

药物剂型与设计 32 2 1 

分子药理学 32 2 1 

社会与管理药学专论 32 2 1 

健康产品审评与注册 32 2 1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2 2 1 

医学实验动物和动物组织学 32 2 1 

实验室安全与规范 16 1 1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选论 32 2 
1-2 

医学统计学 32 2 1-2 

30 

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考核 

方式 

备注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查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生药学方向 

必修 

考试 药物化学方向
必修 

考试 药物分析学 

必修 

考试 药物制剂学 

方向必修 

考试 药理学方向 

必修 

考试 社会与管理药 

学方向必修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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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为 80 分。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30505 药物制剂工艺与技术 32 2 1 考查  

S20220518 天然药物质量评价技术 32 2 1 考查  

S20220528 科技文献检索与应用 16 1 1-2 考查  

S20220554 医药知识产权实务 16 1 1-2 考查  

S20220588 现代色谱分析 32 2 1-2 考查  

S20220555 临床药学 32 2 1-2 考查  

S20220524 现代药物设计方法 16 1 1-2 考查  

S20220702 医学社会学 32 2 1-2 考查  

S2022070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2 考查  

S20220704 医药产业经济 32 2 1-2 考查  

S20220706 医药市场营销 16 1 1-2 考查  

S20220707 组织行为学 16 1 1-2 考查  

S20220708 健康管理学 16 1 1-2 考查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科、在线开
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全校性选修课 

 

必修 

环节 

S20221001 学术活动 1 1 1-6   

S20221002 学术报告 1 1 1-6   

S20221003 专业实践 1 1 1-6   



    

 

中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代码：1008  

一级学科名称：中药学

 

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科1977 年开始本科招生，

业建设点、为国家特色专业

品牌专业，省一流专业，

1986年获中药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6年为省“十三五” 

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4

药学、“九五”临床中药学

3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学科依托云南中药资源

药学、南药交融发展的学科特色

任教师队伍，以民族药

药资源、物质基础、中药制剂

究。学科在中药资源多样性

药与南药国际合作交流取得显著成效

进步奖。作为云南省唯一中药学硕士学位点

济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中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中药学 

 

本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建设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学科

，2015年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2020年入选国家级一流专

为国家特色专业，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省八大重点产业引领

，2020 年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为 B（

学位授权点，2011年列为省“十二五”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 一流学科 A 类高原学科，2018 年省级立项建设中药

2004年开始与外校联合培养博士生。拥有“

临床中药学2个省级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傣药学与彝药学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学科依托云南中药资源、区位及民族医药文化优势，形成中药学

南药交融发展的学科特色。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学科背景丰富的专

以民族药、南药、滇南医药与药食同源植物为重点

中药制剂、中药药理药效和临床评价、中药炮制等研

学科在中药资源多样性、道地濒危中药繁育关键技术凸显优势

药与南药国际合作交流取得显著成效 ； 建有省级重点实验室，获得多项省科技

作为云南省唯一中药学硕士学位点，培养了一批扎根边疆，

，推动了云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32 

中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学科。本学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专

省八大重点产业引领

B（国内一流）；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年省级立项建设中药

“八五”实用中

傣药学与彝药学 

形成中药学、民族

学科背景丰富的专

滇南医药与药食同源植物为重点，开展中

中药炮制等研

道地濒危中药繁育关键技术凸显优势，民族

获得多项省科技

，服务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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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授权点有 6 个研究方向，分别为 ： 

1.【中药资源学】围绕云南道地、大宗药材开展系统评价、种质筛

选、规范化生产技术研究；开展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物种生物学、保护生物

学及其开发利用研究。基于区域中药资源及生态优势，开展云南大宗药

材品种的资源繁育、可持续利用研究，在中药、民族药资源开发利用及

标准研究制定方面成效显著。 

2.【中药化学】以经方、验方中云南道地药材、民族药材为主要

研究对象，在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经验指导下，开展活性成分追踪，为

中药创新药物和大健康新产品提供物质基础。聚焦云南道地药材开展

药效引导下活性物质的发现、先导化合物评价、结构修饰与构效关系研

究；对民族药活性成分挖掘与利用实现了产学研结合，为云南省大宗道地

药材的二次开发提供关键技术，服务“云药”产业发展。 

3.【中药药理学】聚焦民族药、南药重点品种及其临床验方，在中

医治则治法指导下，合理选择与中医药理论相匹配的中药药效学研究

的模型及评价指标，开展中医药调整人体内环境稳态，防治脑缺血性

疾病、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药效学、作用靶点、物质基础、安全性、

方法学及关键技术研究，建立中药药效学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中医药研

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4.【中药药剂学】围绕中药经皮与缓控释新剂型构建、中药活性

成分相互作用及其高效递药、复方新制剂与功能食品研发、中药与民

族药饮片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研究。重点开展装载中药活性成份的微

纳制剂、智能凝胶、晶体改性等新型制剂技术和给药系统研究；拥有国内

先进的芳香中药经皮促渗、外用新制剂制备与体内外评价核心技术。 



    

 

5.【临床中药学】以“

安全” 为目标，探讨云南优势特色中药炮制

规律，对中药新药进行临床评价研究

代谢综合征、免疫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相关研究

6.【民族药学】依托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与资源优势

新为原则，开展云南特色民族药的基本理论

药效及其作用机制、质

作等研究。重点开展以傣族

建民族医药理论体系，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掌握中药学学科的基础理论

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实践之中

续发展的素质和潜能，熟悉本学科发展动态

2.掌握一门外语，

语写作、知识传播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药学创新型高层次专业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老药新用，常药特用，优化量效关系，

探讨云南优势特色中药炮制、配伍、用法用量与功效间

对中药新药进行临床评价研究。开展云南道地、优势中药材防治

免疫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相关研究。 

依托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与资源优势，以继承与创

开展云南特色民族药的基本理论、品种品质、物质基础

质量控制、资源可持续利用，新药研发及澜湄区域国际合

重点开展以傣族、彝族为代表的民族医药基础和应用研究

，培养高层次民族药学人才。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掌握中药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能灵活

研究的实践之中，具备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可持

熟悉本学科发展动态； 

，能熟练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具备一定的外

识传播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

药学创新型高层次专业人才。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5年。最长学习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培养方式 

34 

，确保用药

用法用量与功效间

优势中药材防治

以继承与创

物质基础、

新药研发及澜湄区域国际合

彝族为代表的民族医药基础和应用研究，构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品行端正，

并能灵活

具有可持

具备一定的外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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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方式 

实行学校—学院—导师三级管理制度。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提倡建立研究生指导小组，由导师和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培养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纳入人才培养整体设计中，贯通于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3.课程教学 

遵循课程学习、科学研究训练与学术技术实践并重的原则，使研究生掌

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具有从事本专业科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

学习，研究生应掌握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相应的实验技能。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沿引

领和方法传授。根据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及时调

整和凝练课程内容，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建、

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

的理解。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

别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

学术诚信教育。 

课程学习可根据课程性质、要求和研究生情况，采取课堂讲授、实验

训练、文献调研、实践见习、专题研讨或自学辅导等方式进行。既要发挥授

课教师的引导和指导作用，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综合分

析能力，课程结束均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考核评定成绩。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 ：学术活动

得 3 个学分。必修环节不合格者

（1）学术活动（1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

次，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

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活动

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动每次记 0.5学分，参加省级学会

学分 ； 参加学校、学院或学位点

讲座、专项技术培训等

（2） 学术报告（1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

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

学分统计的学术报告应在

告登记表》。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

次计0.5学分。在省级及以上学会

告（大会或分组）每次

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

（3）专业实践（1 

内容包括教学实践

学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实践，完成必修环节共计获

必修环节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

术活动，研究生应在参加后的 1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

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参加国家级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参加省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每次记

学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

术培训等）每次记 0.1 学分。 

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做学术报告

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

的学术报告应在 1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在国家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

（大会或分组）每次记 1学分，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

级及以上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

每次记0.5学分，仅参与壁报展示每次记0.25学分

）举办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每次记 0.2 学分

1 学分） 

内容包括教学实践（面向本科各环节教学辅助工作）、科研实践

36 

完成必修环节共计获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8次，其中参

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4

合格后获1学分。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

组织的学术活

组织的学术活动每次记 0.2

举办的学术活动（或学术

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做学术报告1次以上，以

合格后获1学分。纳入

《研究生学术报

或部门等）组织

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

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

学分。在学校、学院

学分。 

科研实践（参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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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科研项目、实验设计，技术开发和服务等）。专业实践考核合格者获 1 学

分。考核方案由学位点负责人提出，通过学院审核后实施，具体考核方式

为提交专业技能实践报告》（正文不少于8千字）。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1 学分 ；不合格不得学分，

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核。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1 学分。 

2.课程设置包括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非专业选修

课。 

3.学分要求 ：研究生毕业必须修满 27 学分（包括必修课程 15 学分，其中

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非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 

学分、必修环节 3 学分）。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见附件 1）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要满足一定的工

作量。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与

答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

学位点负责人

审核人

38 

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 ：杨竹雅 

学位点负责人 ：张荣平 

审核人 ：张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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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2 2 1 考试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S20230801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

业

课 

S202205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32 2 1-2 考试  

S20220525 中药药性学专论 32 2 1-2 考试  

S20220526 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32 2 1-2 考试  

S20220527 中药质量分析与评价 32 2 1-2 考试  

S20220504 科研思路与方法 16 1 1-2 考试  

S20220528 科技文献检索与应用 16 1 1-2 考试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530 中药资源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根据方向自主

选课，不少于 8 

学分 

S20220536 中药药剂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S20220580 临床中药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S20220578 中药化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S20220579 中药分析专论 32 2 1-2 考查 

S20230501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论 32 2 1-2 考查 

S20220502 药事法规与政策研究 32 2 1-2 考查 

S20230504 医学统计学 32 2 1-2 考查 

S20220576 中药炮制技术与饮片生产规范 32 2 1-2 考查 

S20220574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2 2 1-2 考查 

S20220575 中药材繁育与栽培 32 2 1-2 考查 

S20220532 中药活性成分及分析方法 32 2 1-2 考查 

S20220533 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 32 2 1-2 考查 

S20220590 中药鉴定学选论 32 2 1-2 考查 

S20220558 健康产品审评与注册 32 2 1-2 考查 



    

 

备注 ：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

类别 课程编号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518 天然药物质量评价技术

S20220577 中药药理学与临床应用

S20220544 

S20220535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方法

S20220508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S20230503 医学实验动物及动物组织学

S20220588 

S20220596 中药临床试验与监管

S20220549 实验室安全与规范

S20220554 医药知识产权实务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

在线开放课程

 

必修

环节 

S20221001 

S20221002 

S20221003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天然药物质量评价技术 32 2 1-2 考查

中药药理学与临床应用 32 2 1-2 考查

分子药理学 32 2 1-2 考查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方法 32 2 1-2 考查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32 2 1-2 考查

医学实验动物及动物组织学 32 2 1-2 考查

现代色谱分析 32 2 1-2 考查

中药临床试验与监管 16 1 1-2 考查

实验室安全与规范 16 1 1-2 考查

医药知识产权实务 16 1 1-2 考查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科、

在线开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学术活动  1 1-6  

学术报告  1 1-6  

专业实践  1 1-6  

40 

成绩计 80 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考查  

 

 

根据方向

自主选课，不少

于 8 学分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全校性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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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授权点代码：1054 

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护理 

 

一、专业领域概况 

我校护理学专业于 2002年创办，是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云

南省护理学唯一）、“中西医结合护理”省级一流学科建设点，拥有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中医专业护理学”、教育部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护理学专业教指委委员、云南省高等护理教育教指委主任

委员、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荣获“全国巾帼文

明岗”、云南省高校工委一流党建示范党组织、云南省“三全育人”示范岗等荣

誉。 

护理学位点主动融入区域发展规划，建设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南

亚、东南亚的护理人才培养高地，培养“重思政、厚人文、强技能、融中西、

知前沿、会科研”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才。 

学位点遴选“全国百名优秀护理标兵”“全国杰出护理工作者”“全国中医药

院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全省顶尖护理专家作为导师，

选择全省最优质三级甲等医院建设为实践教学基地，形成四个稳定的研究和

人才培养方向，在传统医药护理技术规范化、中西医结合护理养生保健及老

年病慢性病管理等方面发挥愈加显著的优势，为人才培养提供独具特色的支

撑。 

学位点与瑞典隆德大学、泰国宋卡王子大学、王太后大学等院校建立密

切合作，近年连续成功举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



    

 

作会议暨护理学专业教育高峰论坛

评估工作总结会”作经验交流

需要，学术水平、教育能力

二、专业学位领域

本学位授权点有 4 个研究方向

1.【临床护理】研究范围主要

理、重症监护、慢性病护理

技术、新业务的配合护理等方面

促进临床护理理论和技术的更新

点专科平台，以社会发展需求为指向

展和延伸护理服务领域；

作的重新构架；开展专科护理研究

2.【中医护理】研究范围主要

理、理论体系研究、护理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研究以及优势护理方案研究等

本方向利用学校中医药、

理论与技术，研究如何与现代护理理论知识

业中推广运用。 

3.【护理管理】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护理管理模式研究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环境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的同时，注重结合管理的热点问题如护理经济学

循证护理、临床路径、安全管理与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探索

专业知识技能掌握及专业情感发展的同时

作会议暨护理学专业教育高峰论坛”，连续受邀在“全国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

作经验交流，始终致力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教育能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学位领域（方向） 

个研究方向，分别为：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临床护理理论、临床护理技术

慢性病护理、妇女儿童护理、心理护理及护患关系

新业务的配合护理等方面，目的在于推动临床护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促进临床护理理论和技术的更新。学位点临床护理方向拥有“护理学

以社会发展需求为指向，注重人本观和人文精神，

；研究构筑连续性的护理服务；研究临床医疗护理工

开展专科护理研究。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护理古籍文献挖掘整

护理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研究以及优势护理方案研究等

、民族医药特色平台和资源，整理民族特色医药护理

研究如何与现代护理理论知识、护理技术结合并在人类健康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护理管理模式研究、护理质量管理研究

、护理经济管理研究、护理文化建设研究

。学位点护理管理方向在充分考虑当前护理管理实际

注重结合管理的热点问题如护理经济学、新型护患关系和职业道德

安全管理与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探索，在注重学生对

专业知识技能掌握及专业情感发展的同时，重点培养学生护理管理的思维及

42 

全国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

始终致力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临床护理技术、急救护

心理护理及护患关系、医疗新

目的在于推动临床护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护理学”临床重

，研究如何拓

研究临床医疗护理工

民族医药护理古籍文献挖掘整

护理技术临床应用规范化研究以及优势护理方案研究等。

整理民族特色医药护理

护理技术结合并在人类健康事

护理质量管理研究、

护理文化建设研究、护理管理

学位点护理管理方向在充分考虑当前护理管理实际

新型护患关系和职业道德、

在注重学生对

重点培养学生护理管理的思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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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4.【老年护理】研究范围主要包括老年护理服务制度、内容和方法，以及

社区老年护理相关研究，关注老年人生活质量与护理需求。本方向拥有国家

级老年重点专科平台，针对老年患者机体功能衰退、自理能力差、并发症多、

康复慢的特点，灵活发挥中、西医护理在预防、保健、康复方面的优势，提

升老年人生存和生活质量。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热爱中医药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专业素质、学术

道德和基本的科研素养； 

2.掌握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现代科研和人文研究方法与

技术，能运用中医传统方法或现代手段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工作，以及对研究

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 

3.能基于本专科领域的实践进展和学术发展动态开展研究，传承发扬中

西医结合护理；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的整体观念，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较

强的临床思维和技能，施行“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在中西医

结合慢性病护理等方面发挥优势。熟悉护理学历史、现状及发展动态；培养

一定解决护理实践问题的思维与能力，能在护理实践发展的前沿上创新和探

索； 

4.通过临床实践，掌握常见病基本诊疗知识及操作技术、专科领域相关

知识与技能，培养临床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按护理程序对患者实施



    

 

整体护理； 

5.掌握一门外国语，

究，撰写学术论文，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实行“学校—学院—

双导师负责制，导师小组联合指导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备案；②对硕士生进行政治思想

检查硕士生的课程学习、

2.思想政治教育 

注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品质教育

道德、团结合作精神和科学品质的培养

育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和导师的教书育人作用

究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工作

3.课程教学 

课程学习是提高研究生业务素质的基础

临床见习等多种方法，注重学生思维与能力训练

业知识及技能，又具有解决实际护

可根据课程性质、要求和研究生本人的情况采取授课

，能熟练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并开展学术研

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实践基地—导师”四级管理制度。硕士生的培养实行

导师小组联合指导，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①指导制定个性化的硕士生培养计划，

对硕士生进行政治思想、学风、品德等方面的教育；③

、护理学专业相关方向的临床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

注重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品质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团结合作精神和科学品质的培养。采取政治理论课学习与日常思想教

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和导师的教书育人作用

究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工作，增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课程学习是提高研究生业务素质的基础，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

注重学生思维与能力训练，使研究生既掌握扎实的专

又具有解决实际护理问题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要求和研究生本人的情况采取授课、自学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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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练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并开展学术研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硕士生的培养实行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主要

，报学院审批

③全面指导和

护理学专业相关方向的临床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职业

采取政治理论课学习与日常思想教

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和导师的教书育人作用。鼓励研

。 

讨论式教学、

使研究生既掌握扎实的专

理问题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课程学习

自学等方式进行，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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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又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综合分

析、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实践等，共计 8 学分。必修环

节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 

为促进学生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新进展和本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研究

动态，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高科研能力，研究生必须参加相关会议、

学术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

动不少于 8 次，并填写《学术活动记录表》，学术活动考核合格，获 1 学分。 

(2)学术报告 

为培养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要求研究生在阅读大量文

献的基础上，在本学科范围内，使用 PPT 作 2 次以上的学术报告（文献查新、

开题报告、结题报告等），时间不少于 1 小时，并填写《学术报告记录表》。

学术报告考核合格，可获 1 学分。 

(3)专业实践 

导师与学生根据《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践培养指导方案》制定

实践计划，报学院审核备案。研究生参加本专业的临床护理实践，掌握各种

常见病基本诊疗知识、各项技术操作，能按护理程序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

研究生临床实践前须参加学院组织的岗前培训并通过考核。在各科实习结束

时，研究生须进行出科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临床思维能力

等方面，并认真填写《临床实践记录手册》，送带教教师和临床医院导师审查。

由带教老师评议研究生的实习表现，作出研究生实习鉴定。 



    

 

5.科研实践 

导师及导师组成员对研究生进行科研能力培养

科研设计，收集资料，整理分析

议、学术讲座等各种学术活动

6.中期及终末考核 

学院将分别在第三学期和第五学期组织开展中期

组长由学院分管领导担任

生班主任等组成。考核内容包括

考核、综述、开题报告

考核，终末考核未通过不得参加论文答辩

等奖项评选的必备条件之一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2.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

课。 

3.学分要求：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修满

节学分。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

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导师及导师组成员对研究生进行科研能力培养，指导研究生选题

整理分析，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并积极参加学术会

学术讲座等各种学术活动。 

 

学院将分别在第三学期和第五学期组织开展中期、终末考核

组长由学院分管领导担任，成员一般应由3-5位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

考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学术活动

开题报告、学业记录等。考核不合格者，责令补修并重新接受

终末考核未通过不得参加论文答辩。考核评定合格是参加优秀毕业生

等奖项评选的必备条件之一。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学时计 1 学分。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修满31学分，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

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1）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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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研究生选题，进行

并积极参加学术会

终末考核，考核小组

位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研究

学术活动、专业能力

责令补修并重新接受

考核评定合格是参加优秀毕业生

、非专业选修

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各门课程根据课

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创新性思维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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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完成，需要满足一定的工作

量。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评阅与答

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张朔玮 

学位点负责人：毕怀梅 

审核人：毕怀梅 



    

 

附件 1 

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

S20220902 

S20230801 

专 

业 

课 

S20220601 

S20230601 

S20220603 

S20230602 

S20220605 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培养

S20220606 

S20220607 

S20220608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609 

S20220610 

S20220611 

S20220612 

S20220613 

S20220614 

S20220615 

S20220616 中医基础理论专题研究

S20220617 

 

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2 2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英语 32 2 1 

高级健康评估 48 3 1 

高级病理生理学 32 2 1 

医学统计学 32 2 1 

护理学研究方法 32 2 1 

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培养 32 2 1 

循证护理学 32 2 1 

高级护理药理学 32 2 1 

中医临床护理实践 32 2 1 

中西医结合康复护理 32 2 2 

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 32 2 2 

社区护理理论与实践 32 2 2 

中西医结合老年护理 32 2 2 

民族医药护理 16 1 2 

护理理论 32 2 2 

流行病学 32 2 2 

中医基础理论专题研究 32 2 2 

中西医结合方法学 1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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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试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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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选

修

课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科、在线

开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全校性选

修 

必修环

节 

S20221001 学术活动  1 1-6   

S20221002 学术报告  1 1-6   

S20221004 专业综合能力考核  6 1-6   

备注：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为 80 分。 

 

 

 

 

 

 

 

 

 

 

 

 

 

 

 

 

 



    

 

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授权点代码

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

 

一、专业领域

药学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于

云南省重点学科，云南省民族特色养生理论与健康产品工程实验室

药集团联合技术创新中心等技术研发平台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

南白药集团、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

较好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条件

药学是以医药学和制药工程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为基础

岗位工作技能的训练与掌握

以及药学管理和服务等领域从事技术开发

药品检验、药事管理、

业型药学专门人才。学位点注重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

校外行业领域的产业领军人才

构建指导教师队伍，行业训练效果明显

目、产业技术创新项目

和技术开发，具有明显的产业创新优势和持续的发展能力

二、专业学位领域

本学位授权点有 4 个研究方向

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授权点代码：1055 

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药学 

领域概况  

领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于 2012 年开始招生，在校内建设有

云南省民族特色养生理论与健康产品工程实验室

药集团联合技术创新中心等技术研发平台；在校外与西部民族药新产品开发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中试生产中心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 20余家行业单位共建联合培养基地

较好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条件。 

药学是以医药学和制药工程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立足于医药行业

岗位工作技能的训练与掌握，培养能在药物研发、生产、检验、

务等领域从事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生产经营

、临床药学等专业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学位点注重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由学校双师型导师和

校外行业领域的产业领军人才、技术创新人才、药学及相关学科学术带头人

行业训练效果明显。导师群体承担各级重大科技计划项

产业技术创新项目、企业产品技术开发项目，研究生直接参与产品研发

具有明显的产业创新优势和持续的发展能力。 

学位领域（方向） 

个研究方向，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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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在校内建设有“药学”

云南省民族特色养生理论与健康产品工程实验室、云南白

在校外与西部民族药新产品开发

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中试生产中心、云

余家行业单位共建联合培养基地，具备

立足于医药行业

、流通、使用，

生产经营、质量控制、

、技术型、专

由学校双师型导师和

药学及相关学科学术带头人

导师群体承担各级重大科技计划项

研究生直接参与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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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应用药学】开展以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为主要目标的相关研究与技

术开发。围绕临床合理用药、社会药学服务、药物临床试验研究（GCP）、

药物安全性评价（GLP）、药效学研究，以及新药研发、药品上市后再评价

和不良反应监测等领域或环节，紧密结合临床医学的理论与医疗实践，支撑

临床大品种上市/通过一致性评价，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现代制药技术】开展现代制药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装备在天

然药物产品技术开发、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生产转化等领域的实际运用。围

绕云南省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对科技支撑的需求，开展天然药物资源

精深加工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尤其是针对云南省传统民族医药产业技

术升级、提质增效，以及经典名方名药二次开发的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开展

药物研发和生产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推进医药产业高新技术转化应用。 

3.【药物质量控制技术】开展天然药物质量研究，以天然药物和健康产品

的生物活性效应物质、有关物质、有害杂质，以及控制性指标为主要对象，

研究开发用于药物质量检测分析的先进技术、品质控制的实用方法，制定药

品（产品）质量标准。围绕云南省丰富的天然药物，紧密结合资源开发和产

业转化的实际需求，尤其是道地优势特色中药材、民族药，以及中药新资源、

药食同用资源利用的安全性、标准化开展相关研究与开发工作。注重先进分

析检测技术方法在开发和生产转化应用，提高产业质量管理水平。 

4.【健康新产品开发】开展健康新产品（药品、医疗机构制剂、功能食品、

新型健康产品等）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围绕云南省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尤

其是云南省道地优势特色中药材、民族药，以及中药新资源、药食同用资源

开展相关研究与开发工作。紧密结合传统中医药、民族医药理论与丰富的临

床应用、养生实践经验，采用现代医药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开展天然药



    

 

物资源调研、品种整理

深加工新技术、新产品

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论、专业技术与工作技能

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2.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

知识传播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3.培养具有大健康产业理论思维与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

健康行业领域技术应用发展动态

4.培养具有技术创新思维

能力，能胜任医药及大健康领域的高层次

门人才。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品种整理、种质资源保护、规范种植、相关标准制定

新产品（药品、医疗机构制剂、功能食品、新型健康产品等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面向药学行业需求，掌握药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理

专业技术与工作技能，具有运用专业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

能熟练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具备一定的外

知识传播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培养具有大健康产业理论思维与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熟悉药学及大

健康行业领域技术应用发展动态； 

培养具有技术创新思维，具备较强的产品技术开发、应用与转化实施

能胜任医药及大健康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专业型药学专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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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制定，以及精

新型健康产品等）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品行端正，

掌握药学及相关学科基础理

具有运用专业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实施科

具备一定的外语写作、

熟悉药学及大

应用与转化实施

专业型药学专

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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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按照学校—学院—实践基地—导师四级模式进行管

理。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相应学科、专

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简称校内导师）与联合培养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

责任心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担任联合指导教师（简称校外导

师）联合指导，即“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和

培养全过程协调，校外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校内导师与实践单位

导师按照集体培养的方式，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以及每个研究生的具

体情况，共同制订培养计划，对学生的培养过程进行指导，定期检查实施情

况。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纳入人才培养整体设计中，贯通于学科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3.课程教学 

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根据

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及时调整和凝练课程内容，

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

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的理解。加强方法论

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别能力、独立研究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课程教学内容涵盖公共课程知识、通识理论知识、领域专业知识及职业

培训知识，课程学习可根据课程性质、要求和研究生情况，采取课堂讲授、

案例教学、实验训练、文献调研、实践见习、专题研讨或自学辅导等方式进



    

 

行。聘请在医药行业及健康产品行业研发

等环节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参与课程教学

案例教学有机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术转化应用能力，课程结束均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考核评定成绩

遵循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

工作能力训练、创新技术能力培养的原则

具备熟练的专业工作技能和专业实践应用能力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

节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1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

不少于 8 次，其中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

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4 次

核，合格后共获 1 学分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动每次记 0.5 学分，参加省级学会

次记 0.2 学分；参加学校

（或学术讲座、专项技术培训等

（2）学术报告（1

聘请在医药行业及健康产品行业研发、注册、生产、流通、

等环节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参与课程教学，教师讲授与学生研讨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综合分析能力

课程结束均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考核评定成绩。

专业实践相结合，注重课程思政和职业道德教育

创新技术能力培养的原则，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专业知识

具备熟练的专业工作技能和专业实践应用能力，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能独立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工作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实践等，共计 6

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或专项技术培训

其中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

次，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

学分。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活动，研究生应在参加后的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参加国家级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参加省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每

参加学校、学院、学位点（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

专项技术培训等）每次记 0.1 学分。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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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监管

教师讲授与学生研讨、模拟、

综合分析能力、技

。 

注重课程思政和职业道德教育、专业

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专业知识，

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

能独立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工作。 

6 学分。必修环

或专项技术培训）

其中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

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

研究生应在参加后的 1

 

组织的学术活

组织的学术活动每

举办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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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做学术报告 1 次以上，以

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 1 学分。纳入

学分统计的学术报告应在 1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

报告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在国家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动中做报告（大会或分组）每次记 1 学分，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次计 0.5

学分。在省级及以上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

（大会或分组）每次记 0.5 学分，仅参与壁报展示每次记 0.25 学分。在学校、

学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每次记 0.2 学分。 

（3）专业实践（4 学分）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基地）进行专业实践，并完成学

位论文研究工作。专业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集

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和现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

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校内导师需为研究

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校外导师应协助校内

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应有导师签名的每阶

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操作安全培训、岗位操作规程培

训、规章制度培训、保密规定培训、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并能真实体现专业水平。考核相对集中安排

在第四学期中旬，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

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4 学分；不合格不得学分，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

核。 



    

 

考核由导师（校内导师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业负责人提出，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

采用提交《专业技能实践报告

现场答辩相结合进行。 

各方向具体实践要求见附件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2.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

课。 

3.学分要求：研究生毕业必须修满

环节 6 学分，选修课程

不少于 3 学分，领域专业知识不少于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

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开题

校内导师、校外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工作进展和实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考核方案由学科专

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点）审核后实施，具体考核方式

专业技能实践报告》（正文不少于 1.2 万字）、实践技能实际操

 

各方向具体实践要求见附件 2。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学时计 1 学分。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研究生毕业必须修满 29学分（包括必修课程 15

选修课程 8 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学分需满足职业培训知识

领域专业知识不少于 4 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 1）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

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一般

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与答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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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和实

考核方案由学科专

具体考核方式

实践技能实际操作、

、非专业选修

15学分，必修

其中专业选修课学分需满足职业培训知识

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各门课程根据课

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创新性思维和发

学位论文工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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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李俊 

学位点负责人：饶高雄 

审核人：饶高雄 

 

  



    

 

附件 1 

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S20230801 

 
 
 

专

业

课 

S202205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S20220502 药事法规与政策研究

S20220503 

S20220553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S20220555 

S20230505 药物制剂工艺与技术

S20220557 药品质量标准实务

S20220558 健康产品审评与注册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554 医药知识产权实务

S20220504 科研思路与方法

S20220549 实验室安全与规

S20220528 科技文献检索与应用

S20230504 

S20230503 医学实验动物及动物组织学

S20230501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

S20220508 生药资源学专论

S20230502 
分子生物学与药物筛选实验

S20220512 

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1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英语 32 2 1 考试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32 2 2 考试

药事法规与政策研究 32 2 1 考试

药学前沿 32 2 1 考试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2 2 1 考试

临床药学 32 2 1 考试

药物制剂工艺与技术 32 2 1 考试

药品质量标准实务 32 2 1 考试

健康产品审评与注册 32 2 1 考试

医药知识产权实务 16 1 1 考试

科研思路与方法 16 1 1 考试

实验室安全与规范 16 1 1-2 考查 

科技文献检索与应用 16 1 1-2 考查 

医学统计学 32 2 1-2 考查 

医学实验动物及动物组织学 32 2 1-2 考查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
论 32 2 1-2 考查 

生药资源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分子生物学与药物筛选实验
技术 32 2 1-2 考查 

分子药理学 32 2 1-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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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备注 

  

  

  

 

 
通识理论知识 

 

 

 职业培训知识 

 
临床应用药学方

向必修 

 
现代制药技术方

向必修 

 
药物质量控制技

术方向必修 

 
健康新产品开发

方向必修 

 

职业培训知识 

 

 

 

 

领域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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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80 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511 药物剂型与设计 32 2 1-2 考查 

 

S20220583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选

论 32 2 1-2 考查 

S20220509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32 2 1-2 考查 

S20220588 现代色谱分析 32 2 1-2 考查 

S20220518 天然药物质量评价技术 32 2 1-2 考查 

S20220510 现代药物分析技术 32 2 1-2 考查 

S20220524 现代药物设计方法 16 1 1-2 考查 

S20230506 药物临床试验与监管 16 1 1-2 考查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 

科、在线开放课程（若干） 
 ≥ 1 1-6 考查 全校性选修 

必

修

环

节 

S20221001 学术活动  1 1-6   

S20221002 学术报告  1 1-6   

S20221005 专业实践  4 1-6   



    

 

中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授权点代码：

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

 

一、专业领域概况

本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建设学科

2015 年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

特色专业，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专业，2020 年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为

药学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2016 年为省“十三五”

“九五”临床中药学 2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本学位点立足于云南生物多样性与多民族边疆地区

资源和民族医药、南药传统文化资源优势

务“一带一路”倡议与生物医药大健康

求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与行业领军人才

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材引种驯化

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具有专业知识交叉性

成了中药学、民族药学与药

特色。在道地特产中药、

中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1056  

：中药学 

概况 

本学科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本学科 1977 年开始本科招生

年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2020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省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专业

年云南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为 B（国内一流）；2010 

药学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2011 年列为省“十二五”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一流学科 A 类高原学科。拥有“八五

2 个省级重点学科，临床中药学、傣药学与彝药学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本学位点立足于云南生物多样性与多民族边疆地区，依托丰富的中药

南药传统文化资源优势，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

倡议与生物医药大健康，培养适应区域中医药产业发展需

人才与行业领军人才。本学位点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

中药材引种驯化、质量检验与评价、中药制剂以及

具有专业知识交叉性、实用性、针对性强的特点

民族药学与药学交融发展，中药与南药资源研究为优势的学科

、南药的种源选育与评价、中药制剂研发与质量研

60 

中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年开始本科招生，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为国家

省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专业，省一流

2010 年获得中

学位授权学科，

”实用中药学、

傣药学与彝药学 3 

依托丰富的中药

辐射南亚东南亚，服

培养适应区域中医药产业发展需

本学位点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运

中药制剂以及其他中药

针对性强的特点。形

中药与南药资源研究为优势的学科

中药制剂研发与质量研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 修订版) 

 

61  

究方面形成特色，具有专业技术队伍和合理的学科梯队，与企业、医院、

药检药监机构及研究院所建立了二十余个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已形成明显的

学科优势和稳定的研究方向。 

二、专业学位领域（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有 7 个研究方向，分别为 ： 

1.【中药优良种源繁育与技术】区域中药资源评价鉴定与种源筛选、繁育

技术等研究，道地特色中药材育种、规范化种植技术等研究。对云南大宗特

有中药资源评价鉴定与种源筛选、繁育技术等研究具有显著特色和优势 ；在

以彝药、傣药等为代表的民族药资源研究 ；在云药等区域优势特色大品种栽

培技术研究等方面全国领先。 

2.【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和研究云南民族民间的特色炮制方法，开展

云南省常用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研究。构建云南道地药材和民族民间习用药

材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特色炮制工艺体系，建设中药民族药炮制

工程研究中心，提升云南省中药饮片标准。 

3.【中药药效与安全性评价】云南中药及民族特色药治疗重大疾病的

作用机制及药物使用安全性研究。以云南常用中药及民族药的经典名方、临床验

方为核心，突出中医药理论与药效学研究的结合，掌握中药药效学及安全

性评价的常用方法技术，包括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细胞及分子水平的药效

评估 ；重点开展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皮肤病及脂代谢相关疾

病的中药药效与安全性评价 ； 掌握常用中药的性能、功效、临床应用、使用

注意事项及用药禁忌 ；能初步指导临床医生如何有效评价中药不良反应。 

4.【中药活性物质研究与产品开发】中药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活



    

 

性先导化合物发现、结构修饰与构效关系研究

控制。基于化学物质组学

南药药效物质基础，提升和完善有效成分群制备工艺

药性优势骨架的快速发现

得具开发应用前景的先导化合物

合的中药民族药质量评价体系

5.【中药检验与品质评价

中药、民族药材和饮片为主要研究对象

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

生物检验的药品品质评价模式

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道地中药和民族药核心竞争力

用药安全有效。 

6.【中药制剂工艺与技术

程控制及大品种二次开发

指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

制剂，围绕制剂工艺技术

系统研究，为云南重点中成药品种的工艺改进和二次开发

机构制剂研发等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7.【中药合理应用与监管

提，着眼于科学阐述中药药性理论

掌握中药不良反应的监测与中药应用合理性的监测方法技术

结构修饰与构效关系研究 ；中药民族药质量研究与质量

于化学物质组学、药理学、代谢组学等理论和方法，阐明南药

提升和完善有效成分群制备工艺 ；基于南药

快速发现、高效合成和结构优化，构建活性化学成分库

先导化合物 ；构建基于传统质量鉴定与现代物质基础相结

价体系。 

中药检验与品质评价】云南常用中药和民族药品质评价研究

民族药材和饮片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继承传统中药品质评价的基础上

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传统鉴定方法结合化学检验和

生物检验的药品品质评价模式。主要开展云南常用中药、民族药药材和饮片

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从源头加强药品质量控制，增强云南本土

道地中药和民族药核心竞争力，促进云南中药产业健康发展，确保人民群众

中药制剂工艺与技术】中药民族药制剂工艺技术、新剂型

制及大品种二次开发，中药民族药医疗机构制剂研发。以中医药理论为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聚焦云南特色中成药、民族药以及特色医疗机构

围绕制剂工艺技术、生产过程控制、生产过程中量值传递规律等开展

中成药品种的工艺改进和二次开发、中药民族药医疗

机构制剂研发等提供关键技术支持。 

中药合理应用与监管】针对区域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眼于科学阐述中药药性理论，探讨中药临床有效与安全的应用原则

良反应的监测与中药应用合理性的监测方法技术，确保社会公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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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民族药质量研究与质量

阐明南药、滇

基于南药、滇南药中类

构建活性化学成分库，获

构建基于传统质量鉴定与现代物质基础相结

云南常用中药和民族药品质评价研究。以云南

在继承传统中药品质评价的基础上，

法结合化学检验和

民族药药材和饮片

增强云南本土

确保人民群众

新剂型、生产过

以中医药理论为

民族药以及特色医疗机构

生产过程中量值传递规律等开展

中药民族药医疗

有效、合理为前

探讨中药临床有效与安全的应用原则。

确保社会公众安全、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 修订版) 

 

63  

有效、经济、及时地使用药品。以云南区域用药经验、地方少数民族医药临床

应用情况，挖掘具有区域特色的中药新药，提高中药临床应用安全性。围绕

药事法规与监管技术，为药品注册、知识产权保护、上市后监测与评价，药

品安全监管和风险管理相关法规修订和监管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推动区域中

医药行业发展和促进完善区域药品监督管理体制与机制。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面向中药学行业需求，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中药

学及相关学科基本理论、专业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2.热爱中医药事业，掌握一门外语，能查阅相关专业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写作能力，能结合实际工作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

具备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3.培养具有技术创新思维，具备较强的产品技术开发、应用与转

化实施能力，能胜任中药相关行业工作岗位的高层次、应用型、技术

型、专业型药学专门人才。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5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 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按照学校—学院—实践基地

养的第一责任人，实行双导师制

（简称校内导师）与联合

经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担任联合指导教师

“校内外双导师制”。

校外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

的方式，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以及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

培养计划，对学位论文的选题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

济发展实际情况、医药行业工作特点等紧密结合

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

3.课程教学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沿引领和方法传授。根据学科发展

时调整和凝练课程内容，

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

过程的理解。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

术鉴别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

实践基地—导师四级模式进行管理。导师是研究生培

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相应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

与联合培养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丰富

经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担任联合指导教师（简称校外导师）联合指导

。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

校外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校内导师与实践单位导师按照集体培养

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以及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

对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进行指导，定期检查实施情况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

医药行业工作特点等紧密结合，贯通于学科体系

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优化课程内容

根据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

，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

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强化研究生对创新

加强方法论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

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

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实践，完成必修环节共计获得

64 

导师是研究生培

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

责任心强的具有丰富

联合指导，即

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

校内导师与实践单位导师按照集体培养

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以及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共同制订

定期检查实施情况。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与社会经

贯通于学科体系、教学体

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

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及

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

强化研究生对创新

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

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

完成必修环节共计获得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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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环节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8次，其中参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4

次，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共获1学

分。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活动，研究生应在参加后的 1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

字的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参加国家级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动每次记 0.5学分，参加省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每次记 0.2

学分 ； 参加学校、学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举办学术活动（或学术讲

座、专项技术培训等）每次记 0.1 学分。 

（2）学术报告（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开展学术报告1次以上，以每 

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1学分。须经学

位点确认，作为考核的依据。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报告应在 1 周内提交经

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报告考核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 ：在国家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动中做报告（大会或分组）每次记 1学分，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次计0.5学

分。在省级及以上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大会

或分组）每次记0.5学分，仅参与壁报展示每次记0.25学分。在学校、学院或学位点

（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每次记 0.2 学分。 

（3）专业实践（4 学分）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专业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

“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

与论文工作” 相结合的原则

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

名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

训、规章制度培训、保密规定培训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

在第四学期中旬，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4 学分

核。 

考核由导师（校内导师

实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位点负责人提出，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后实施

能实践报告》（正文不少于

行。各方向具体实践要求见附件

六、 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2.课程设置包括 ：公共必修课

课。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基地）进行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1 年。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

”相结合、“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相结合

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

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名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操作安全培训、岗位操作规程培

保密规定培训、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并能真实体现专业水平。考核相对集中安排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

学分 ；不合格不得学分，可在第五学期申请再次考

校内导师、校外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

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考核方案由学

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后实施，具体考核方式采用提交

正文不少于 1.2 万字）、实践技能实际操作、现场答辩相结合进

各方向具体实践要求见附件 2。 

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6 学时计 1 学分。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非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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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业实践，并完成

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

相结合、“专业实践

，校内导师需

。校外导师应

。应有导师签

岗位操作规程培

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考核相对集中安排

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

可在第五学期申请再次考

、工作进展和

考核方案由学

具体考核方式采用提交《专业技

现场答辩相结合进

非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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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分要求 ：研究生毕业必须修满 28 学分（包括必修课程 13 学分，选修

课程 9 学分和必修环节 6 学分 , 其中专业课学分需满足通识理论知识 6-8 

学分、领域专业知识 6-8 学分与专业知识拓展 4 学分）。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 1）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一般

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与答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 

学位点负责人 

审核人 

68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孙华英 

 ：马云淑 

 ：马云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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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2 2 1 考试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S20230801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

业

课 

S202205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32 2 1-2 考试  
通识理论知识 S20220502 药事法规与政策研究 32 2 1 考试 

S20220574 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2 2 1 考查 专业知识拓展 

S20220575 中药材繁育与栽培 32 2 1 考试 
中药优良种源繁育与 

技术方向必修 

S20220576 中药炮制技术与饮片生产规范 32 2 1 考试 
中药炮制技术方向 

必修 

S20220577 中药药理学与临床应用 32 2 1 考试 
中药药效与安全性评 

价方向必修 

 
S20220578 

 
中药化学专论 

 
32 

 
2 

 
1 

 
考试 

中药活性物质研究与

产品开发方向 

必修 

S20220579 中药分析专论 32 2 1 考试 
中药检验与品质评价 

方向必修 

S20220536 中药药剂学专论 32 2 1 考试 
中药制剂工艺与技术 

方向必修 

S20220580 临床中药学专论 32 2 1 考试 
中药合理应用与监管 

方向必修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30504 医学统计学 32 2 1-2 考查 

 
通识理论知识 

S20220528 科技文献检索与应用 16 1 1-2 考查 

S20220504 科研思路与方法 16 1 1-2 考查 

S20220549 实验室安全与规范 16 1 1-2 考查 

S20230503 医学实验动物及动物组织学 32 2 1-2 考查 

S20220554 医药知识产权实务 16 1 1-2 考查 
 
 

专业知识拓展 
S20220526 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32 2 1-2 考查 

S20222558 健康产品审评与注册 32 2 1-2 考查 



    

 

 
 

类别 课程编号 

XUANXI UK 

S20220530 中药资源学专论

S20220590 中药鉴定学选论

S20230501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论

S20220525 中药药性学专论

S20220533 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

S20220512 分子药理学

S20220535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方法

S20220509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S20220588 现代色谱分析

S20220532 中药活性成分及分析方法

S20220518 天然药物质量评价技术

S20220527 中药质量分析与评价

S20230505 药物制剂工艺与技术

S20220596 中药临床试验与监管

S20170534 本草基因组学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

线开放课程

 
必修环

节 

S20221001 

S20221002 

S20221005 

备注 ：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中药资源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中药鉴定学选论 32 2 1-2 考查 

云南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专论 32 2 1-2 考查 

中药药性学专论 32 2 1-2 考查 

中药药理研究思路与方法 32 2 1-2 考查 

分子药理学 32 2 1-2 考查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方法 32 2 1-2 考查 

天然产物结构与功能 32 2 1-2 考查 

现代色谱分析 32 2 1-2 考查 

中药活性成分及分析方法 32 2 1-2 考查 

天然药物质量评价技术 32 2 1-2 考查 

中药质量分析与评价 32 2 1-2 考查 

药物制剂工艺与技术 32 2 1-2 考查 

中药临床试验与监管 16 1 1-2 考查 

本草基因组学 16 1 1-2 考查 

 

与科学素养、交叉学科、在

线开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学术活动  1 1-6  

学术报告  1 1-6  

专业实践  4 1-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70 

备注 

领域专业知识 

 

 
全校性选修 

 

 

 

成绩计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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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要求 

 

一、实践教学的目标与任务 

研究方向一 ：中药优良种源繁育与技术 

包括三方面 ：中药资源评价鉴定与种源筛选 ：包含资源调查、收集保存、驯化、

建立种质圃等，开展生物学性状观测记录、化学成分分析、分子生物学、生

物信息学等评价鉴定等实践。中药资源繁育技术 ：开展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杂交、自

交、扦插繁殖、嫁接繁殖、分株繁殖、组织培养等实践 ；中药资源育种、栽培

技术 ：包含系统选育、单株选育、诱导育种等实践，开展规范化栽培、林下栽培、

设施栽培、仿野生栽培、产地初加工等实践。 

研究方向二 ：中药炮制工艺与技术 

包括中药材的产地加工（净制、切制）、炮制、质量检验等实践环节或完成

至少一项炮制工艺的研究与制定工作。中药材产地加工环节应根据研究课题的

选择到主要的采收加工地点进行调研和实践，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 ；炮制环节应到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参加车间实习，学习操作规范，提出生产优化方案 ；质量检验环节应

独立完成现场采样、检验、质量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工作。由企业的各生产部门组

织考核并出具考核意见。或能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炮制工艺的研究，具备制

定与修订饮片炮制生产工艺的能力。通过实际操作及主管评价的方式进行考核。 

研究方向三 ：中药药效与安全性评价 

中药药效研究常用动物的鉴别、饲养、管理、消毒及育种。熟悉中药药

效常见实验的造模、大规模药效评价的规程及法规 ；中药药效及毒理实验室或



    

 

实验中心基本仪器的操作

技能的掌握 ；急性和慢性毒理学实验的基本设计及实施

研究方向四 ：中药活性物质研究与产品开发

通过开展中药、民族药活性成分提取分离

识中药新药研发的基本思路与路径

性质、提取分离、检识及结构鉴定的方法

技能，能独立开展中药化学成分特别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

与结构鉴定工作， 能运用化学合成的理论和方法

结构优化工艺设计，具备

物质基础、有效部位群制备工艺优化研究

用的科学内涵，能独立开展中成药生产的前处理

通过开展基于质量标志物的中药

知质量标准制定的方法

熟悉健康产品开发基本思路

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工作。

研究方向五 ：中药检验与品质评价

熟悉中药检验实验室操作规范

查的检验操作（包括药典通则的检查和附录检查法

理和标准操作规程及维护与简单故障排除方法

能，能开展药材基原的物种鉴定

物药和动物药的生物信息物质识别能力

术 ；具备对各类化学成分的提取

心基本仪器的操作 ；动物实验、组织器官、细胞及分子水平的药效评估基本

急性和慢性毒理学实验的基本设计及实施。 

中药活性物质研究与产品开发 

民族药活性成分提取分离、鉴定及结构修饰等工作

思路与路径 ；熟悉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特征和分类

检识及结构鉴定的方法、原理及实验流程，掌握相关基本

能独立开展中药化学成分特别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

能运用化学合成的理论和方法，对活性先导化合物进行

具备在工业生产中应用的能力。通过开展中药复方药效

有效部位群制备工艺优化研究，能从化学的角度阐释中药临床应

能独立开展中成药生产的前处理、提取、精制等环节工作

通过开展基于质量标志物的中药、民族药饮片及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研究

知质量标准制定的方法、流程。通过开展云南高原特色健康产品开发工作

熟悉健康产品开发基本思路、基本流程，能熟练运用相关仪器设备开展健康

。 

中药检验与品质评价 

熟悉中药检验实验室操作规范（包括基本操作、基本概念），

包括药典通则的检查和附录检查法），熟练掌握分析仪器的原

操作规程及维护与简单故障排除方法 ；具备中药鉴定的基本知识和技

药材基原的物种鉴定、药材及饮片的性状鉴定和显微鉴定

药的生物信息物质识别能力，能熟练开展基于核酸和蛋白质的分子鉴定技

备对各类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能力，能准确鉴定化合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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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及分子水平的药效评估基本

鉴定及结构修饰等工作，认

熟悉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特征和分类、理化

掌握相关基本

制备工艺优化

对活性先导化合物进行

通过开展中药复方药效

能从化学的角度阐释中药临床应

精制等环节工作。

民族药饮片及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研究，熟

通过开展云南高原特色健康产品开发工作，

能熟练运用相关仪器设备开展健康

），熟练常规检

熟练掌握分析仪器的原

具备中药鉴定的基本知识和技

药材及饮片的性状鉴定和显微鉴定 ；具备对植

基于核酸和蛋白质的分子鉴定技

能准确鉴定化合物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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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练开展生物活性研究，通过对生物体的作用，测定中药的疗效、作用强

度和毒性。 

研究方向六 ：中药制剂工艺与技术 

包括中药前处理、提取、精制、制剂成型及质量检验、新药研发、GMP 管

理等岗位实践。中药前处理、提取、精制、制剂成型可参加车间实习。应掌

握中药常见固体及液体剂型生产基本理论、生产流程与各岗位操作规范，能

独立完成岗位操作规程、设备操作规程以及生产工艺的制定与修订工作。质量检验、

新药研发、GMP 管理等专业实践采取现场实践和专题讲座方式进行。应达到独立

完成现场采样、检验、质量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工作或能够组织立项并开展中

药新药临床前研究相关工作或具备实施 GMP 管理及开展技术改造工作的能力。 

研究方向七 : 中药合理应用与监管 

围绕下列行业进行专业实践 ：中医医院中药调剂室，明确中药调配过程、规范、要

求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各期，在相应具有资质的单位，考察中药新药临床不同阶段

的研究，明确相关国家规定、章程，总结研究报告，提出研究意义和发展方向 ； 随中医临

床各科室查房，进行病例讨论，实践后应可达到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与评价，

对医务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在临床用药实践中收集分析评价药品不良反应

(ADR) 与药品不良事件 (ADE) 的基本要求。 

二、实践教学的时间要求 

专业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三、实践教学的方式与内容 

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和校外

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



    

 

要，校内导师需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校外导师应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应有导师签名的每阶段的实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

训、规章制度培训、保密规定培训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

四、实践教学的考核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在实践基地或医药行业相关单位进行专业技

能实践， 根据学生研究方向

核相对集中安排在第四学期中旬

践报告》（正文不少于 1.2

合的形式进行考核。具体

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及不

不合格不得学分，可在第五学期

五、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与保障

考核由导师（校内导师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负责人提出，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后实施

校内导师需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校外导师应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应有导师签名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操作安全培训、岗位操作规程培

保密规定培训、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并能真实体现专业水平。 

四、实践教学的考核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在实践基地或医药行业相关单位进行专业技

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工作进展和实践技能训练程度进行考核

在第四学期中旬，在通过中期考核后，采用提交

1.2 万字）、且必须与实践技能实际操作、

具体由研究生导师或课题组组织考核与评价

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可在第五学期申请再次考核。 

五、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与保障 

校内导师、校外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工作进展和实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考核方案由学位点

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后实施。

74 

校内导师需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校外导师应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岗位操作规程培

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在实践基地或医药行业相关单位进行专业技

工作进展和实践技能训练程度进行考核。考

采用提交《专业技能实

、现场答辩相结

由研究生导师或课题组组织考核与评价。考核结果

获合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4 学分 ；

工作进展和实

考核方案由学位点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 修订版 ) 
 

75  

 

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授权点代码：1057 

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中医 

 

一、专业领域概况 

中医学于1960年我校创建之初即设立，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获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6年中医专硕授予权单列），2009年

成为省级立项建设博士点，2018 年获中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现为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为云南省一流学科A类高原学科，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4个，第一

附属医院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 

学科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富集与

“一带一路”倡议区位优势，遵循中医发展规律，依托云南区域和民族药资

源优势，坚持中医与民族医交融，传承创新滇南医学医家学术经验，兼容民

族医学精华，围绕高原疾病及其发病特点开展深入研究，创立三辨三期三调

治疗老年病、温阳通络法治疗类风湿、养血活血法治疗皮肤病等特色疗法，

形成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

中医五官科学、针灸推拿学、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全科医学等 10 

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二、专业学位领域（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有 10 个研究方向，分别为 ： 

1.【中医内科学】围绕中医药防治风湿病、老年病、肿瘤、津液病、脾胃



    

 

病、肝胆病、肺病、肾病

研究。基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临床研究中心等平台，

族医药特色优势，深入挖掘

名家学术思想、经验、诊疗技术和云南地域流派学术特点

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证治

高中医药防治内科疾病的临床疗效

2.【中医外科学】围绕中医药防治男科

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

男科平台，结合云南气候特点和疾病特点

生、性功能障碍、损容性皮肤病的诊治上独具优势特色

理论论治慢性前列腺炎的

的进行了推广与应用。 

3.【中医骨伤科学】

症、创伤等开展临床及基础研究

势，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

的基础上，对脊柱脊髓疾病

治独具优势。 

4.【中医妇科学】围

疾病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

势，传承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邪思想” 为指导，形成内外合治

的特色。在多囊卵巢综合征

肾病、心血管疾病、急症、脑病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

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区域诊疗中心和省级重点学科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充分发挥云南中医药及民

入挖掘、整理、研究滇南医学及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名医

诊疗技术和云南地域流派学术特点，发展完善中医内

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证治论，提高中医药防治内科疾病的临床疗效论

高中医药防治内科疾病的临床疗效。 

围绕中医药防治男科、皮肤、肛肠和普外疾病等开展

。基于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主任委员单位及云

结合云南气候特点和疾病特点，在不育、前列腺炎

损容性皮肤病的诊治上独具优势特色，形成了基于疮疡

理论论治慢性前列腺炎的专家共识，对全国名老中医诊治皮肤病学术经验

 

】围绕中医药防治脊柱脊髓疾病、骨关节炎

创伤等开展临床及基础研究，基于云南地域特点，融合云南民族医药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在充分运用中医药特色治疗

柱脊髓疾病、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创伤的中西医结合诊

围绕中医药防治女性月经病、炎症、不孕症

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基于云南地域特点，融合云南民族医药优

研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及特色诊疗技术，以“和畅思想

形成内外合治、序贯调治、助孕安胎及女性生命健康管理综合治疗

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月经病、不孕症、盆腔炎性疾病、

76 

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

区域诊疗中心和省级重点学科、

充分发挥云南中医药及民

研究滇南医学及云南吴佩衡扶阳学术流派名医

发展完善中医内

提高中医药防治内科疾病的临床疗效论，提

肛肠和普外疾病等开展

基于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主任委员单位及云岭

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形成了基于疮疡

对全国名老中医诊治皮肤病学术经验

骨关节炎、骨质疏松

融合云南民族医药优

在充分运用中医药特色治疗

创伤的中西医结合诊

不孕症、流产性

融合云南民族医药优

和畅思想”和“扶正驱

助孕安胎及女性生命健康管理综合治疗

、流产性疾病、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 修订版 ) 
 

77  

宫腔粘连等疾病的治疗上取得良好临床疗效，具有独特优势。 

5.【中医儿科学】围绕中医药防治小儿肺脾病证、紫癜、儿童心身疾病、

儿童发育异常、儿童保健康复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基于中华中医

药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省级区域诊

疗中心等平台，将中医学与民族医药学有机结合，传承滇南儿科名家的学术思想及

临床经验，以“治未病”理论和地域资源为特色，结合小儿体质特点对一些

特有病证进行研究，形成内外合治、药食同源的治疗特色，运用芳香辟秽法防治肺

系病证，在肺炎、哮喘、疳证、体质调理、紫癜、抽动症、矮身材、性早熟、

发育落后等病证的诊治上独具优势。 

6.【中医五官科学】围绕中医药防治喉痹病、鼻鼽病、鼻渊病、眼底血

证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基于云南地理气候特点，理论上以学科独特的

“孔、窍” 解剖结构为基础，吸收、应用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完善中医“孔、窍”

结构理论 ； 临床上以“通窍法”为理论核心，深入研究疾病的病因及演变规

律，结合独具特色的中医五官治疗方法，提高临床疗效，在喉痹、鼻鼽、鼻

渊、眼底血证等疾病的诊疗上独具优势。 

7.【针灸推拿学】围绕针灸推拿防治老年病、神志病、妇儿科疾病、脊

柱及脊柱相关性疾病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基于滇南地域特点，融

入多民族外治技术，形成中医针灸推拿与其他民族外治技术交融的鲜明特色。研发系

列膏摩剂，在时空针灸防治脑病、神志病和肾病，推拿防治颈椎病、腰椎间

盘突出症和膝关节炎，选择性脊柱推拿防治儿科疾病，整体调节针法治疗骨

质疏松症等方面独具优势。 

8.【民族医学】围绕民族医药防治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皮

肤科疾病等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立足云南民族医药资源，收集整理



    

 

和筛选民族医药有效单验方

验，重点开展民族医药防治内科

究，在民族医药肝胆疾病

等独具优势。 

9.【中西医结合临床

科、五官科等疾病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

出中西医结合特色，结合现代医学最新诊治技术与方法

论与实践，优化学科，

势。 

10.【全科医学】围绕中医药防治内

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

单位及国医大师工作室

南气候特点和疾病特点

全科医学诊治疾病、健康管理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热爱中医药事业

学术道德和基本的科研素养

2.掌握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

技术，能运用中医传统方法或现代手段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工作

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

医药有效单验方，传承研究著名民族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

重点开展民族医药防治内科、妇科、儿科和皮肤科常见多发病的临床研

在民族医药肝胆疾病、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肤病防治研究

中西医结合临床】围绕中西医结合诊治内科、外科、妇科

等疾病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遵循中医学、西医学理论

结合现代医学最新诊治技术与方法，创新中西医结合理

，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技术探究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的优

围绕中医药防治内、外、妇、儿、针推、骨伤

开展临床及临床基础研究。基于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单位及国医大师工作室、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

疾病特点，在充分运用中医药特色治疗的基础上

健康管理、社区管理等综合诊治的特色。

三、培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热爱中医药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人文素养、专业素质

和基本的科研素养； 

掌握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现代科研和人文研究方法与

能运用中医传统方法或现代手段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工作，

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掌握坚实的中医知识和现代诊疗技术

78 

传承研究著名民族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

儿科和皮肤科常见多发病的临床研

皮肤病防治研究

妇科、儿科、骨

西医学理论，突

创新中西医结合理

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技术探究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的优

骨伤、康复等

基于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院士专家工作站，结合云

在充分运用中医药特色治疗的基础上，形成中医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品行端正，

专业素质、

现代科研和人文研究方法与

，以及对研究

掌握坚实的中医知识和现代诊疗技术，具有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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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和系统深入的学科知识，系统掌握中医经典理论，了解与中

医理论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知识； 

3.通过临床轮训，掌握学科的相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

具备较强的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能独

立规范承担本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常见疾病诊治工作；对常见危急重症具备初

步的认知和处理能力； 

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与本专业相关的外文资料并开

展学术研究，撰写学术论文，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最长学习年限5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 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实行学校—学院—规培基地—导师（导师组）四级管理模式，导师是研

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实行导师（导师组）负责制，并成立导师指导小组，

由导师和指导小组全面负责培养工作。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贯通于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

体系，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3.课程学习 

不断深化课程思政建设，提升“三全育人”成效。通过采用案例教学、

PBL、翻转课堂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优化课程内容，加强方法论学习和



    

 

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进行知识获取

问题的能力。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4.必修环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的必修环节包括

专业技能实践，通过这些必修环节可获

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写《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表

分。 

（2）学术报告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做

外）。如为校内报告，须经学位点确认

议上的报告，则应以会议报告日程安排或大会论文集等为依据

分。 

（3）专业技能实践

①轮训单位 : 临床能力训练以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为主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进行。 

②时间安排 

专业技能实践共 33 

排详见附件 2。 

③跟师学习 

培养研究生进行知识获取、学术鉴别、自主学习、独立研究和解决实际

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期间的必修环节包括 ：学术活动

通过这些必修环节可获 8 个学分。必修环节不合格者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表》作为考核依据，学术活动合格者获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做1次与本学科领域相关的学术报告（

须经学位点确认，作为考核的依据 ；如为国内或国际学术会

则应以会议报告日程安排或大会论文集等为依据，学术报告考核合格获

专业技能实践 

临床能力训练以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为主，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33 个月，根据不同研究方向分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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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研究和解决实际

学术活动、学术报告、

必修环节不合格者，不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8 次。并填

学术活动合格者获 1 学

（开题报告除

如为国内或国际学术会

学术报告考核合格获1学

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具体时间安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 修订版 ) 
 

81  

根据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特点，研究生在三年规培期间跟随导师临诊学

习。跟师学习根据指导教师的临诊时间，可与临床轮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同步进行，每周至少 1 个半天，每年不少于 30 次。跟师期间，收集整理

反映指导老师临床经验和专长、体现疾病诊疗全过程的临床医案，每年不少

于 10 份 ；做好跟师笔记 ； 撰写跟师心得、或学习中医典籍体会，每年不

少于 3 篇。 

④考核 ：培训基地按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进行考核，考核合

格者，获 6 学分。 

六、 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1 学分。 

2.课程设置包括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非专业选修

课。 

3.学分要求 ：必须修满27学分，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 1）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要满足一定的工

作量。学位论文工作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开题、中期检查、论文评阅与



    

 

答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学位授予工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 ：周晓娜

学位点负责人 ：温伟波赵荣

审核人 ：赵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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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 

周晓娜  杨隽 

温伟波赵荣 

赵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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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1 考试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S20230801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

业

课 

S20230102 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 16 1 1-2 考试  

S20230103 伤寒论理论与实践 16 1 1-2 考试  

S20230104 金匮要略理论与实践 16 1 1-2 考试  

S20230105 温病学理论与实践 16 1 1-2 考试  

S20220202 科学研究与设计概论 32 2 1-2 考试  

S20220110 医学统计学 32 2 1-2 考试  

S202301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

导 
16 1 2 考试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215 中医内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内科学方向选修 

S20220216 中医外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外科学方向选修 

S20220217 中医骨伤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骨伤科学方向选修 

S20220218 中医妇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妇科学方向选修 

S20220219 中医儿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儿科学方向选修 

S20220220 中医五官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医五官科学方向选修 

S20220304 针灸推拿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针灸推拿学方向选修 

S20220402 民族医治疗学 32 2 1-2 考试 各专业选修 

S20220221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方向 

选修 

S20220222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临床外科方向 

选修 

S20220223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进

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临床骨伤科方 
向选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20224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进展

S20220225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进展

S20220226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进展

S20220227 中医全科医学概论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

科、在线开放课程

X20230101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公共理论课程

X20230102 循证医学

 

必修环

节 

S20221001 学术活动

S20221002 学术报告

S20221006 专业技能实践

备注 ：通过 CET6 级者可免修免考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临床妇科方向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临床儿科方向

中西医结合五官科学进展 32 2 1-2 考试 
中西医结合临床五官科方

中医全科医学概论 32 2 1-2 考试 
全科医学方向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

在线开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公共理论课程 
16 1 1-6 考查 

循证医学 16 1 1-6 考查 

学术活动  1 1-6  

学术报告  1 1-6  

专业技能实践  6 1-6  

级者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84 

备注 

医结合临床妇科方向 
选修 

医结合临床儿科方向 
选修 

医结合临床五官科方 
向选修 

全科医学方向 
选修 

全校性选修 

 

 

 

成绩计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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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授权点代码：0860 

专业学位授权点名称：生物与医药 
 

一、专业领域概况 

本学位点是基于生物学、化学、中医药学、工程学交叉的工科类学科，

以我校承办的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和生物制药本科专业为支撑。制药

工程专业 1997年开始招生，2010年被批准为云南省本科特色专业，2014年立

项为云南省“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22年成为省级新兴专业；食品质

量与安全专业设立于 2013 年，2014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生物制药 2022 年

开始招生。上述专业建设基础扎实，依托中药学和药学的学科与学位点建设

同步发展，现拥有云南省南药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民族特色养生

理论与健康产品工程实验室、云南中医药特色健康产品研发协同创新中心、

澜湄区域资源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云南省教育厅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省级技

术平台，已形成了“依托中医药基础学科与云南省中药资源优势，紧密结合

云南省制药企业需求，融合现代工程学与现代制药工程学科，实践与创新并

重，校企联合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办学特色。 

本学位点以生物学、化学、中医药学、制药工程、食品工程和生物制药

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立足于生物与医药行业岗位实际工作技能的训练

与掌握，培养能在中药制剂、功能食品和生物合成药物研发、生产、检验等

相关领域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应用、生产经营、质量控制等专业工作的



 

 

应用型高层次生物与医药技术人才

有三个专业学位领域（方向

二、专业学位领域（方向）

面向行业发展需求，

士专业学位点设有中药制药工程

1.中药制药工程 

本方向结合云南省丰富的中药

药效物质基础与中药炮制等研究基础上

制、质量评价与功效评价

面向云南省制药企业，解决工艺

2.功能食品工程 

本方向以云南省丰富的药食同源特色资源为研究对象

优势，以食品科学、生物学

南省药食同源特色资源功能性成分分离和检测

疾病功能食品研发、制备

3.中药生物工程 

以云南省丰富的道地药材

息学为基础，开展道地药材活性成分生物合成途径解析和分子调控研究

此基础上构建生物合成的

药物中活性成分为基础的

成分生物制药体系。 

三、培养目标

应用型高层次生物与医药技术人才。本学位点有专业实践技能培训基地

方向）。 

二、专业学位领域（方向） 

，结合学生职业需要和本校学科特色，生物与医药硕

士专业学位点设有中药制药工程、功能食品工程和中药生物工程三个方向

本方向结合云南省丰富的中药、民族药资源，在活性成分提取分离鉴定

药效物质基础与中药炮制等研究基础上，开展中药、民族药特色医院制剂研

质量评价与功效评价；建立中药制剂新工艺、新设备、新品种核心技术

解决工艺、工程技术问题，推广应用制药新技术

本方向以云南省丰富的药食同源特色资源为研究对象，结合本校中医药

生物学、中药学和医学等交叉学科为学科基础

南省药食同源特色资源功能性成分分离和检测、新型健康饮品与防治代谢性

制备、质量控制及质量标准研究。 

以云南省丰富的道地药材、民族药物为研究对象，以生物技术和生物信

开展道地药材活性成分生物合成途径解析和分子调控研究

此基础上构建生物合成的微生物、植物等转化体系；形成以道地药材

药物中活性成分为基础的，融合生物信息分析、生物合成及生产的中药药效

三、培养目标 

86 

本学位点有专业实践技能培训基地，设

生物与医药硕

功能食品工程和中药生物工程三个方向。 

在活性成分提取分离鉴定、

民族药特色医院制剂研

新品种核心技术；

推广应用制药新技术。 

结合本校中医药

中药学和医学等交叉学科为学科基础，包括云

新型健康饮品与防治代谢性

以生物技术和生物信

开展道地药材活性成分生物合成途径解析和分子调控研究；在

形成以道地药材、民族

生物合成及生产的中药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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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

有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

和求实务真的学习态度，恪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规范。系统地掌握中药制

药工程、功能食品工程、中药生物工程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

术手段，了解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生物医药行业的相关规范，具有独

立担负工程研究与开发、工程设计与实施、工程规划与管理的能力；具有良

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能够胜任生物与医药相关工

程领域方向高层次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工作。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

保留学籍时间（因服兵役和创业休学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培养方式 

1.基本方式 

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研究生按照学校—学院—实践基地—导师四级模式

进行管理。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本学位点实行双导师制，由校

内相应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简称校内导师）与联合培养单位推荐

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担任联合指导教

师（简称校外导师）联合指导，即“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

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校外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校内

导师与实践单位导师按照集体培养的方式，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以及



 

 

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

定期检查实施情况。 

2.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

3.课程教学 

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

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

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

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

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课程教学设置涵盖公共课程知识

学习可根据课程性质、要求和研究生情况

训练、文献调研、专题研讨或自学辅导等方式进行

自主学习、综合分析能力

式考核评定成绩。 

遵循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

工作能力训练、创新技术能力培养的原则

具备熟练的专业工作技能和专业实践应用能力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共同制订培养计划，对学生的培养过程进行指导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教学过程和实践活动中，纳入人才培养整体设计中，贯通于学科体系

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优化课程内容，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

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实际教学效果，及时调整和凝练课程内容

加大课程的教学训练强度。重视通过对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

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等方式，强化研究生对创新过程的理解

着力培养研究生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别能力

。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涵盖公共课程知识、领域专业知识及职业培训知识

要求和研究生情况，采取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专题研讨或自学辅导等方式进行。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综合分析能力、技术转化应用能力，课程结束均应采取适当的方

遵循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注重课程思政和职业道德教育

创新技术能力培养的原则，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专业知识

具备熟练的专业工作技能和专业实践应用能力，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能独立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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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培养过程进行指导，

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贯通于学科体系、

全方位育人。 

注重前沿引领和方法传授。根据

及时调整和凝练课程内容，

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

。加强方法论

、独立研究能

结合课程教学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 

领域专业知识及职业培训知识，课程

案例教学、实验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课程结束均应采取适当的方

注重课程思政和职业道德教育、专业

使研究生掌握坚实的专业知识，

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

应用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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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学术报告、专业实践等，计 8 学分。必修环节

考核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论文答辩。 

（1）学术活动（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8 次，其中参

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国家级学术活动或国家级人才主讲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4

次，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共获 1 学

分。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活动，研究生应在参加后的 1 周内提交经导师签字

的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参加国家级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动每次记 0.5 学分，参加省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每

次记 0.2 学分；参加学校、学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举办学术活动（或

学术讲座、专项技术培训等）每次记 0.1 学分。 

（2）学术报告（1 学分） 

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开展学术报告 2 次以上，

以每次活动获得的学分和总的参加次数两项共同考核，合格后获 1 学分。须

经学位点确认，作为考核的依据。纳入学分统计的学术报告应在 1 周内提交

经导师签字的证明材料和《研究生学术报告考核表》。 

学分获取参考标准：在国家级学会（或协会、或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

动中做报告（大会或分组）每次记 1 学分，仅参加学术壁报展示每次计 0.5

学分。在省级及以上学会（或协会、部门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大



 

 

会或分组）每次记 0.5 学分

院或学位点（包括课题组

（3）专业实践（6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

位论文研究工作。具有

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

训、规章制度培训、保密规定培训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

在第四学期中旬，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6 学分

核。 

考核由导师（校内导师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业负责人提出，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

采用提交《专业技能实践报告

现场答辩相结合进行。 

学分，仅参与壁报展示每次记 0.25 学分

包括课题组）举办的学术活动中做报告每次记 0.2

6 学分）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基地）进行专业实践

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

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 年。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

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

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

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操作安全培训、岗位操作规程培

保密规定培训、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并能真实体现专业水平。考核相对集中安排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

学分；不合格不得学分，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

校内导师、校外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工作进展和实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考核方案由学科专

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点）审核后实施，

专业技能实践报告》（正文不少于 1.2 万字）、实践技能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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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在学校、学

0.2 学分。 

进行专业实践，并完成学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

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 “专业实

，校内导师需

校外导师应协

应有导师签名

岗位操作规程培

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考核相对集中安排

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

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

工作进展和实

考核方案由学科专

具体考核方式

实践技能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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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向具体实践要求见附件 2。 

六、学分及课程设置要求 

1.实行学分制，16 学时计 1 学分。 

2.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非专业选修

课。 

3.学分要求：研究生毕业必须修满 31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3学分

（公共必修课 5 学分，专业必修课 11 学分，选修课 7 学分），必修环节 8 学

分。 

4.课程设置与学分表（详见附件 1） 

5.课程考核 

所有研究生课程都必须进行考核，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通过

课程考核促进研究生积极学习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提高。各门课程根据课

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等特点确定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考核，体现

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七、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一般

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评阅与答辩等。 

1.开题 

开题一般应于第三学期内完成，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的相关

管理规定执行。 

2.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

自行确定时间，一般在第四学期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中期考核安排在学位论文开题通过后进行，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一般在第四学期，不晚于第五学期。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论文中期检查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八、学位申请与授予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 

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分流淘汰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编撰者：普春霞

学位点负责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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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情况

应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普春霞 

学位点负责人：俞捷 

：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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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程

S202209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2 2 1 考试 

 S202209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1 考试 

S20230801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

业

课 

S20230507 工程伦理学 16 1 1 考试 

根据方向选修，

不少于 11 学分 

S20230508 高级生物化学 32 2 1 考试 

S202205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指导 32 2 1 考试 

S20230504 医学统计学 32 2 1  

S20230509 基因工程（中药生物工程方向） 32 2 1  

S20230510 合成生物学（中药生物工程方向） 32 2 1  

S20230511 药物制剂工艺与技术（中药制药工程

方向） 

32 2 1 
 

S20230512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中药制药工程方

向） 

32 2 1 
 

S20230513 食品绿色加工（功能食品工程方向） 32 2 1  

S20230514 食品生物工程（功能食品工程方向） 32 2 1  

 

选

修

课 

专
业
课 

S20230515 健康食品研发实例 32 2 1  

根据方向自主 

选课，不少于 6

学分（领域专业

知识） 

S20230516 生物医药研发实例 32 2 1  

S20230517 中药制剂开发实例 32 2 1  

S20230518 实验技能实操（按方向模块进行） 32 2 1  

S20220528 科技文献检索与应用  16 1 1  

S20220580 临床中药学专论 32 2 1  

非
专
业
课 

 

人文与科学素养、交叉学科、在线开

放课程（若干） 

 

≥1 1-6 考查 全校性选修 



 

 

 

备注：通过 CET6 级可免修免考

 

 

 

 

 

 

 

 

 

 

 

 

 

 

 

 

类别 课程编号 

必
修
环
节 

S20221001 

S20221002 

S20231001 

级可免修免考英语，并获得相应学分，成绩计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学术活动  1 1

学术报告  1 1

专业实践  
6 1

94 

成绩计 80 分。 

开

设

考核

方式 
备注 

1-6   

1-6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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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 

 

一、专业实践的目标与任务 

研究方向一：中药制药工程 

熟悉中药前处理、提取纯化、精制、制剂成型全过程，能基于 GMP 管理

要求对中药前处理、提取纯化、精制、制剂成型等进行岗位实践。掌握中药

常见固体及液体剂型生产基本理论、生产流程与各岗位操作规范。能完成中

药制剂工艺中岗位操作规程、设备操作规程以及生产工艺的制定与修订工作。

熟悉中药制剂生产中质量检验、新药研发、GMP 管理等专业实践工作。 

研究方向二：功能食品工程 

熟悉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和

普通健康产品研发和注册与申报的政策法规，可以开展上述类型产品的研发

和相关标准制定。具备对农产品和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研究与开

发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具备特殊食品和普通食品开发中所需的知识技能、工

程能力、产品研究及安全性评估的技术能力，可按法规和标准规定设计并完

成食品开发相关的功能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评价实验，并具有申报特殊食品

的能力。具备食品新产品开发中成果转化、中试生产、申报审批的能力。 

研究方向三：中药生物工程 

熟悉常见的道地药材和民族药物，掌握现代生物技术，了解医学生物信

息学、计算机辅助药物筛选等前沿交叉技术，能够开展道地药材活性成分生

物合成途径解析，以及基于道地药材活性成分的小分子药物设计，并可以构



 

 

建药物生物合成的微生物

二、专业实践的时间要求

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

间应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三、专业实践的方式与内容

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

究生的校外指导教师。

学位论文的指导工作。应有导师签名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

训、规章制度培训、保密规定培训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

四、专业实践的考核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在实践基地或医药行业相关单位进行专业技能实

践，根据学生研究方向

集中安排在第四学期中旬

告》（正文不少于 1.2

合的形式进行考核。具体由研究生导师或课题组组织考核与评价

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

不合格不得学分，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核

五、专业实践的组织管理与保障

建药物生物合成的微生物、植物等遗传转化体系等专业实践工作

实践的时间要求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

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 

三、专业实践的方式与内容 

专业实践的方式应体现 “专业实践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校内导师需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

。校外导师应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

应有导师签名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专业实践主要包括基本实验技能培训、操作安全培训、岗位操作规程培

保密规定培训、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实践考核应符合行业实际，并能真实体现专业水平。 

实践的考核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在实践基地或医药行业相关单位进行专业技能实

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工作进展和实践技能训练程度进行考核

集中安排在第四学期中旬，在通过中期考核后，采用提交《专业技能实践报

1.2 万字）、且必须与实践技能实际操作、

具体由研究生导师或课题组组织考核与评价

合格及不及格四个档次，获合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可在第五学期内申请再次考核。 

实践的组织管理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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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等遗传转化体系等专业实践工作。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专

校内导师需为研究生联系有实践经验的导师作为研

校外导师应协助校内导师做好研究生实践研究环节和

应有导师签名的每阶段的实践报告及总结。 

岗位操作规程培

机关应用文培训及自我学习能力培训等。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在实践基地或医药行业相关单位进行专业技能实

进展和实践技能训练程度进行考核。考核相对

专业技能实践报

、现场答辩相结

具体由研究生导师或课题组组织考核与评价。审核结果

获合格及以上成绩者计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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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由导师（校内导师、校外导师）根据学生研究方向、工作进展和实

践技能训练程度向学位点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提出申请。考核方案由学位点

负责人提出，通过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后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