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学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 中药学 1008

学科、专业简介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学科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江

苏省优势学科，始建于1956年，1982年成为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成为博士学

位授权点，1998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13年在中药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8

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药资源学、中药炮制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分

析学、中药药理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制药工程学，均具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研

究方向和研究团队。目前拥有博士研究生导师3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86人。

本学科建有中药资源产业化与方剂创新药物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教

育部中药炮制规范化和标准化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协同创

新中心、中药品质与效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江苏省方剂高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江苏省中药药效及安全性评价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中药炮制重点实验室、

江苏省中药功效物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方剂研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海洋药用

生物资源研究开发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中药高效给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

研平台，为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创造了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条件和环境。

一、培养目标

1.掌握辩证唯物主任和历史唯物主义，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学风

严谨，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扎实的中药学科专业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从

事中药资源调查与保护、中药炮制、中药真伪优劣鉴定、质量评价、新药开发、

健康产品的设计和研发、临床药学等教学科研工作。

3.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备较强的听、说、写、译能力。熟悉现代信

息技术，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和信息获取和分析的技能。

4.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备获取知识和信息并能够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

5.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中药资源与鉴定



01中药资源生产与品种选育

02中药鉴定与品质评价

03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循环利用

04中药配伍规律与创新药物

2.中药化学与分析

01中药/天然药物药效物质基础及应用研究

02方剂功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新药研发

03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循环利用

04药用植物等来源的新型药源分子发现与优化研究

05特殊环境细菌次生代谢产物的化学和生物学研究

3.中药炮制

01中药炮制机理及饮片标准化研究

02中药海洋药物研究

4.中药药理

01中医方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调控研究

02中药对肿瘤的分子机理研究

03中药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作用及机理研究

5.中药药剂

01中药分离原理与绿色制药技术研究

02中药制剂品质传递过程研究

03中药制剂新剂型新技术研究

04中药新药创制与转化应用研究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硕士研究生的课程集中学习时间为半年；半年

后进入培养单位、学科（教研室）、科室，在导师指导下按培养方案的要求，进行

后续的培养工作。研究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除另有规定外，最长学习时间（含

休学）为 6年。毕业时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自取得毕业证之日起，2年内可

向学校申请学位。

四、培养方式

1.集中学习的课程，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教学。



2.政治理论课学习与经常性政治教育相结合。研究生应认真学好政治理论课，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与形势任务教育，参加公益劳动。政治理论课程由研究生院组

织教学；研究生德育教育第一责任人为导师，同时由培养单位、学科、研究室、

教研室、实验室共同负责，将业务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紧密结合，采用多种教育

形式，以提高研究生的思想品德素质。

3.学习方式采用在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的指导下，进行课堂教学、自学、学

术讨论等多种形式，使学生进一步拓宽知识范围，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在

科学研究方面，结合导师的研究课题，运用先进的、高水平的科研工作方法和手

段，重点培养独立从事本学科领域创造性研究工作的能力。课程结束后应通过考

试评定成绩。

4.硕士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成立硕士生指导小

组，导师任组长，另有3～5名本专业和/或相关学科专业的专家。主要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1）结合研究方向，指导研究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并督促检查其实

施；

（2）对硕士研究生进行政治思想、学风、品德等方面的教育；

（3）全面指导和检查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

五、课程学习

研究生的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四大类别。其中公

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为学位课程,选修课为非学位课程。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按照每18学时1学分计算。硕士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

理论课程学习总学分不低于26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22学分。跨专业录取的

研究生，必须补修若干门本专业本科的主干课程，由指导教师提出，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考核成绩报研究生院，但不计入规定的总学分。鼓励报考本校研究生

的本科生、参加大学生创业竞赛等活动的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所修学分计入

研究生课程成绩。

中药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10 学分及以上）

S009002 自然辩证法 36 2 1 必修



S0090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1 必修

S007002/

S007004
公共英语 54 3 1 必修

B004023 药学前沿讲座 54 3 1
二选一

B002015 系统生物学研究思路与策略 54 3 1

专业基础课（8 学分及以上）

S016003 生物统计学 36 2 1

S004099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54 3 1

S004002 波谱解析 36 2 1

S004100 药理研究方法与技术 18 1 1

S016002 生物技术与方法 36 2 1

S004107 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选论 36 2 1

S004105 科学伦理与实验安全 18 1 1 必修

S084003 论文写作指导（中药类） 18 1 1 必修

专业课（4 学分及以上）

S004040 中药炮制学选论 36 2 2

S004024 中药药剂学选论 36 2 1

S004016 中药药理学选论 36 2 1

S004096 中药资源与鉴定选论 36 2 1

S004103 中药与天然药物化学选论 36 2 2

S004035 海洋药物学选论 36 2 1

选修课（4 学分及以上）

基础理论类、学科前沿类、技术方法类、语言文化类、艺术鉴赏类

六、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学

术活动包括学科范围（含学科）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和本人的学术报告或讲座。

积极参加学院、学校组织的学术讲座、论坛等活动，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

参加10次以上的学术活动。参加学术活动均需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

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并由主办活动的单位签署意见，答辩前由导师审核签字，

学术活动登记本存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七、教学实践

协助指导教师进行实验课教学（含实验准备）不少于16学时，或辅助指导至

少1名本科生实习、见习、科创赛等完成一个完整的实验专题单元。完成后填写

《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学实践考核表》，由指导教师考核评定成绩。具有教

师资格证且在教学岗位上从事教学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可填写免修申请。



八、科研实践与学位论文工作

1.选题及开题

硕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广泛收集资料，阅读文献，参加科研，于第二学期

写出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确定研究课题，拟定课题的研究计划，并在第三学期

9月30日前，面向学科组织的专家小组进行开题，同时就选题的科学依据、研究

内容、实验方法、预期目标、完成课题的条件等广泛征求专家意见，根据专家意

见对课题设计作进一步修改，实施课题研究。具体要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开题管理规定（修订）》。

2.论文实验记录

硕士研究生应按《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实验记录本》认真填写课

题研究的实验记录。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属于学校科技项目管理的课题，可直接填

写学校科研处提供的实验记录本。原始记录妥善保管，以备审核。

新生入学时进行原始记录培训，在中期进行原始记录抽检。以学生自查、导

师审查为主，落实第一责任制度；各二级学位点进行抽检，对不合格的，建议整

改，情节严重的，建议延期毕业。

3.中期考核

为了确保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建立攻读硕士学位资格淘汰制度。硕士研

究生在入学的第四学期进行中期考核（中药资源方向根据课题，时间放宽至九月

底）。中期考核由二级学位点组织，着重对硕士生政治思想状况、课程学习情况、

教学实践、学位论文开题、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并提出考核意见。个别

涉密保项目，由导师指导学生的汇报内容公开程度。

中期考核内容：书面和口试。书面内容需在中期考核前10日提交。书面内容

应包括研究方案、研究进展、进一步研究计划及预期目标等；口试内容为现场答

辩。各学位点根据学位课程完成情况、课题熟悉情况及课题进展情况等对考核学

生进行综合评分，中期考核不合格者，择期整改（9-12月），整改后考核合格者，

同意论文送审、参加答辩，整改后考核不合格者，做延期一年毕业或劝退安排。

中期考核评议专家组成：考核小组由3-5人组成，设组长1名。小组成员应具

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至少3人为硕士生导师；至少含其他学院或外单位专家1名；

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不作为专家组成员。考核小组设秘书1名，负责记录和整理研

究生的中期考核材料。

其他要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修订）》。



4.学位论文的撰写

学位论文要求文字精练，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有独立的创见性，

具有理论和实用价值。课题研究和撰写论文时间应不少于两年。学位论文撰写和

毕业具体要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及格式规范》。

5.学位论文预审核和答辩

学位论文撰写完成后，经导师审核同意，提交学位点预审核，必要时提交学

院学术委员会预审核，提交日期为论文外送盲审前 1-2 周。预审核时论文内容不

完整、具有较大缺失者、存在工作量不足、原始记录真实性等问题者，不予送审

并做延期毕业安排。预审核通过，经学术不端检测合格，原始资料审核通过后，

方可提交外送盲审。盲审要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实施

办法》。

学位论文完成后，经导师和指导小组审核同意，方可由导师推荐申请实施学

位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在研究生院统一部署下进行。具体要求参见《南京中医药

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相关规定。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1.在规定的最长学习时间内，达到本培养方案各环节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即获得毕业资格，经所在培养单位和研究生院审核，准予毕业。

2.获得毕业资格，同时符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学位授予条件”的相关规定，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相应层次类型的学位。

十、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科研成果的基本要求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发表 1篇与研究方向相关

的学术论文，为第一作者；

（二）在 SCI 收录的期刊发表 1篇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论文，IF≤3，可

为前二作者；3＜IF≤5，可为前三作者；5＜IF≤7，可为前四作者，IF＞7，可

为前五作者；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细胞》（Cell）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署名作者，不计排名；

（三）获得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排名前四。

十一、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的相关要求



导师和指导小组应根据国家学位条例、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并结合硕士生个人

情况，指导研究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详细填写培养计划表。培养计划表一

式三份，一份送学院留存，导师和硕士研究生各保存一份。在执行过程中如因客

观条件变化，可以修订培养计划，但需经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并报研究生院培养

办公室备案。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审查培养计划执行情况，未执行

培养计划者，不得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十二、培养流程

硕士研究生培养流程

学期 内容

第一学期 制定培养计划

学

术

交

流

学

术

论

文

发

表

集中课程学习

专业课学习

选题及文献综述

第二学期 选题及文献综述

实

践

能

力

训

练

专业课学习

学位论文工作

第三学期 开题

学位论文工作

第四学期 学位论文工作

中期考核

第五学期 学位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撰写

第六学期 论文盲审

提交答辩申请，进行论文答辩

申请毕业、申请学位

（2022年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