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2

重庆医科大学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负 责 学 院

名称：中医药学院

（盖章）

负责人：王建伟

（签字）

一 级 学 科
名称：中西医结合

代码：1006

授 权 级 别
 博 士

□√ 硕 士

2024 年 3 月 04 日



1

重庆医科大学

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

年度报告（2023）

一、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一）培养目标

1．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学术作

风，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中

医药事业发展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2．具有扎实、系统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和本学科专门知识及技能，掌

握本学科国内外学术动态，具备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西医结合基

础与应用的能力，和研究重大疾病的能力，并具有独立承担中西医结合

医学教学、科研、临床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创业精神。

3．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英语），能较熟练阅读本专业的英语资

料，具有较好的译写和听、说交流能力。

4．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身心健康。

（二）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严格执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获中西医结合学科硕士学位基本标准。要求学位申请人必须完成培养方

案所规定的全部学习任务，修满规定学分；了解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前沿进展和发展新趋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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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宽广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

方向和国际研究前沿，掌握学位研究的先进研究方法和临床技术；熟悉

本专业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系统掌握中西医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临

床技能、与本专业相关的现代医疗技术，具有严谨细致的临床分析和思

维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并按照学位授予标准完成学

位论文。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外文阅读能力、外文写作能

力和外语语言交流能力，可顺畅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制定的《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结合重庆医

科大学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庆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1.掌握的基本知识

具有全面的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中医理论发展史、

中国古代哲学、史学等知识。熟悉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

掌握与本领域研究直接相关的现代科研方法与技术，能够运用中医传统

研究方法和或现代科研方法从事本学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具备的基本素质

具备较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素养，热爱中医药事业，具备严谨、

敬业、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有机结合中西医学优势，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继承基础上创新，探讨和研究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与机制。

3.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辨证论治，熟悉本

专业常见病多发病的西医诊断、鉴别诊断与治疗，熟悉本专业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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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具有较好的科研能力、较强的论文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熟

练应用基本的实验操作方法。即具备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教学和

科研工作的综合素质能力。

4.学位论文发表与答辩要求

按要求完成重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包括学位课程学习

和考试、文献综述、开题、中期考核、实验记录、毕业答辩等，学术学

位要求必须以重庆医科大学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署名至少发表一篇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通过所有环节考核合格后授予

中西医结合医学硕士学位证书。

二、基本条件

（一）培养方向

中西医结合学科经过60余年发展，已形成基本稳定的五个主干学科

方向，体现中西医结合的诊治优势和中医特色：器官纤维化中西医结合

防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代谢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健康干预研究

（中西医结合基础）、免疫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中西医结合临

床）、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中西医结合临床）、心脑血管疾病中

西医结合防治研究（中西医结合临床），涵盖的二级学科及主要研究方

向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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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二级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

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中西医结合临床

①免疫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

②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

③心脑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

中西医结合基础
①器官纤维化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

②代谢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健康干预研究

（二）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专任教师58人。①教授（含主任医

师）22人，副教授（含副主任医师）22人，中级14人。②硕士生导师25

人，博士生导师10人。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47人，占81 %，具有硕士

学位及以上的教师占96.5%。④61岁以上2人，46岁至60岁29人，36岁至

45岁20人，35岁及以下7人。

本学位点拥有全国第6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中

西医结合临床）1人，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1人，

重庆市中医药研究生导师团队1个，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重庆英

才1人。

学术方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担任社会兼职情况见表2：

表2.学术方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担任学会职务情况

国家级、省部级相关学

会 理事、副会长、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科

技创新与转化专委会副会长、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中

西医结合基础与应用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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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理事兼名医经验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中

西医结合学会感染病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

重庆风湿分会副主委、重庆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委员

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心血管学

组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呼吸专委会副主

任委员、第六批重庆市中青年医学高端人才

国家级、省部级中医学

相关学会（候选）理事、

常委

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常

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委会常务理事、重

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

湿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免疫学会中医药免疫分会常务

理事、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分会常务委员

国内外相关学会会员、

委员等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感染病专委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病专委会

委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专委会委员、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委会青年委员、重庆市中西

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5届青年

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专委会委员、重庆市中医

药学会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胃肠肿

瘤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技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本学位点主要方向学术带头人简况如下：

中西医结合基础——器官纤维化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方向带头人：

曹文富，二级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西医结合），重庆市名中医，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代谢病防治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实用中医药杂志》主编。主要从

事器官纤维化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发表论文145篇，副主编专著7部，主

持NSFC等各级科研课题15项，主持教育部等教研课题4项；获重庆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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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三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1项，中国

中西医结合贡献奖1项，主编国家“十二五”及“十三五”规划教材各1部，副

主编4部；承担《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进展》、《中西医结合科

研思路与方法》等课程的教学。

中西医结合基础——代谢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健康干预研究：王建

伟，博士生导师，为中医药防治代谢性疾病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重

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2020年8月被聘为重庆医

科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医药防治代谢性疾病研究与新药研

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和面青地项目二审专家，国家博士后

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多省市科技项目与成果评审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6项，省市级项目10余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45

篇（发表在Mol Nutr Food Res., J Pharmacol Exp Ther.等），CSCD核心期

刊30余篇，多次在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获省级科技成果奖3项；

专利1项；副主编专著2部。承担《中药药理学》、《科研思路与方法》、

《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等课程的教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免疫性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荣晓凤，硕

士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中华医学会

重庆医学会风湿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师协会重庆风湿病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全国委员、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风湿专委会青年委员、重庆市中医药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

域：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骨关节

炎、痛风等风湿性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已发表20余篇论文，主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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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10余项科研课题。讲授《中西医结合内科学》、《医学免疫学基础》

等课程，同时承担院级教改课题卓越医师班免疫系统疾病的教学工作，

多次被评为“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中西医结合临床——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 王淑美，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指委委员。主攻中西医结合防治

恶性肿瘤研究。善于在中西医结合理论指导下，以国际指南为指导，以

循证医学为依据，为患者提供规范化、个体化的中西医治疗方案。善于

采用中医外治法及药食同源等多种自然疗法，为西医治疗增效减毒，在

肿瘤预防、改善症状、防复发转移等方面有很好疗效。参加完成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10多项，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SCI论文9篇，CSCD论文40

余篇。参编《肿瘤中西医治疗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

学概要》、《医患沟通技能》、《中医养生文献学》、《西学中中医临

床辨治》等著作8部。承担《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基础》、《中医内科学进

展》等课程的教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心脑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王振宇，

硕士生导师，重庆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康复医学会常委。主要研究领

域：中西医治疗脑血管病后遗症研究。擅长中西医结合昏迷促醒及气切

拔管、急慢性疼痛的治疗。参与脑梗死恢复期、假性延髓麻痹、眼球活

动障碍等三个国家临床路径编写，参编国家“十二五”、“十三五”《临床

康复工程学》规划教材，承担《中西医结合史》、《康复医学》等课程

的教学。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级科研项目5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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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CI及中文核心论文20余篇，参与获得中国中医药促进会科技进步一等

奖1项，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9名，毕业1

名。

（三）科学研究

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2023年新增代表性科研论文18篇见

表3，新增课题19项。见表3-4。

表3 2023年度发表科研论文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期刊名

发表

时间
作者类型

1 王建伟

Rhubarb charcoal-crosslinked chitosan/silk
fibroin sponge scaffold with efficient

hemostasis, inflammation, and
angiogenesis for promoting diabetic

wound healing

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3 通讯作者

2 樊文彬

Time to change Present and
prospects of hemorrhoidal

classification
Frontiers in Medicine 2023 通讯作者

3 王坚

Alkanes and chemical markers identified
in the essential oil from pericarp of

Nanfengmiju (Citrus kinokuni Hort. ex
Tanaka)

Journal of the Mexican
Chemical Society

2023 通讯作者

4 王坚

The nomenclature of three Citrus varieties
collected in Pakistan and chemicals in

essential oils from their peels

Pakistan Journal of
Botany

2023 通讯作者

5 陈欢

麻杏解毒合剂通过 p38MAPK/AP-1通路

对冠状病毒肺炎模型小鼠炎性因子的调

控作用研究

中国中医急症 2023 通讯作者

6 段恒

左归丸促初老大鼠生殖器官血管生成与

EPCs 促动员因素 GM-CSF、SDF-1 及

其受体关系的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2023 通讯作者

7 王建伟

Astragaloside IV Blunt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G2/M Arrest to Alleviate Renal Fibrosis

via Regulating ALDH2-Mediated
Autophagy

Cells 2023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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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何先元 干燥温度对多花黄精药材品质的影响 中南农业科技 2023 通讯作者

9 王建伟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icariin in rats with
letrozole and high-fat diet-induced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2023 通讯作者

10 姚玲

Oleanolic Acid Inhibits SCD1 Gene
Expression to Ameliorate

Fructose-Induced Hepatosteatosis through
SREBP1c-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Mechanisms

Molecular Nutrition
and food Research

2022 第一作者

11 王建伟

6-Gingerol Ameliorates Hepatic Steatosis,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High-Fat Diet-Fed Mice through

Activating LKB1/AMPK Sign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3 通讯作者

12 唐成林

Electroacupuncture at Fengchi(GB20) and
Yanglingquan(GB34) Ameliorates

Paralgesia through Microglia-Mediated
Neuroinflammation in a Rat Model of

Migraine

BRAIN SCIENCES 2023 通讯作者

13 曹纬国

A new polysaccharide from Hawk tea: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immunomodulatory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regulating gut microbiota

Food Chemistry 2023 通讯作者

14 唐成林

Electroacupuncture Alleviates
Depressive-like Behavior by Mod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2X7/NLRP3/IL-1β of

Prefrontal Cortex and Liver in Rats
Exposed to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Brain Sciences 2023 通讯作者

15 潘正

The total polyphenolic glycoside extract
of Lamiophlomis rotata ameliorates
hepatic fbrosis through apoptosis by
TGF-β/Smad signaling pathway

Chinese Medicine 2023 通讯作者

16 何先元
奉节县两个土家族乡高山中药材种植业

发展探讨
南方农业 2023 第一作者

17 潘正

The total iridoid glycoside extract of
Lamiophlomis rotata Kudo induces M2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to accelerate
wound healing by RAS/ p38 MAPK/

NF-κB pathway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23 通讯作者

18 王建伟

Icariin Alleviate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by
Improving Liver Fatty Acid Oxidation and

molecules 2023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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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23年获批科研项目一览表

Inhibiting Lipid Accumulation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

来源
起止时间

获批

经费

1

姜主要活性成分 6-姜辣素通过

“直接结合”与“双通路交叉调控”
靶向抑制 SCD1改善非酒精性脂

肪肝的机制

王建伟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2023.01-2026.12 52

2 中医药防治代谢性疾病传承创

新团队
王建伟

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
2023.03-2026.02 600

3 巴渝方药基础与应用研究团队 曹纬国
重庆市科学技

术局
2023.09-2026.09 30

4 重庆市巴渝岐黄学者支持项目 曹纬国
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
2023.07-2026.07 30

5 感毒清调控PM2.5诱导慢性气道

炎症的分子机制研究
吴永灿

重庆市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

局

2023.06-2026.05 10

6
经方防己茯苓汤调控线粒体动

力学而抑制心肌细胞衰老抗心

肌纤维化的机制

杜旭勤
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
2023.10-2026.09 4

7 功能能性便秘伴发抑郁的“脏躁”
理论与氧化应激机制研究

樊文彬
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
2023.10-2025.10 4

8
基于炎症 miRNA探讨早期电针

调控海马小胶质细胞改善 AD神

经炎症和空间记忆的机制

李珑
重庆市科学技

术局
2023.03-2025.03 10

9
基于 sclt对血管内皮细胞纤毛发

生的影响探讨针刺四关穴预防

动脉硬化的机制

梁冰雪
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
2023.10-2026.09 4

10
IRG1/GATA3信号通路介导

taVNS减轻十二指肠黏膜低度炎

症的机制研究

王丹
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
2023.10-2026.09 4

11
METTL3介导 miR-132-5pm6A
甲基化在黄芪甲苷调控PM2.5染

毒 AM自噬流中的机制

吴永灿
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
2023.01-2026.09 4

12 用于创面修复的新型可注射大

黄炭水凝胶敷料的研究
王建伟 重庆市科技局 2022.01-2024.12 40

13 新型固体吸附材料脱除中药提 郭红丽 重庆市科技局 2022.08-2025.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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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科研支撑

学位点依托学校的整体资源，拥有数字化图书馆，其中中文藏书

167.91万册，外文藏书14.99万册，订阅国内专业期刊757种，订阅国外专

业期刊5种，中文数据库数37个，外文数据库数22个，电子期刊读物641540

种；共享生命科学院大型科研平台和学校各重点实验室科研仪器设备，

中西医结合学科实验室主要依托医院实验研究中心共建平台和省级重点

实验室-中医药防治代谢性疾病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目前可供本学科使用

的专业实验室面积达4028平米，实验仪器价值达7398万元。同时拥有重

庆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医药实验教学中心”、校级实验室“中医药研究

室”等可以支撑本学位点的教学科研平台。

实践教学基地：现有3所直管附属分院，15所托管医院，5所教学实

习医院，10余所教学实习基地，均为长期合作基地，基本能满足临床实

取物中重金属的应用及基础研

究

14 微生物发酵改变老鹰茶风味品

质及抗肥胖活性的机制研究
黄秦 重庆市科技局 2022.08-2024.07 10

15
LKB1 介导的代谢稳态在稳持

NK 细胞存活和

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

宋亮 重庆市科技局 2022.08-2025.07 10

16
局部缓释齐墩果酸的原位可注

射水凝胶用于骨质疏松骨折的

治疗

王建伟 重庆市教委 2022.08-2025.08 30

17 第三批重庆市专家服务团服务

基层项目
王建伟 重庆市人社局 2021.11-2024.11 10

18 重庆医科大学特聘教授-骨干人

才基金
王建伟 重庆医科大学 2020.08-2024.07 100

19
重庆医科大学未来医学青年创

新团队-巴渝方药基础与应用研

究创新团队

曹纬国

重庆医科大学

未来医学青年

创新团队支持

计划

2022.02-2024.1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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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需要。

（五）奖助体系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奖助学金体系制度，包括《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

“三助”实施办法》、《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单项奖学金评选办法》、《重

庆医科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重庆医科大学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办法》等，促进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

益的协调发展。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奖学金包括三类：国家奖学金，学业

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覆盖率100%。研究生助学金包括五类：国家助学

金、三助岗位津贴、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学费缓交绿色通道和助学贷款。

三、人才培养情况

（一）招生选拔

目前，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报考生源主要来自本校和其他地方医科院

校，生源分别来自北京、福建、四川、天津、辽宁、重庆、云南等地。

近年来本学科积极扩大考生来源，增加考生对本学位点的了解。同时严

格把控笔试和面试环节，如制定符合专业特征和培养需要的考试大纲，

科学设计考试命题，严格建设试题管理，根据学科进展及时更新命题内

容；制定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等科学的评定标准，

避免争议，选拔高素质研究生。2023年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2人。

（二）思想政治教育

本学位点深入挖掘学科主要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深入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积极推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获得2项重庆市课程思政项目。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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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国内外中西名医医德医风融入教学、科研过程，

让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得到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熏陶，最

终形成教书与育人的高度统一。以推动“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为目标，

坚持“党建引领学风建设”，打造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落实导师第一责

任人制度，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均要求参与教学及思政德育工作，形

成学院-教师-学生-课堂-社会全方位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实践模式。

通过校院两级大学生创新研究课题的设置、暑期夏令营等活动，改

善和储备优质生源；对不同学位类型的人才进行专项培训与教育，学术

学位学生加强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专业学位学生加强临床实践技能培养，

使人才培养更加多样化、深入化、专业化。加大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

设置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杏林计划-研究生创新拔尖人才计划”及奖励办

法，以增加获得国家奖学金、校级优秀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数量，力争市

级优秀毕业论文获得突破。

（三）课程教学

以“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局部优化”为设计思路，构建了“学校、学

科、导师”三大课程平台。强化教学中心地位意识，实现分类管理和专业

化建设， 本着共享原则、协同原则和效率原则，打造基础前沿理论课程、

实验技能课程、人文素质系列课程、科研方法学课程、学科平台课程等 5

大课程模块。统筹全校课程资源，面向全体研究生开放，实现全员跨层

次、跨学科选课。

多维度打造一流课程资源，定期开展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增

设研究生选修课程，广泛吸收中医药学、西医药学、人文社科等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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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的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探索开展探索性教学、设计型教学、MOOC

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 PBL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将课程学习与自身

课题紧密结合，提高课程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通过“名师大讲堂” “巴

渝杏林青年论坛”等方式，将学术讲座课程纳入到学分，构建以创新精神

培养为导向的学分评价体系。

（四）导师指导

学校每年发布导师遴选制度，新老导师的选聘严格参照科研和教学

量化评分标准，并参考课题经费等辅助措施执行。师德师风问题实行一

票否决制，同时导师遴选与学生培养质量紧密挂钩。

学院每月集体组织一次导师培训，教研室每周组织一次导师学习。

全体导师100%参与培训。建立对导师工作的评价机制以及学生的跟踪评

价机制，根据学生管理效果和个人能力体现进行导师综合测评。

导师严格参照研究生的培养手册以及授位标准对研究生进行培养，

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实验记录检查、论文发表与毕业答辩等环节，

同时对研究生的就业后进行跟踪指导。

（五）学术训练

（1）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情况：为保证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得到训

练，学院鼓励研究生参加导师或导师组的科研课题，各二级学科点在科

研平台范围内或导师以及导师组的指导下，对研究生进行文献学习汇报、

实践调查、小型研讨等学术训练。同时学院每年定期举行研究生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汇报会和研究生实验记录检查，对研究生的课题研究计划、

学位课程成绩、科学研究能力、课题进展、实验记录等方面进行全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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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效促进了学术训练。

（2）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情况：根据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研

究生必须参加指导教师承担的教学工作，教学实践一般为一学期，在导

师及指导小组成员指导下进行专题报告等试讲。

（3）学术交流：研究生按照课题组为单位，每两周进行一次学术报

告，汇报文献阅读情况和实验进展。

（六）学术交流

每年安排约3-5名研究生参加国家和省市级中医/中西医结合相关学

术会议，每年多人次参加院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和学术沙龙。近5年有8人

次在省市级学术会议上发言；3人次获得论坛优秀奖；10人次的论文被收

录会议论文集。

近几年，接收外籍博士后人员2名，培养留学生3名，派出4名青年教

师出国访学。

（七）论文质量

学校和学院对论文质量要求严格，答辩前严格审查，学位论文复制

率不得超过20%，复制率首次检测超过30%，或第二次检测仍超过20%，

至少延迟半年答辩，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系统随机抽取5%进行校外盲评。

学院经过开题审核、中期检测、论文盲评、论文复制率、严格把关、预

答辩和毕业答辩、归档程序等环节严格考核过程，各项制度及运行机制

健全，有效监管并保障本学科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八）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建立了研究生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研究生学位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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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分委会审核等质量监查体系，近五年在学位办抽检中， 无一篇存

在问题学位论文， 论文抽检合格率达到100%，答辩通过率达100%，延

迟答辩人数0人，在学校对学位论文送交校外专家盲审中，送审结果全部

合格。

（九）学风建设

学校多次开展研究生学风、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开展研究生

导师学术规范培训，设立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传月，学院网站建立相

关栏目，利用活动园地、QQ群、邮箱、活动展板等多种形式，开展研究

生主题班会等，加强和监督学术学风。

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按研究生、导师、院系研究生管理部门、科研

平台管理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全校通报批评或者警告处分、延迟半

年或者一年答辩、给予该导师减少招生指标或者停止导师招生资格的处

罚、给予减少该院系招生指标的处罚、取消该平台年度优秀平台评选资

格。

本学位点迄今未出现导师和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和违背学术道德的

行为。

相应的规章制度主要有：

（1）《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2）《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科协发组字[2015]98号）

（3）《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

（4）《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

研〔201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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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社

科[2009]3号）

（6）《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

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

（7）《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

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意见的通知》（渝教工委〔2018〕

78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8）《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重医大

文（2014）343号）

（9） 《重庆医科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重医大文（2018）353号）

（十）管理服务

按照学校、院系相关规定明确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和自主管理机制，

加强研究生权益保护宣传教育，保持权益申诉渠道畅通，切实保障学生

利益。学院设置了研究生管理老师，负责监督执行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制

度，并向学院领导及时反应研究生的诉求。

定期开展研究生讨论会，探讨和解决学习中的问题，进行学生对导

师、教研室、学院的满意度及意见调查，并及时改进管理服务。

目前教学评价良好，学科点未发生师德师风不良事件，学生总体满

意度较高。

（十一）就业发展

2023年对毕业研究生进行就业率统计，本学位授权点毕业就业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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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近5年，本学位点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均达到100%，根据就业单

位的调研统计，本学位点毕业的研究生，临床、教学及科研胜任能力强，

目前部分学生已经在单位中成为业务骨干或担任临床科主任或职能部门

管理干部等管理岗位。

四、服务贡献

（一）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与重庆市药监局、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重庆

市中医药行业协会中药饮片专委会及企业共同搭建“政-行-企-校”服务平

台，并借此从教育培训、技术服务、对口支援三个层面构建完整服务体

系，服务于地区经济社会。教育培训有规模有质量。我院是重庆市唯一

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基地，先后为重庆市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及多家科技企

业举行中药炮制技术与饮片质量控制等专项培训 12期次，参训人员合计

约 3200人次。显著提高了技术人员的中药炮制技能，加强了监管人员的

质量控制意识，促进地区中药相关产业健康发展。技术服务有成果有效

益。建立专业的技术咨询团队，为行业标准、企业新产品开发等提供技

术指导和咨询服务。主持研究并制订了女贞叶等 9个重庆市地方药材标

准，解决了艾叶绒、枇杷叶等 10个饮片质控难题，为 2个新产品开发、

3个药品上市评价及 2个院内制剂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社会效益。交流支援有作为有影响。一方面，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

参与项目合作，强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头支持。另一方面，接纳企业

人员培养在职研究生、培训执业药师等，并常态化开展现场观摩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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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座谈会、讲座报告会及参观交流活动，实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

同创新。

（二）经济发展

学位点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组织重医附一院、重庆市中医院、市骨

科医院等多家医院，以及重庆市中西医结合风湿专委会等各专委会共计

20余名专家组成“学科服务示范团队”，下基层、推技术、助发展，积极

发挥学科示范引领作用，开展深度学科帮扶，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助力边远山区脱贫攻坚。学科帮扶下基层。团队专家先后至重庆市大足

区人民医院、长寿区人民医院等 10余家医院进行义诊、学术讲座、教学

查房、学科建设经验交流等学科帮扶活动。辐射周边十余个区县及乡镇

医院的各级各类人员 400余人。技术推广暖人心。团队专家到四川、重

庆各区县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技术推广。就药物临床使

用、常见病、多发病的中成药合理诊疗原则、小儿推拿、康复手法等基

本技能进行培训。通过授课、培训考核，基层参训人员平均合格率达 98%。

综合施策谋发展。团队专家对重庆边远山区农民致富问题线上线下帮扶，

针对巫溪县药农提出的胡提早抽薹影响药材质量和产量等问题进行现场

指导，为当地药农减少近十万元的经济损失。针对中医药“一村一品”产业

发展问题，提出立体化综合发展的思路设计。针对拓展当地中药材销售

渠道问题，提出加快发展电商微商销售方式等参考建议，全面助力脱贫

攻坚。

（三）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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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队伍建设，汇聚高质量科普人才

依托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文化中心，通过线上线下活动培训专家及

志愿者100余人。多位教授积极参与科普活动，如洪蕾教授团队推进中医

药文化馆建设，李学智教授开展主题讲座。洪蕾教授还出版了文化进校

园中小学生教材，制作了文化产品。

2. 挖掘科普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科普活动

坚持在重要节日节点开展科普活动，如国医节、全国科普日等，打

造精品活动。开展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对象包括学生、社区居民等，

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0000人。此外，还开展了国医节校外行活动、中医药

防治代谢性疾病科普进校园活动等。

3. 深化国际合作，推广中医药文化

重庆医科大学举办夏令营活动，邀请国际交流生参与中医药文化体

验。同时，开展国际科普合作活动，如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等合作开

展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

4. 拓展科普渠道，扩大影响力

开展中医课堂进小学活动，让中医药文化走出校外，深入基层。此

外，还通过出版教材、制作文化产品等方式拓展科普渠道，扩大影响力。

五、本年度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对照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基本要求，本学位点均能较好

完成目标，但是对照国家关于博士学位授权点申请要求，尚有不足与短

板，主要为：

1.学科队伍：高层次人才缺乏，缺少世界知名和有重要影响力的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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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人才。本学位授权点尚无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等国家级人才，故应加强本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引进，进一步加强学

科融合及交叉，促使学科带头人围绕学科相关方向提升学术影响力，以

保证学位授权点持续长久发展。

2.本学科人才培养数量紧缺，人才引进竞争激烈，亟需加大力度培养

自身高层次人才。本学科人才队伍年龄、学历及职称结构合理，但高级

职称晋升增加缓慢，发展后劲不足，中青年骨干亟待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增强临床技能及教学质量，加快中青年人才晋升速度，为学科建设提供

中坚力量。

3.科研项目层次有待提高，缺乏国家级重点和重大课题、国际重大合

作项目等；教学与科研成果奖的级别偏低，缺乏省级一等奖和国家级奖；

成果转化不够突出，新药新技术的发明与转让尚需加强。本学位授权点

虽已凝练出稳定明确的学科发展方向，并取得一定成绩，但学科人员对

科研成果转化等重视不够，缺乏相关技术转让和国家级科研成果申报，

应及时总结临床与科研结果，积极申报科研成果奖和专利申请，进一步

扩大学科影响力。且本学位授权点有较为优秀的平台，但本学位授权点

尚缺乏高分SCI及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支持学科的国际领先地位。

六、改进提升方案与具体实施计划

（一）提升方案

1.结合本学位授权点的特点及要求，着重引进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及

学科方向带头人，为人才培养树立德才兼备的学科领军人才，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建立完善的奖励和人才引进机制，创建新型管理模式，加强

人才培养。从本学位授权点人才储备库中大力发展高水平人才，以学科

方向为依托，着重为学科优势特色培养专项人才，全方位递进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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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展思路和目标。

2.增加进修、学术讲座、出国培训等方法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储备人

员学术能力，促进人才发展。同时积极完善中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教育

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培养模式，借鉴其他优秀学科管理培养模式，

加强研究生质量的培养，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人才发展提供丰沃土

壤。努力培养中青年骨干的创新思路与科研技术，是人才团队水平整体

提高，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增长。进一步加强学科和平台建设。在今后

的学科建设中，在保持优势学科学术地位的同时，努力加强中西医结合

基础和临床的结合，提升学科的综合竞争力；在平台建设方面，应高度

重视实验室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统筹安排，争取建设国家/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3.加强与国际相关学科领先领域专家合作交流，吸纳国际优秀元素扩

充本学科实力，力争能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同时增加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国际期刊的投稿率，争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现有的学科方向发展

的基础上加大科研的深度，挖掘更深层次的疾病机制机理，与国际相关

领域领先水平接轨，实现学科强劲交流合作。同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也要着眼于国际化，邀请一批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来校访问讲学，积极举

办国际学术会议，鼓励优秀的研究生以短期访学、联合培养、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等形式，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研究生的国际视野。

（二）具体实施计划

1. 整体改进措施：成立工作小组，全面开展自纠自查。全面梳理研究

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导师管理等环节的制度规范，堵塞制度漏洞，

对相关制度进行补齐加强，落实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

2.学位授权点方向：继续提高学科方向凝炼度，加强学位授权点规划，

发挥学科方向特色与优势，形成明确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具有中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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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特色的学术体系。

3.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或引进1-2名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学术带头人；

新增正高2-3名，副高3-5名，专项培养具有学术方向发展特色的带头人。

4.科学研究：中级职称和硕士学位以上的人课题拥有率超过50%；力

争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资助课题5-8项；争取申报省部级科研成果奖；SCI、

CSCD收录论文数量增长10-15篇。

5.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积极申报中西医结

合博士学位授位点；追踪学科发展动态，立足学科前沿，注重多学科渗

透交叉，加大教学实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深度应用。

6.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争取以本学位授权点

本院校为牵头单位，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2-3次，参加国际或国内学术会

议10余次。

7.科研平台：改善实验室条件，充分满足学科研究需要；加大与相关

院所实验室和企业的合作力度，促进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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