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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中药学 

（二）专业代码：620302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全日制 3年。 

四、职业面向 

（一）职业领域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 

技术领域举例 

医药卫 

生大类 

（62） 

药学类 

（6203） 

农业（01） 

医药制造业（27） 

批发业（51） 

零售业（52） 

仓储业（59） 

专业技术服务业（74） 

药学技术人员（2-05-06） 

中药材种植员（5-01-02-05） 

采购人员（4-01-01） 

销售人员（4-01-02） 

中药饮片加工人员

（6-12-02） 

其他医药制造人员

（6-12-99） 

中药材生产 

中药调剂 

中药购销 

药学咨询与服务 

中药制药 

中药质检 

（二）就业岗位及相应职业能力描述 

序号 就业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能力 职/执业资格 

1 
药品生产

制备岗位 

在药品生产制备岗位

从事中药（含西药）制

剂生产制备的工作 

1.具有必要的中医药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熟练的中药调剂、中药制剂技

能 

中药炮制工 

执业药师 

2 
药品质量

检验岗位 

在药品质量检验岗位

从事药品质量检测的

工作 

1.具有必要的中医药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熟练的中药质量检验技能  

中药炮制工 

执业药师 

3 

药品经营

管理、销售

岗位 

在药品经营管理、销售

岗位从事药品经营、销

售、采购、仓贮、物流

的工作 

1.具有必要的中医药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熟练的中药购销、中药储存与

养护技能 

中药炮制工 

执业药师 

4 

中药调剂、

炮制加工

岗位 

在中药调剂、炮制加工

岗位从事中药调剂、中

药炮制的工作 

1.具有必要的中医药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熟练的中药调剂、中药制剂技

能 

中药炮制工 

执业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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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就业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能力 职/执业资格 

5 
药学服务

岗位 

在药学服务岗位从事

临床药学、社会药店零

售、中药品质鉴定和种

植的工作 

1.具有必要的中医药基本理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2.具有运用中医药知识对患者或顾客

进行用药指导的能力 

3.具有开展用药宣教和药学服务的能

力 

中药炮制工 

执业药师 

五、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三全育人”，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

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掌握中药学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中药农业、医药制造、营销、仓储

及专业技术服务等职业群，能够从事中药材生产、中药饮片生产、中药制

剂生产、中药质量控制、中药炮制、中药养护、中药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

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

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

创新思维。 

（4）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

和团队合作精神。勇于奋斗、乐观向上。 

（5）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2.知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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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知识。 

（2）掌握中药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药剂学、

中药调剂技术、中药炮制技术、中药鉴定技术、中药制剂分析、药品市场

营销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等专业基础知识。 

（3）熟悉专业相关的医学、药学、化学和生物学基础知识；熟悉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知识；熟悉化学操作与分析仪器操作基本知

识。 

（4）熟悉中药材生产加工、医药市场营销、中药贮存与养护、药学

咨询与服务的基本知识；熟悉药事管理法律、法规与政策知识；熟悉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基本知识。 

（5）熟悉专业所必需的英语和计算机应用知识。 

（6）了解文献检索、资料查阅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

基本方法。 

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较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利用网络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

力。 

（4）具有对中药化学成分进行提取、分离和检测的基本能力；具有

中药鉴定和质量分析的基本能力；具有中药炮制、调剂、制剂的基本能力。 

（5）具有使用常用分析仪器对中药的质量进行分析鉴定的能力；具

有使用炮制、提取、分离、制剂设备进行中药前处理和制剂生产，并能对

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的能力。 

（6）具有识别常用中药，进行中药调剂、合理用药指导的能力；具

有对中药商品进行日常保管的能力。 

（7）具有中药营销和现代企业管理的能力。 

（8）具有事故防范、评价、救助与处理能力；具有维护岗位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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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洁净的能力。 

（9）具有一定的科研与创新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 

法律基础  

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

律素养。内容包括人生的青春之问；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2 
计算机基

础与应用 

计算机基础知识（认识计算机任务、键盘操作任务、汉字录入）、Windows操

作系统、Word字表处理、Excel电子表格、PowerPoint演示文稿制作、互联

网应用，兼顾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及当前医药行业对计算机应用基本

能力的要求，以及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 

3 基础英语 
以学生在中学阶段学到的英语为起点，提供听、说、读、写、译技能的基础

性综合训练，注重实际应用、培养学生一定的语言运用能力 

4 
体育与 

健康 

分为基础模块、兴趣选项模块、职业身体素质模块三大部分。基础模块包括

队列队形练习、田径基本技能、24式太极拳、拓展训练、《体育与健康》基

本理论与健康知识；兴趣选项模块包括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健美

操、武术，保健班和各运动项目的基本理论知识、规则与裁判法；职业身体

素质模块主要开设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身体素质训练内容 

5 高等数学 

函数的极限与运算、函数的连续性、导数的概念与运算、微分的概念与运算、

洛必达法测、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导数在医学中的应用、原函数与不定积

分以及不定积分的计算、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及定积分的计算、定积分在医

学中的应用 

6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重点，全面

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和加强党

的领导 

7 
形势与 

政策 

依据中宣部、教育部下发的“2019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结合当

前国际国内形势，介绍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

事件，阐明我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以专题式教学法每

学期从国内、国际两大板块中确定 2个专题理论教学内容。国内专题内容包

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我国改革开放 40多年和

建国 70年来的发展成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

国际专题内容包括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实质、走势、战略、部署”；我国对

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与应对政策 

8 军事理论 
中国国防概述、国防法规、国防建设、武装力量、国防动员；国家安全概述、

国家安全形势、国际战略形势；军事思想概述、外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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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事思想、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现代战争概述、新军事革命、机械和信息化战

争 

9 劳动 
临时性社会公益劳动，校园卫生保洁，绿化美化和寝室卫生打扫及勤工俭学

等活动 

（二）专业课程 

1.专业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1 
人体解剖

生理学 

常用解剖学术语和生理学概念，内环境及稳态，能量代谢和体温，血液，脉

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主要内脏（呼吸、消化、泌尿和生殖系统）的结构与

功能，神经系统的结构与主要功能，感觉、内分泌器官的结构与功能 

2 

病原生物

学与 

免疫学 

免疫系统的组成与功能，各类免疫应答发生及规律，免疫学理论在疾病诊断

中的应用；常见病原微生物和医学寄生虫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性、免疫性，

以及相关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学检测方法及防治原则 

3 

中医基础

学（加中医

诊断） 

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及其人文背景、主要内容及特点，中医学的认知方法，中

医学未来发展展望，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对正常人体的认识，中医学

的病因病机，中医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及治疗概述 

4 中药学 

中药的基本理论（包括中药的起源与中药学发展、中药的性能、中药的应用）

及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等 20类常用中药的来源、性味归经、

功效、应用、用法用量、药理研究、不良反应等 

5 无机化学 

溶液和溶液的渗透压、表面现象和胶体溶液、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酸

碱平衡和缓冲溶液、沉淀-溶解平衡、物质结构基础、配位化合物、常见元

素及化合物、生物无机化学基本知识 

6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烷烃和环烷烃、不饱和烃、芳香烃、对映异构、卤代烃、

醇、酚、醚、醛、酮、醌、羧酸及取代羧酸、羧酸衍生物、含氮化合物、杂

环化合物和生物碱、糖类化合物、氨基酸、蛋白质和核酸 

7 分析化学 

定量分析概述、滴定分析法概述、四大滴定（酸碱、沉淀、配位、氧化还原

滴定法）和电位分析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色

谱法的原理及其操作应用 

8 
药用植 

物学 

药用植物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其在中药学专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植物的形

态；植物的细胞与组织、茎和叶的构造；药用植物分类概述，藻类、真菌门、

地衣门、苔藓植物门、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被子植物门的分类；动物

药简介 

9 方剂学 

方剂基础理论（包括方剂和方剂学的概念、方剂学的发展简史、方剂与证法

药的关系、方剂的分类、方剂的组成与变化、方剂的剂型及使用等）及解表

剂、清热剂、和解剂、补益剂等十多类临床常用方剂的组成、用法、功效、

方解、临床应用、方歌等 

10 
中医临床

常见病 

中医内科学包括肺系病症、脑系病症、脾胃系病症、肝胆系病症、肾系病症、

气血津液系病症、肢体经络病症；中医妇科学包括妇科疾病的病因与发病机

制、诊断与辨证、治法概要；中医儿科学包括中医儿科学基础、儿童保健、

儿科临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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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1 药理学 

药动学和药效学基本理论；传出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激

素及作用于内分泌系统、内脏系统、抗生素、化学合成抗微生物药、抗肿瘤

和免疫调节剂、抗寄生虫药、麻醉药、抗过敏药等各类代表药物体内过程的

特点、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用药注意事项及合理应用 

2 中药化学 

中药化学的研究对象，中药化学成分的一般研究方法；糖和苷类化合物、醌

类化合物、苯丙素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萜类和挥发油、甾体类化合物、

生物碱、鞣质及其他成分；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3 
中药 

药理学 

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影响中药药理作用的因素、中药药理作用的特点、

中药复方药理；与各类中药功效主治相关的药理作用；常用单味中药和常用

复方的主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现代应用及不良反应；中药药理学研究的

成果和现状 

4 
＊中药药

剂学 

中药调剂，中药制药企业，中药制药卫生，制药用水，中药药粉，中药提取，

中药提取液精制与浓缩，中药浓缩物干燥；中药口服液（合剂），中药糖浆剂，

煎膏剂（膏滋），流浸膏剂与浸膏剂，酒剂，酊剂，注射液，注射用无菌粉末，

散剂，颗粒剂，片剂，包衣，硬胶囊，压制软胶囊，滴制软胶囊（脱丸），水

丸，蜜丸，软膏，滴丸，膏药，橡胶膏剂，栓剂及其他剂型；中药制剂内包

装、外包装 

5 
＊中药调

剂技术 

中药调剂人员的职责与道德规范；中药标准、中药管理、中药处方、中药配

伍及禁忌、中药的合理用药与不良反应等；中药调剂室的基本设施及工作制

度、中药调配流程、中药临方炮制与制剂、中药煎药与服药、中药计量单位

及计量工具等；中药的贮藏与养护 

6 
＊中药炮

制学 

中药炮制简史及发展状况，炮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中药炮制的意义，中药

炮制的分类及辅料，中药炮制的基本方法及其特点（净制、切制、炮制），饮

片的质量要求与贮藏保管，炒制技术，炙制技术，煅制技术，水火共制技术，

其他技术（发酵法、制霜法、复制法、烘焙法、水飞法，提净法、干馏法） 

7 
＊中药鉴

定学 

中药鉴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及范围，中药鉴定学的发展历史；中药的资源，

中药材的采收与产地加工，中药的贮藏，中药的鉴定，中药新药质量标准的

制定；根及根茎类中药，茎木类中药，皮类中药，叶类中药，花类中药，果

实及种子类中药，全草类中药，藻、菌、地衣类中药，树脂类中药，其他植

物类类中药，动物类中药，矿物类中药的鉴定 

8 
中药制剂

分析 

中药制剂的定性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各类化学成分及动物药、矿物药的

分析；中药剂型分析；质量标准的制定；生物样品分析；新技术、新方法在

中药分析中的应用 

9 
药事管理

与法规 

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相关法规，药品管理的体制及机构；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

基本知识；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信息管理、价格管理、处方调配、医疗

机构药品管理等方面的监督管理要点与方法；特殊药品管理；执业药师管理

及药师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 

备注：标＊者为专业特色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7%A2%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5%AE%E7%89%87/14941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5%AE%E7%89%87/14941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8%A1%A3%E7%B1%BB/184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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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拓展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1 
药学文献

检索 

药学文献检索基础，药学信息的获取，传统药学文献资源与检索，电子药学

文献资源与检索，药学专利文献的利用，药学竞争情报的利用，药学信息数

据挖掘，网络药学信息安全，药学文献信息的应用和药学文献与论文写作 

2 
医药数理

统计 

事件与概率，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与数字特征，随机抽样和抽样分布，总体

的参数估计，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相关与回归，

采用 Excel软件进行常见的统计计算 

3 
药品市场

营销学 

药品市场营销的相关概念及营销观念；医药企业战略规划、药品营销环境、

药品消费者行为分析；市场调查、药品目标市场细分与目标市场营销、药品

营销策略 

（三）综合素质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1 

大学生 

职业生涯 

规划 

认知大学生活与职业规划；学会自我认知；加强职业认知；职业生涯规划的

决策与实施；评估与修正职业生涯规划；学会管理职业生涯 

2 

大学生 

心理健康

教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概念与标准、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大学生

常见心理行为问题与调试方法；自我意识的含义、大学生自我发展的特点和

重要性、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及调适；情绪的概念、大学生的情

绪特点和影响因素、情绪调适的方法；大学生人际交往特点、人际交往中的

心理效应和技巧 

3 
就业与 

创业指导 

当前就业形势与政策，医学毕业生的就业途径和形式；就业信息收集和运用；

就业法律法规；创业基本理论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周数安排表 

学年 学期 
入学教

育及军

训 

教学 
复习 

考试 

教学 

见习 

毕业 

实习 

运动会或

长假十一 
社会实践 寒暑假 合计 

一 
1 3 13 2   1 1 6 26 

2  16 2   1 1 6 26 

二 
3  16 2 1  1  6 26 

4  16 2 1  1  6 26 

三 
5     20    20 

6     20    20 

总计 3 61           8  40 4 2 24 144 

（二）教学计划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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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录一 

（三）第二课堂安排表 

第二课堂 学分 

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执业药师（中药学）资格考试指南 2    32   

中药传统技能竞赛技能大赛培训 2   32    

创新创业活动 2    32   

社会实践 1 8 8     

（四）集中实践教学安排表 

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内容 学分 

实践学时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教学见习 

了解药品生产、流通、质检等方面的工

作流程；了解治疗药物监测及个体化给

药知识 

4   40 40   

毕业实习 

参加药品生产、流通、质检等方面的工

作；科学普及安全有效合理用药知识及

基本药学服务 

40     1200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校企（院）合作、工学结合、顶

岗实习带就业”的产学结合教育模式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以期提高

药学生在就业方面的实际操作能力，缩短岗前培训时间，培养学生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和较强的就业能力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践教学具体安排

如下： 

1.教学见习 第三、四学期安排学生到医药企业、中医院、社会药房

进行专业见习 2周。引导学生进入“边学习、边实践”的教学过程。同时，

校内实验实训基地根据中药专业工作情境，设计情境教学，教学过程充分

利用医药企业资源，让学生在仿真的职业环境中认识中药专业工作领域的

工作任务，培养职业能力。 

2.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分为医院实习、药品生产顶岗实习和药品营销

顶岗实习三个方面：一是医院实习包括调剂、制剂、质量检验、药库及药

学服务等实践内容；二是药品生产顶岗实习包括制剂生产、质量检验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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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等实践内容；三是药品营销顶岗实习包括药品营销、质量管理及物

流等实践内容。 

（五）各课程模块学时、学分统计表 

课程模块 课程性质 学分 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实践教学 

比例 

占总学时 

比例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22 366 194 172 46.99% 12.23%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38 560 458 102 18.21% 18.72% 

专业核心课程 

（含专业特色课） 
必修 35 525 326 199 37.90% 17.55%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必修 44 1280  1280 100.00% 42.78% 

必修课小计 139 2731 978 1753 64.19% 91.28% 

专业拓展课程 限定选修 5 76 69 7 9.21% 2.54% 

综合素质课程 
限定选修 4 57 57   1.91% 

任意选修 8 128 128   4.28% 

第二课堂 选修 7      

选修课小计 24 261 254 7 2.68% 8.72% 

总计 163 2992 1232 1760 58.82%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本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533 人，应配备专任教师 22 人，现有专任

教师 42 人，其中基础课教师 16 人，专业课教师 26 人，副高及以上职称

教师 17人，双师素质教师占 54%。 

2.专任教师 

本专业教师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占 100%，教师教书育人理想信念坚

定，师德师风良好，学识扎实，实践技能操作能力强，信息化教学能力强，

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改革能力。 

3.专业带头人 

本专业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专业带头人 2人，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中

药专业、行业的发展，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引领专

业建设及教学改革，在本区域及本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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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兼职教师 

本专业对接医院、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聘请行业兼职教师

15 人，兼职教师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具有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在行业技术岗位工作 5 年以上，能够承担专业课程教学、

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 

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

或 Wi-Fi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

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验实训基地 

序号 
实验实训室

名称 

实验实训 

课程 
实验实训项目 主要设备配置 

1 
普通化学实

验室 
无机化学 

药用氯化钠、电解质、配合物

的反应和生成、沉淀的生成与

转化 

铁架台、试管架、水浴锅、试管、

酒精灯 

2 
普通化学实

验室 
有机化学 

醇和酚的性质、醛和酮的性

质、羧酸的性质、蛋白质的性

质、糖类的性质 

铁架台、试管架、水浴锅、试管、

酒精灯 

3 
分析化学实

验室 
分析化学 

滴定操作练习、分析天平的使

用、氢氧化钠的标定、盐酸的

标定、硝酸银的含量测定、

EDTA 的测定、高锰酸钾的标

定、食醋的含量测定、苯甲酸

的含量测定、水的总硬度测

定、过氧化氢的含量测定、氯

化钠的含量测定、硫酸锌的含

量测定、高锰酸钾的工作曲线

和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析天平、滴定台、水浴锅、酸

碱滴定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4 

人体解剖学

与组织胚胎

学实验室 

人体解剖学

与生理学 

人体各系统解剖实验：骨、骨

连接及骨骼肌 、消化管与消

化腺、呼吸系统、泌尿系统、

男性、女性生殖系统、心血管

系统、淋巴系统、视器与前庭

蜗器、内分泌、神经系统、胚

胎学概要 

多点触控解剖台，数字人系统，显

微镜。人体各组织切片。运动系统

（骨骼、各部骨，关节、肌肉）、消

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男

性和女性生殖系统、脉管系统、眼

和耳、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及胚

胎学的标本、挂图、模型与视频 

5 生理学 人体解剖学 人体机能实验：血型鉴定、血 ABO及 Rh标准血清、采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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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实训室

名称 

实验实训 

课程 
实验实训项目 主要设备配置 

实验室 与 

生理学 

压测量与心音听诊、呼吸功能

检查、视觉与听觉功能及腱反

射检查 

血压计、听诊器 

肺通气功能检查设备、视力表、

视野计、色盲图、音叉及叩诊锤

等 

6 
药理学 

实验室 
药理学 

药理学动物实验基本技能训

练、影响药物效应的因素麻醉

药物作用比较、心血管系统药

物实验、内脏器官药物实验、

毒性药物作用及解毒、动物行

为学实验 

哺乳动物手术台、手术器械、生

物信息采集处理系统、动物行为

学实验系统 (迷宫、睡眠系统、

游泳系统) 、铁架台、试管（架）、

鼠笼、兔匣、水浴锅、注射器、

酒精灯、各种实验用药品                                                                                     

7 
中药炮制 

实训室 

中药炮 

制学 

清炒法、炙法、加固体辅料炒、

煅法、蒸法、煮法、燀法、发

酵、发芽、煨法 

炮制品展示柜、炒锅、煤气灶含

液化气、台秤、托盘天平、铁铲、

焖润盆、喷壶、恒温干燥箱、电

炉子、电磁炉、蒸锅、煮锅、抹

布、白磁盘、药筛、药匾、簸箕、 

切药刀、刀具 

8 
中药鉴定 

实训室 

中药 

鉴定学 

来源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

定、性状鉴定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蜡叶标本、

中药浸液标本、数码显微镜、烘箱、

马弗炉、冰冻切片机、小型粉碎机、

水分测定仪、电子天平、分析天平、

超声波清洗、水浴锅、旋转蒸发仪、

紫外分析仪、药筛 

9 
中药制剂 

实训室 

中药 

制剂学 

片剂制备、胶囊剂制备、丸剂

制备、散剂制备、颗粒剂制备、

软膏剂制备、膜剂制备、眼膏

剂制备、栓剂制备 

SOP展示放置台、半自动胶囊充

填机、荸荠式包衣机、变频立式

分选机、槽型混合机、电子台秤、

电子天平、干燥箱、滚筒式铝塑

泡罩包装机、混合制粒机、胶囊

磨光机、胶囊填充板、快速整粒

机、压片机（单冲）、旋转式压片

机、片剂硬度测试仪、热风循环

干燥箱、溶出度测试仪、软膏灌

装机、软膏搅拌机、漩涡振动筛、

真空气相置换式润药机、多功能

制丸机、搓丸板、中药粉碎机、

药筛、栓剂模型、药瓶封口机、

制蒸馏水机、高压灭菌锅、药匾 

10 
中药制剂 

分析室 

中药制剂 

分析 

Ag-DDC 法检查冰片中砷盐限

量、气相色谱法测定藿香正气

水中乙醇含量、牛黄解毒片中

黄芩苷的含量测定、左金丸质

量标准制定 

测砷装置（Ag-DDC法）、气相色谱

一台、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天平、

超声波提取仪、恒温水浴锅、色谱

柱、紫外分光光度计、酸度计、离

心机、回流提取装置、旋转蒸发仪、

紫外荧光分析仪、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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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实训室

名称 

实验实训 

课程 
实验实训项目 主要设备配置 

11 中药标本馆 

天然药物学、

中药调剂学

中药药理学、

中药化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制剂学 

蜡叶标本、矿物标本、动物标

本、中药材、中药饮片 

蜡叶标本、动物标本、浸液标本、

中药材、中药饮片 

12 
中药药理 

实训室 

中药 

药理学 

药物对小鼠胃肠运动的影响、

药物对家兔在体胃肠运动的

影响、中药镇痛作用的实验、

药物对离体蛙心的作用、溶血

试验、小鼠运动实验 

磅秤、兔固定器、兔开口器、灌

胃器、托盘天平、生物医学信号

采集处理系统剂配套设备、分光

光度计、精密电子天平、小鼠激

怒实验盒、台式超声清洗器、恒

温水浴锅、热板测痛仪、成套小

鼠游泳实验仪、手术剪、纱布 

13 
中药 

化学室 

中药 

化学 

薄层板的制备、活度测定及应

用、大黄中蒽醌类成分含量的

提取分离和鉴定、槐花槐米中

芦丁的提取分离和鉴定、黄连

中盐酸小檗碱的提取分离和

鉴定、补骨脂中补骨脂素盒异

补骨脂素的提取分离和鉴定 

、回流提取装置（直行及蛇行）、

旋转蒸发仪、分液漏斗、离心机、

恒温水浴锅、紫外荧光分析仪、

干燥箱、高效液相色谱仪、薄层

板、硅胶 G/F、电热套、层析柱 

14 
中药 

调剂室 

中药 

调剂学 
处方调剂 

调剂台、中药斗柜、成药柜若干、

药筛、捣筒、戥子、小型粉碎机、

台纸、包药纸、台秤、天平、唐

瓷勺、压方板 

15 实体药房 
药品市场 

营销 

处方调剂、药品摆放、模拟销

售 

调剂台、中药斗柜、成药柜、阴

凉柜、冷藏柜、处方药柜、非处

方药货架、药筛、捣筒、戥子、

台纸、包药纸、台秤、天平、唐

瓷勺、压方板、收银系统 

3.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本专业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近 20 家，设施设备齐全，能满

足学生实习实训需求。其中，三级甲等医院 5家，如甘肃省人民医院、兰

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等，为专业提供药剂师、院内制剂生

产、质量检验、临床药学、药品仓储发放等相关实习实训岗位；企业 10

余家，均已通过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和国家药品销售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如甘肃同济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惠仁堂药业

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杭州艾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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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学生提供药品生产、质量检验、医药商品购销等顶岗实习岗位。各

实习实训基地均制定完善的实习实训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了相应数量的中

级及以上职称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实训进行指导和管理，保障实习实训

安全、有序进行。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选用近三年出版的国家规划教材、校企（院校）合作开发的特色课程

教材以及与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需求的执业/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证

书等考试相结合的教材。 

2.图书文献 

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的图

书文献。主要包括：中药学专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以及操作

手册等；供中药学专业用辅助及拓展教材；中药学专业学术期刊等。 

3.数字资源 

建设、配备本专业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

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资源共享课，共享型在线开

放课程等。 

（四）教学方法 

1.充分体现“课证融合、教学做评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实现

“能力-课程一体化”“课程-证书一体化”“考试-考证一体化”。 

2.课堂教学的组织以行业需求为主线，运用情境模拟、案例教学、角

色扮演、头脑风暴等方法。 

3.课堂教学借助模型、实物、教学课件等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感性认识。 

4.实践教学突出岗位能力本位，开展针对性技能训练，注重职业素养

的养成。 

5.充分应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借助教学平台、综合应用教学资源库，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五）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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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教师评价与学生互评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课

内评价与课外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与实践评价相结合、校内评价与校外

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2.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均应参加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素质、知识、能

力 3方面。 

3.必修课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 2种，各门课程的考核必须按教学大纲

的要求进行，跨学期课程按学期分别计算；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未通过

必修课程考核时，可补考 1次获取相应学分。 

4.选修课的成绩评定采用合格与不合格制，未通过课程考核时，限定

选修课可补考一次获得相应学分；任意选修课可重修 1次获取相应学分。 

5.毕业实习的评定采用合格与不合格制，各科出科考试通过，并获得

30及以上学分时为实习合格。 

6.毕业考试科目：中药学专业知识（一）、中药学专业知识（二）、中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药事管理与法规    

（六）质量管理 

1.建立学校、二级学院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

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估、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

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

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不断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

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

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

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

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

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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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企深度合作，探索建立“校中企”、“企中校”等形式的实践教学

基地，推动实践教学改革。强化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学

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校企联合组织实训，为

校内实训创建真实的岗位训练、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在企业中建立生产

性教学实训基地，将课堂建到生产一线，在实践教学方案设计与实施、指

导教师配备、协同管理、实习实训安全保障等方面与企业密切合作，提高

教学效果。 

6.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模式，共享优质教学资源，破解校企

合作时空障碍。与企业合作开发虚拟流程、虚拟工艺、虚拟生产等数字化

教学资源，搭建校企数字传输课堂，将企业的生产过程、工作流程等信息

实时传送到课堂，使企业兼职教师在生产、工作现场直接开展专业教学，

实现校企联合教学。 

九、毕业要求 

1.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并取得本专

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最低学分； 

2.完成教学见习、毕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任务，考核合格； 

3.毕业考试成绩合格； 

4.德、智、体诸方面审核合格； 

5.鼓励学生考取英语等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普通话合格证书、

执业资格证书（1+X证书）。 

十、附录 

附录一 中药学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 

附录二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全校性任选课通识类在线课程开课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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