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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全日制硕士专业类别研究生培养方案

药学 1055

一、学科简介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点依托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双一流”学科、江苏省药学

重点学科、顶尖科研院所、大型药企和三甲附属医院的特色和优势，构建“一流

学科-顶尖院所-行业龙头”人才协同培养体系，促进“科学研究-专业实践-产业应

用”的有机结合，培养药效与成药性评价、药品质量控制、临床药学、药物制剂

与产品研发、药事管理等行业急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着力提升药学专业型硕

士毕业生的技术服务和专业实践能力。

二、培养目标

面向医药行业发展前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职

业道德，掌握药学基础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能胜任新药研发、医药生产、质量评价、流通管理、临床应用等方面

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药学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向及目标

1. 药效与成药性评价

掌握药物临床前药效学、药动学和安全性评价的研究策略、关键技术和方法，

能够从事药物有效性和成药性研究工作，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2. 药品质量控制

掌握药物分析、药品质量管理及药品标准等相关知识与方法，能够从事药品

监督检验、药品质量控制及管理和药品质量标准研究等工作，具有一定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3. 临床药学

掌握临床药物治疗学、临床药理学及临床药物使用等相关理论知识与技术方

法，能够从事临床药学服务、研究与教育以及指导临床药物合理使用等工作，具

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4. 药物制剂与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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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药物制剂、药物分子设计、药物合成工艺等相关技术与方法，能够从事

药物新剂型的制备、药物合成与工艺放大等工作，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5. 药事管理

掌握医药卫生法规、药物政策及药事管理等相关知识与方法，能够从事政府

机关公务处理、医疗机构及医药企事业单位药事管理和医药政策法规及管理的分

析研究等工作，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实务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 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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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培养方式

采用学位授予单位与实践单位合作培养的模式，采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

负责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实践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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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培养计划，定期检查实施情况。导师

由学位授予单位相关学科和实践单位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六、培养环节

1.课程学习

研究生的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公共选修课四大类

别。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为学位课程，公共选修课为非学位

课程。

硕士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硕士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前，理论课程学习总学

分不低于 19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15学分。其中药事管理方向的研究生至

少修满本培养方案专业基础课程或药事管理专业方向必修课程的 8个学分（其中

专业方向必修课需修满 6个学分），其余学分可以通过公共管理硕士相关课程习

得，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总数应当满足本专业要求。跨专业录取的研究生，必

须补修 2门本方向本科的主干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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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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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7 学分）

S009002 自然辩证法 36 2 1

S0090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1
S007002/
S007004 公共英语 54 3 1

专业基础课（4 学分及以上）

S016003 生物统计学 36 2 1

S004106 药学研究导论 54 3 1

S004117 论文写作指导（药学类） 18 1 1 必修

S004105-2 科研伦理与职业道德 18 1 1 必修

专业课（4 学分及以上）

S004102-1 职业技能实践课 36 2 1-4

S088100 临床药理学选论 36 2 1
1.药效与成药性评价

方向选修 2学分及以上
S088101 临床药动学 36 2 1

S004100 药理研究方法与技术 18 1 1

S088102 药品质量管理 36 2 1
2.药品质量控制

方向选修 2学分及以上
S004087 药物分析选论 36 2 1

S088103 药品标准实务 36 2 1
S088104 临床药物治疗学选论 36 2 1 3.临床药学

方向选修 2学分及以上S088105 临床药理学选论 36 2 1
S004109 药物合成化学 36 2 1

4.药物制剂与产品研发

方向选修 2学分及以上
S088106 现代制药工艺学 36 2 1

S088107 药物制剂工程 36 2 1

S088108 医药法理论与实务 36 2 2
5.药事管理

方向选修 2学分及以上
S088109 药品监管理论与实务 36 2 2

S088110 国家药物政策分析 36 2 2

公共选修课（4 学分及以上）

S004099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36 3 1

B003024 临床试验设计与统计 36 2 1

S004108 高等有机化学 54 3 1

S0160010 生物医学进展 18 1 1

S016009 实验动物学 18 1 1

S0160014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36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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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07 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选论 36 2 1

S004002 波谱解析 36 2 1

S001013 药物经济学 36 2 1

S100702 流行病学概论 36 2 2

S088112 药物制剂过程与装备 36 2 1
S088113 新药物分子的设计 36 2 1

S004118 药物化学专论 36 2 1

S0160025 分子生物学技术与技能 36 2 1

其他基础理论类、学科前沿类、技术方法类、语言文化类、艺术鉴赏类通识课。

2.读书报告

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文献阅读。在第三学期末之前应完成文献阅读报告

不少于 1篇，其正文篇幅不少于 2000字，中外第一手文献引用数量不少于 30篇，

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5篇，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综述报告存入研究生个人学

习档案。

3.学术活动

鼓励硕士研究生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学术活动

包括学科范围（含学科）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完成 10

次以上的学术活动，学术活动均需认真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

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答辩前由导师审核评

定成绩，学术活动登记本存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4.专业实践

根据本学科的实际情况由指导教师根据培养领域的要求制定具体实践方式

并写入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要求在第三学期末完成。

技能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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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制度培训等。完成后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实践技能登记及考核表》，

由指导教师考核评定成绩，考核表存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技能实践也可以通过选修相关非学位实践技能课程并通过考试获得相关证

书认可学分。

专业实践：专业实践项目内容由导师根据各研究生的研究领域确定，并安排

到相应的单位或部门的主要实施岗位上参加 2个月的专业实践，由指定的带教老

师带教，要求研究生通过专业实践获得与专业研究方向相关的实践技能。完成后

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实践技能登记及考核表》并提交专业实践报告，由

指导教师考核评定成绩，考核表存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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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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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实验记录和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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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位论文中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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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汇报及考核未通过者，六个月后可申

请再次考核，再次考核未能通过者，做延期一年毕业安排。

（4）学位论文的撰写、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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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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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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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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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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笔人：姚卫峰、李念光、周玲玲、葛卫红、田侃

审核人：张峰

（2021年8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