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学科概况

    药物对保障人类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药学研究为发现新药及保障药物安全、有效、可供

、质量可控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药学学科研究涵盖药物研发、药物生产、药物使用、药物管

理的全过程。其研究内容包括药物新靶点的发现与确证，药物设计、筛选、制备或合成，药物剂型

和制剂的设计理论、处方及工艺，药物质量控制，药物体内过程，药物作用机制与有效性、安全性

，临床合理用药，药事管理、药物经济、药物信息、社会药学与伦理等。我校药学始终以培养高级

药学人才、服务区域经济和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为出发点，开展各项教学科研活动。经过十余年的

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比较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药理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药理

学》成为国家精品课程；药学专业被评为湖南省重点专业、特色专业；药学一级学科是湖南省“十

二五”重点学科。我校药理学与毒物学学科2011年进入ESI世界前1%。我校药学学科排名在2012年

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并列第十位，在2016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为

B+；2016年药理学与毒理学首次入围《US New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2017年药学与药理学首次入

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药学与制药科学入围《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8年在软科世界

一流学科排名前10%。

   

    

    二、研究方向

    1、药物化学（Medicinal Chemistry）本研究方向是新药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学科，主要通过交

叉运用化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学以及生命科学等理论和技术，设计合成具有药理活性的新化合物

和候选药物，进行构效关系研究；或是利用化学物理方法从天然产物中发现活性化合物，进行结构

修饰及全合成研究，以期获得具有治疗价值的新药。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新功能天然产物的发现

与利用。②小分子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和构效关系研究。③分子影像药物和分子探针的设计、合成和

评价。

    2、药剂学（Pharmaceutics）本研究方向是研究药物制剂处方设计、基本理论、制备工艺、质

量控制及合理使用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其宗旨是制备安全、有效、稳定和使用方便的药物制剂

。目前主要有两个研究内容：①新型药物传递系统研究：主要围绕核酸适配体或抗体介导药物或诊

断试剂的靶向传递、新型经皮递药系统设计与评价等分子药剂学基础研究内容，以及难溶性药物的

功效改良与维持、缓释与控释递药系统的工业化成型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建立有微粒制剂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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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缓控释制剂中试试验平台。②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研究：主要包括化合物生物药剂学

特征筛选评价（药物ADME特征研究）、药物临床前与临床药动学研究、药物吸收机制分子机制的研

究。实验室具备从酶、细胞、组织器官到整体动物水平用于研究与评价药物制剂的实验室条件。结

合临床进行相关的药物制剂开发、临床药动学研究及合理用药研究是学科特色。

    3、生药学（Pharmacognosy）本研究方向是一门以天然来源的、未经加工或只经简单加工的、

具有医疗或保健作用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质量和变化规律，探讨其资源和可持

续利用的科学。主要包括两个研究内容：①生药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主要研究湘产道地药材

的GAP种植、新品种培育、寻找新药源或替代药源。②中药物质基础及新制剂研究，主要利用化学

生物学研究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以及新型中药给药系统。

    4、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本研究方向是运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的技术方

法研究控制药物及其制剂质量的一门学科，其主要任务是发展药物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控制和

保证药品的质量。主要包括三个研究内容：①药物质量研究，主要围绕药物的质量可控性开展研究

，包含药物质量标准的规范性研究、药物质量控制分析的方法学研究。②体内药物分析，主要基于

现代光谱、色谱技术，对生物基质中的药物或内源性成分进行定性、定量分析。③微流控芯片及其

在药物分析中应用，基于微流控芯片平台及电化学、光学等检测技术的药物质量评价及体内物质监

控等研究，包括毛细管电泳芯片、高通量ELISA免疫分析病毒检测芯片、拉曼分析检测技术、微泡

构建芯片等研究。

    5、药理学（pharmacology）本研究方向是是研究药物与机体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

学，内容包括药物效应动力学、药物代谢动力学和药物毒理学等。药理学是联接药学与医学、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在新药的研究与开发以及药物的临床合理应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该学科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能从广泛的基础和应用学科中吸取理论和先进技术为本学科所用

，同时又推动着有关学科的发展。本校药理学一直是全国名列前茅的强势学科，已形成遗传药理学

与临床药理学、心血管药理及分子药理学等优势研究领域，取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有：①发

现和阐明了遗传因素引起药物种族和个体差异的若干现象、机制及其规律，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前沿

性研究成果，建立了有我国国家和民族特色的遗传药理学理论体系，为我国遗传药理学的创立与发

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并且已经启动及积极发展遗传药理学向指导临床安全用药应用的转化。②在心

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包括中药）以及内源性活性物质的作用及机理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杰出的研究

成果，为相关药物开发及临床药物治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正以寻找防治心血管疾病新途径为目

标，深入研究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及药物防治、心脏和脑缺血损伤机制及药物防治以及糖尿病心

血管并发症、肥胖等。③肿瘤药理学是我校新近拓展的研究领域，主要从事肿瘤细胞凋亡、自噬和

坏死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为肿瘤的药物治疗寻找新的靶点。

    6、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s）药物基因组学是研究DNA和RNA特征的变异与药物反应

相关性的科学，即研究基因序列的多态性与药物效应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门在遗传学、基因

组学、遗传药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阐明药物代谢、药物运转和药物靶分子的

基因多态性与药物效应及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制新的药物或新的用药方法。

    

    三、培养目标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掌握自然辩证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具有良好的科研作风、科学道德和协作精神；品行优秀，治学严谨，勇于创新

。

    具有优良的人文、道德和学术素养，掌握药学所学研究方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

知识和研究技能，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系统扎实的专业积累，深入了解和把握药学学科发展动

向和研究前沿，具有拓宽和加深药学及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能力，能综合利用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独立开展有关的研究，具有坚实和熟练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能运用现代技术

和手段，解决药学学科领域内的问题，能在科学或技术上做出创新性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管

理能力。具有较强的写作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具有“实干担当精神、社会精英素养和行业领军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本学科全日制博士学术学位研究生实行弹性学制。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为4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七年。最长学习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当年 8 月 31日。超过最长在读年限的博士研究生学籍管理按

《中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文件执行。综合素质优秀的研究生可申请提前半年毕业，但需按

学院制订的研究生提前毕业审核实施细则执行。

   

    

    五、培养方式

    1.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

方式，指导小组成员应协助导师把好各个培养环节质量关。跨学科培养博士生，需从相关学科聘请

副导师。

    2.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

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及论文写作等。

    3.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学风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

合素质。

    4.实行培养过程淘汰机制，通过培养环节考核，按照《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管理办法

》，不合格者予以重新考核或淘汰。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公共学位课 2 学科基础课 2

专业课 1 选修课 3.50

培养环节 4
学术交流与研

讨
4

补修课 0

总学分 16.50

学分说明

①博士生总学分不低于16.5学分；②课程学分要求（公共学位课、学科基础课、

专业课、选修课）详见说明；③学术研讨修满为4学分；④补修课选修实行导师负

责制；⑤ 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者必选补修课（不记入总学分，但需有考核记

录），必选2门；⑥课程学分应在第一学年完成，开题报告应在第三学期完成。

备注：选修课可以在导师建议下跨药学一级学科选其他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环节）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说明

公共学

位课
01030501A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秋季

所有博士生

必修

学科基

础课
72100703B01 药学前沿 32 2 春季

专业课 72100701C01 心血管研究进展 32 2 秋季
药理学等方

向

专业课 72100701C02 高等药物化学选论 32 2 秋季
药物化学等

方向

专业课 72100701C03 药剂学研究进展 32 2 秋季
药剂学等方

向

专业课 81100701C01 临床药理学II 16 1 春季
药理学等方

向

专业课 81100701C02 遗传药理学II 16 1 春季
药理学等方

向

选修课 25000003B01 学术诚信与论文写作 32 2 秋季

若硕士阶段

没有修过此

门课，则必

修。

选修课 25071001B03 分子生物学实验 36 2 春季

选修课 25071001B04 现代分子生物学 32 2 春季

选修课 25071003B01 医学细胞生物学 32 2 秋季

选修课 25071003C02 应用生物信息学 32 2 秋季

选修课 65100111B07
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研究

进展
32 2 秋季

选修课 65100111B10 医学科技英语 16 1 春季

选修课 69100401B11 高级生物统计学 24 1.50 秋季

选修课 72100701D01 心血管药理学（英语） 24 1.50 春季

选修课 81100201B01 精准医学 16 1 秋季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5 博士生资格考试 1 春秋季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6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 春秋季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7 中期考核 1 春秋季



    七、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

    “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是所有博士生（含在职）的必修环节。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一定

数量的学术报告或论文展示获得相应的学分，学分总分博士生应达到4分：

    1.在读期间至少参加1次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国际性或全国性高水平（国家一级学会主办）学

术会议，并作报告或提供参会证明（论文集或墙报），记1学分/次。

    2.在学院/学科组织的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不少于1次，记1学分/次。

    3.每年参加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各级各类学术交流与学术报告会议累计不少于6次，在学年考

核时由导师认定签字，交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合格者记1学分/年。

   

    

    八、博士生资格考试

    博士生应在规定时间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根据《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管理办法》执

行。

   

    

    九、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所有各类别博士研究生，均必须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根据《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

管理办法》执行。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应在第一学年内确定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

上在开题报告前完成一篇综述，由开题报告评审小组对阅读文献的数量、质量和学术水平进行综合

评价，纳入开题报告评审。

   

    

    十、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博士研究生的必修环节，具体按照《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

   

    

    十一科研训练、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所有全日制博士生的必修环节。根据《中南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学分管理办法》

执行。

   

    

    十二、学年总结与考核

    在每年10月31日前，由学院组织研究生对上一学年内的政治思想表现、课程学习、培养环节、

科研和实践业绩等方面进行总结，由导师签字，学院审核，鉴定结果作为评优和筛选依据之一。

   

培养环

节
99000003F08 社会实践 1 春秋季

学术交

流与研

讨

99000003F02
学术交流与研讨（博士生

）
4 春秋季



    

    十三、学位论文工作

    （一）在学期间成果要求

    严格按照《中南大学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

。

    （二）学位论文要求

    严格按照《中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条例》、《中南大学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管理办法》

的要求执行。

    （三）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严格按照《中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条例》、《中南大学答辩管理办法》、《中南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评审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

   

    

    十四、毕业论文工作

   

    根据《中南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中大研字〔2020〕62号），未达到学

位授予要求的，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论文要求如下：

    （一）毕业论文要求

    具备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基本论点和结果正确，方法可靠，数据真实，分析严

谨，文字通顺，应能反映作者具备独立从事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的能力水平。论文成果应具备明显

的科学意义或实用价值。

    1.一般要求：毕业论文实行“双盲”评审。由3名本学科的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作为评阅人

对博士生毕业论文进行评审，所有评审意见均为同意毕业答辩者，方可进行毕业答辩。

    2.规范性要求：遵守学术规范，学位论文撰写须严格按照《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文件要求执行, 应符合一般的格式和顺序，全文字数不少5万字（不含中英文摘要、参考文献、

附录和致谢部分），参考文献不少于80篇，其中英文参考文献篇数不少于2/3。

    论文“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去除本人复制比和首次校内互检均不超过20%。

    （二）毕业论文答辩要求

    毕业论文答辩程序参照学位论文答辩程序执行；其他事宜遵照《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与学

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试行）》、《中南大学药学一级学科博士毕业标准》。

   

   

    

附：修订专家名单

    胡长平、曾文彬、刘昭前、龚志成、陈小平、李乾斌、胡高云、程泽能、彭军、周应军、丁劲

松、尹桃彭文兴、左笑丛、刘世坤、阳国平、张政、刘苏友、陈传品、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