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剂学学科简介

我校药剂学学科始建于 1973年，2003年获药剂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

遴选为省级重点学科，2012年药剂学教学团队遴选为省级教学团队，2017年药

剂学课程获得贵州省一流课程建设项目，2018年药剂学教师团队获“贵州医科大

学黄大年式教学团队”荣誉称号。

本学科涵盖药剂学教研室、药物制剂、制剂工程学、中药药剂学四个专业教

研室，承担本专科及研究生《药剂学》、《工业药剂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制剂机械设备与车间工艺设计》、《化工原理》、《中药药剂学》等 7门本科生专

业主干课程、以及选修课《药物制剂设计与研发》、《中药药剂学进展》、《临床药

剂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承担研究生《现代药剂学》、《高等生物药剂学与

药物动力学》、《制剂新技术与新工艺实验技术》等专业课程的教学。

二、师资队伍

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25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15人，博士生导师 2人，硕士、

博士学位以上 23人，占教师总数的 92％，平均年龄 36岁。先后承担省级教改

项目 2项，校级教改项目 13项。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发表教改论文 4

篇。先后参编国家规划教材 7部；教师获校级教学竞赛奖 2项，团队教师指导的

本科毕业论文共 20人次获得校级优秀论文。

三、药剂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及特色

药剂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药物制剂新技术、新剂型与新工艺研究；基础药

物动力学研究；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中药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中药民族

药新药研发等。2002年以来主持和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省重大专项及企业合作项目等 200余项，获经费 6000

余万元。获得科研奖项共 21项，包括“国家专利技术发明”二等奖、“贵州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贵州省医学会科技奖”。获得或申请发明专利 30余项，研究成

果达国内领先水平。发表论文 400余篇，其中 SCI收录 33篇，出版专著、教材

3部。

四、教学建设与改革

先后承担省级、校级教改项目 13项，现建设有《中药药剂学》、《中药制

剂分析》网络精品课，正在建设《药剂学》校级网络课程、《药剂学实验》、《中



药药剂学》微课、《中药药剂学进展》网络精品课，发表教改论文 4篇。 2013

年“现代药物制剂 GMP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培养创新型药学人才”获得省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 2017年药剂学课程获得贵州省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五、研究生培养

药剂学硕士点于 200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是药学院最早

设置的专业硕士点,累计培养统招硕士研究生 300余人。

药物化学学科介绍

药物化学学科由药物化学教研室、有机化学教研室及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

构成。 本学科明确提出了“紧紧抓住学科优势特色，努力探索新药创制规律，积

极推动产学研合作”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模式。

本学科现有在编教师 19人，其中博士 12人，教授 6人，博士生导师 2人，

硕士生导师 17人，教师中博士学位比率达到 63.1%，高级职称比率为 84.2%。

本学科目前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人，贵州省省管专家 1人，贵州省高层次

创新型人才（百层次）2人，贵州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4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项目函评专家 3人，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2人，贵州省优秀教师 2人，

药学专业本科“十三五”规划教材副主编 2人，贵州省科技厅项目评审专家 4人。

本学科主要承担本科药学专业、药物制剂专业、中药学专业、药事管理专业、

生物技术专业以及化学生物学专业的《药物化学》、《临床药物化学》、《天然药物

化学》、《波谱解析》《有机化学》等课程教学工作。同时本学科还承担了药物化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药物分子设计与合成》、《高等天然药物化学》课程的教学任

务。承担过省级教改项目 2项，校级教改项目 8项。在《西部素质教育》、《药学

教育》等发表多篇教学论文。近五年指导的本科生获得校级优秀论文奖 15人次，

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省级与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奖 12人次。



药物化学学科组目前已形成了抗 2型糖尿病活性化合物的结构优化；基于主

动转运机理的黄酮类天然活性成分的结构修饰及其构效关系研究；活性天然产物、

重要治疗靶点蛋白的化学生物学研究；UPLC- PDA-Q-TOF等技术应用于天然化

合物及其代谢产物、内源性代谢物的结构鉴定；以及天然活性有机分子不对称全

合成研究等几个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药物化学学科组共主持或完成国家

级项目十余项，省级项目 44项，经费共 1000余万元；教师发表 SCI收录与核心

期刊论文 180余篇；为省内外企业完成了 20余个化学药的技术开发工作，获得

生产批件 2个，受理通知书 1个；以第一或第二发明人申请或获得发明专利 36

项，获得“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3项。

近年来，药物化学学科老师与美国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 Proteom Tech公司以及法国巴黎 6大等科研院所建

立了学术交流与科研协作关系。学科组老师多次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

会报告或提交研究工作摘要。

一、师资成员代表性照片

（药物化学教研室）

（有机化学教研室）



（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

二、主持的代表性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下达编号）项目来源

项 目 起

讫

时 间

（年）

科研经费

（万元）

负责人（姓

名、专业技术

职务）

1

基于黄嘌呤氧化酶抑制作用

的金雀花根抗痛风物质基础

及 其 构 效 关 系 研 究

(818606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9-202

2
34.0 廖尚高教授

2
木豆源茋类化合物及其衍生

物靶向 PKM2抗癌的作用和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9-202

2
35.0

张嫩玲副教

授



机制研究（20962004）

3

基于代谢组学的海州常山抗

人白血病 K562 细胞增殖的

药效物质基础及机制研究

（81860689）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9-202

2
35.0

李林珍副教

授

4

基于群体行为控制的鲍曼不

动杆菌生物膜抑制剂的设

计、合成及其构效关系研究

（8166034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7-202

0
37.0

杨元勇副教

授

5

3-氧吲哚酮类化合物参与的

有机催化不对称串联反应研

究（2150203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6-201

8
25.2

赵永龙副教

授

6

头花蓼内生菌抗尿路感染耐

药菌化学小分子的发现及其

作用机制研究（8156057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6-201

9
35.0

徐国波副教

授

7

基于肝靶向性转运机制的阿

德福韦单 L-氨基酸酯，单胆

酸酯衍生物的设计、合成与

生物活性研究（81460523）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2015-201

8
45.0 傅晓钟教授

三、代表性获奖成果

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完成人

(排名)

获奖时

间
获奖等级和鉴定单位

1
莲菊感冒胶囊中药

新药的研究开发
李勇军(1) 2015年

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

2 20 种贵州民族药地 李勇军(1) 2013年 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三



标升国标的研究及

应用

等奖

3
“参芎葡萄糖注射

液”技术成果转化
李勇军(1) 2015年 贵州省科技转化一等奖

4
抗 2 型糖尿病胰岛

素增敏剂的研究
汤 磊(1) 2010年

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

5 具胰岛素增敏活性

的芳环羧酸类化合

物的研究

汤 磊(1) 2014年 贵州省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6

阿德福韦双 L-氨基

酸酯与葫芦脲的主

客体化学与抗乙型

肝炎病毒活性研究

傅晓钟(1) 2011年
贵州省首届优秀医学学

术论文三等奖

7

20 种贵州民族药地

标升国标的研究及

应用

李勇军(1) 2012年 贵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获奖证书照片



四、学术交流照片



药物分析学科简介

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药物分析学科始建于 1973年，是我省高校最早建立的

培养高级药学人才的学科之一，学科现由药物分析教研室、分析化学教研室及无

机化学与物理化学教研室组成。2008 年，学科主干课程《分析化学》遴选为贵

州省省级精品课程。2011年，药物分析学二级学科硕士点获批招生。2014年，

药物分析学科被遴选为贵阳医学院第三批校级重点学科。

学科现有专职教师 19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10人，讲师 7人，博士 6

人，硕士 8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63%，硕博率 74%，平均年龄 42岁。教师

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函评专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贵州

省药学高级职务评审专家、贵州省科技厅基金项目评审专家、《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中国药学杂志》等期刊的审稿专家。

学科带头人高秀丽，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化妆品评审专家、贵州省

科技项目评审专家。任贵州省药学会和贵州省出国留学欧美联合会常务理事, 贵

州省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贵州特色资源的开发应用、

中药民族药的开发、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及药代动力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级

及省级科研课题 30余项，获发明专利 8项，发表论文 80余篇。科研成果获贵州

省首届科技论文二等奖、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与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及健康食品企

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平台。所带领的科研团队曾获贵州省委组织部等联合颁

发的“留学报国·服务贵州基地”授牌。

本学科主要承担本科各专业的《药物分析》、《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无

机化学》及硕士研究生的《药物分析选论》、《现代仪器分析》等 11门专业主干

课程的授课任务。获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在《药学教育》等

杂志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8篇。获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1项，省级教学质量工

程项目 3项。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14部。学科教师获校级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优秀教师、本科优秀论文指导教师奖、讲课竞赛、多媒体课件评比等多项教学奖

项和荣誉称号。

学科现已形成中药、民族药的有效成分研究与新药开发，体内药物分析与药

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其质量控制技术研究等稳定的研究方向。

近五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中药现代化专项基金等科研项目 34

项。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项、贵阳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贵阳市优

秀新产品一等奖 1项，获发明专利 4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07篇，被

SCI收录 11篇，出版学术专著 3部。

教材与专著



教学论文

科研成果

教师荣誉



生药学/中药学学科简介

我校生药学/中药学学科前身为贵阳医学院中草药教研室，始建于 1973年，

经过四十五年的不懈努力与发展，于 2011年获得生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2013

年获得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民族药药理学博士点。目前学科点拥有专职人

员 15名，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研究方向稳定的教学、科研团队。本

学科现由“三室一馆二重点实验室和一研究中心”组成，3室即药用植物学与生药

学教研室、中药学教研室、中药药理学教研室，主要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1馆

即中药民族药标本馆，主要承担标本馆的管理、维护、教学、科研及对外交流与

合作等。二重点实验室即天然药物药理及成药性评价重点实验室、天然药物资源

优效利用重点实验室。一研究中心即贵州特色天然药物资源高效利用工程研究中

心。

生药学/中药学学科承担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各级人才的培养任务，

45年来立足地方培养医药卫生人才，服务地方经济方面，为贵州各级医药卫生

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围绕贵州区域地产特色中药民族药资源，不

断凝练学科内涵，形成 4个明确的研究方向：方向一中药民族药效应机制及安全

性评价、方向二天然药物质量控制技术及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方向三民族药

资源品种品质研究、方向四中药民族药新剂型与新技术研究。主要研究运用现代

天然药物分离制备技术、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系统研究贵州地产民

族药物资源道地性、药效物质基础、效应毒性机制及成药性研究，真正解决民族

药资源合理配置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药物的关键科学问题，提升我国新药创

制的关键核心问题和能力，实现民族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战略任务，有利于助推我省中药民族药现代化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助推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



临床药学学科简介

临床药学是从药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分支，是以病人为对象，以提高临床用

药质量为目的，以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为核心，研究和实践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方

法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临床药学处于创新药物研发链的末端，是评价新药临

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阶段，符合目前精准医疗发展的需求。

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学科由临床药学教研室、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教

研室及生物药剂学与药物代谢动力学教研室教研室组成。学科拥有临床药学和微

生物与生化药学两个二级学科硕士授予点，目前已有硕士毕业生 6人。本学科目

前有专职教师 10名，兼聘教师 10人，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9人、助教 2人，

主任药师 5人，副主任药师 2人。具有博士学位 7人，硕士学位 10人。 本学科

承担的课程有《临床药学导论》、《临床药物治疗学》、《临床药理学》、《临

床药物动力学》、《医院药事管理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生物

技术制药》、《微生物制药》、《基因工程药物》、《药物制剂专业导论》等，

授课对象包括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两个层次。

学科带头人刘文，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省人民政府督学，省级教学

名师，省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先后主持省级质量工程：《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

体系的研究及实践》等项目的研究工作，主持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20余项，其

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创新群体重大研究项目、省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选拔项目各 1项。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31篇，行业规划教材主编 5部、副主编

3部。获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省教学成果二、三等奖各 1项。编写论著 4

部，发表学术论文 15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4项、贵州省医学会医学科技

二等奖 1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32人。

临床药学学科现已形成心血管药理学、临床药学、感染与免疫、中药民族药

药理研究、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等研究方向。近年来，学科教师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数项、省市级科研项目十余项。获贵州省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1项、贵

阳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项，贵州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1项，

获发明专利数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 SCI及核心期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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