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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内  容

u学科建设工作 

u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u教学工作 

u科研工作 

u产学研结合工作 

u学生管理与就业工作

u办公室工作



一、学科建设工作 
1、完善药学二级学科设置及相应学科硕士学位招生

 我院再一次对现有学科进行了优化和重组，根据知识结构

和目前实际工作情况对人员进行了学科设定，并从今年开始进

行研究生招生工作。 

表1，药学学科设置情况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医学
10

药学
1007

药物化学
100701

药剂学
100702

生药学
100703

药物分析学
100704

微生物与生化
药学100705

药理学
100706



2、申报省第三批辽宁省高等学校对接产业集群协同创新

基地成功 

2021年3月，中医药科研实验室中药药理实验室〔三级〕

与西丰医药保健品产业集群联合申报“辽宁省第三批辽宁省

高等学校对接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基地〞成功。 

3、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得分与排名大幅度提升 

由2021年进行的26所高校或学科参与的第二轮学科评估的

倒数第2名，提升至2021年初发布的第三轮学科评估的第10

名〔48所高校或学科参与〕，具体见下表。



药学一级学科2021年第三轮药学评估情况
〔总计48所院校〕



药学一级学科2021年第二轮药学评估情况
〔总计26所院校〕



    6、加强实验室及平台建设 

      ⑴ 临床药学实验教学中心申报辽宁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得成功。 

      ⑵ 落实药学教学中心实验室人员编制问题：原负责人正式将编制
调整过来，又聘用2名优秀的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充实教师队伍，未

来我们会根据有关规定继续聘用适合实验室开展的相应数量和专业的
人员来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 

      ⑶ 做好设备清查，制定新校园实验室设计规划及工作流程。 

      ⑷ 制定标准操作流程〔SOP〕 ：实验室中、大型仪器设备等。

      ⑸ 资助教师进行实践技能培训：暑期和12月分别选送2名教师赴上
海进行“实验室管理信息效劳和操作技能培训班〞和“液相等大型实验

仪器设备的管理与维护培训班〞学习。 



学科建设存在问题及待解决的工作

1、药学主干学科均较薄弱

目前除药理学科开展相对较好外，其余学科虽都
有较大提升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与国内其他院
校比非常薄弱。在短期内，只有通过引进人才的方
式才能解决这一难题。争取各个主干学科均有相应
人才引进，充实学科力量。 

2、全力争取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本项工作是我院建设的重点，虽然部属高校已经
完成了学科建设的整体工作，导致教育部在学科设
置方面会减少设置指标，但仍会会全力争取利用一
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学科及引进人才，申报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学科。



3、重点学科数量及等级不高

目前仅有省重点学科1个，药学一级学科申报省特色学科支持方案
工程还在申请中，故至少需要再建设2-3个省重点学科组成重点学科群，
争取有能力/实力冲击国家重点学科。

4、实验室等级不高、面积缺乏

⑴  随着工作量和人员的增加，人均和实验室建设面积缺乏的问题
越发重要。我院拟将中心实验室设在中英联合学院南楼所在区域内，
既能保证教学质量，又可以按照辽宁省实践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规定
满足我们申报的要求。

⑵  规划药学实践教学示范中心：我院正在学习其它学院的成功模
式，规划好未来的药学中心实验室，并积极筹备申报国家级的药学实
践教学示范中心。

⑶  虽然申请协同创新基地获得成功，但还不是省教育厅、科技厅
的重点实验室，争取整合资源冲击该类别实验室。 



5、新校区总体面积缺乏

药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科学，整体面积缺乏将严重阻碍学

科开展。另外办公楼体的内部规划与装修也应该适合药学

学科的特点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目前已接到学校通知，下学期药学专业实验课程仍在老

校区进行，故仍不能搬迁；下学期进行的装修改造、门牌

设定、家具进驻等须各教研室做好自己的工作。



6、组织申报药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等待结果

根据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等对专业学位的培养要求，

结合我校药学学科开展、基地建设及技能培训优势的实际，

已经积极联合校部及各附属医院药学部进行材料的组织和

撰写工作。拟通过此专业学位申请，拓宽我校药学硕士研

究生招生渠道，培养“技能-实战〞 型专业人才。

学校已经将初审合格名单及顺次上报教育厅，目前正等

待反响结果并最终上报教育部。 



二、师资队伍建设 
1、现有师资情况

表2，岗位及职称情况

项目 总数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工人 行政

人数 87 17 13 45 8 1 3

备注
延聘3

返聘3
返聘1

教师36

合同制1

教师6

合同制1

表3，学位、导师数及荣誉称号情况

项目

学位 指导教师 全国
优秀
教师

国务
院
特贴

省
优秀
专家

省
教学
名师

省
特聘
教授

省
攀登
学者

省百
千万博

士
硕
士

博导 硕导

人数 39 33 10 26 1 2 1 1 1 1 4



2、标准管理职称晋升工作

⑴ 高级评审：

  向学校推荐5人参加资格评审，最终均顺利的通过了副教授资格

评审，其中2人优先评聘渠道〔临床药理学教研室王韵、杜婷〕、1

人正常渠道获聘副教授〔中心实验室陈再兴〕； 

⑵ 中初级评审：

  聘任1人中级职务〔讲师，张廷剑〕；另外还为7人转正定职工

作〔讲师3人、助教4人〕。



表4，开展中青年教师报告情况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所在单位 报告时间

使用毛细管电泳对单一对映体药物
研究方法的开发和验证 

邓晓岚 药物分析学教研室 2013.11.25

药品生物安全性再评价 孙乐 药剂学教研室 2013.12.24



6、获得荣誉称号

⑴ 魏敏杰教授获聘省优秀专家和省特聘教授，并顺利获聘二级教授。

⑵ 肖庆桓教授获聘省攀登学者。

⑶ 赵琳副教授获得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

⑷ 在学校召开纪念五四运动94周年全校杰出青年人物表彰大会上，我

院张东方、何苗、陈再兴分别获杰出青年知识分子、青年育人标兵、青年

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7、推荐、考核优秀专业人才

推荐、考核房月副教授担任生物制药研究室副主任，争

取利用现有教学与科研业绩和对口专业性带着学科提升。 



师资人员存在问题及待解决的工作

1、人员缺乏、梯队建设不够

我院将进一步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并会加大国内外重点

院校优秀毕业生的选拔力度，使人员年龄、职称、学历、

数量及学缘结构均保持良性开展。

2、新校园无新教师及引进人才空间

与学校积极协调，给引进人才人员争取科研用房面积，

以保证其科研工作的顺利实施。 



3、师资培训经费缺乏

⑴ 随着中英合作办学签约，我院作为教学主体单位，必须使得教

师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足够的水平与能力，加大双语教学、技

能实践等的培训工作就势在必行。

⑵ 药学专业学位强调技能实践的培养，必然要求教师提供给学生

技能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指导，这也需要加强师资的技能实践水平。

⑶ 交通出行、培训材料等价格上涨，师资培训经费已经不能满足

目前各教研室每年培训1次的需求，希望学校能为我们尽快解决经费

问题。 



三、教学工作
1、教学任务根本情况

⑴ 本年度共计教授理论课4102学时、实验课4376学时、实习2021

学时，总计10498学时

其中本科生层面承担5个教学轨道的23门课程的3990学时理论课和
4376学时实验课的教学工作，及2021学时的带教实习工作〔其中包含
附属医院临床药学教研室完成五年制、临床医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3个轨道1门必修课、1门选修课，共计理论238学时和240学时带教实
习〕；研究生层面承担5门课程的理论课112学时。 



表5，承担教学工作总体情况〔单位：学时〕

项目 总数 七年制 五年制
临药
学院

国际
学院

继教
学院

网络
学院

带教
实习

研究
生院

总数 10498 676 5340 864 200 454 832 2020 112

理论课 4102 276 1868 460 100 454 832 112

实验课 4376 400 3472 404 100

实习 2020 2020



表6，各教研室承担教学工作情况〔单位：学时〕

教研室
总学时数/

教师人数
七年
制

五年
制

临药
学院

国际
学院

继教
学院

网络
学院

带教
实习

研究
生院

人均
学时

合计 10020/78 676 5102 864 200 454 832 1780 112 128.5

药物化学 628/4 204 156 72 180 16 157.0

植物化学 392/3 264 48 80 130.7

药剂学 704/9 248 180 40 96 140 78.2

中药生药 806/4 298 208 180 120 201.5

药物分析 1454/8 954 60 40 60 340 181.8

生物制药 180/6 120 60 30.0

药理学 4286/21 604 2430 200 80 236 216 480 40 204.1

临床药理 874/11 72 408 40 36 78 64 120 56 79.5

药物毒理 564/8 292 24 48 200 70.5

中心实验室 132/3 24 48 60 44.0



(2) 开设的选修课程 

表7，我院开设的选修课情况 

教研室 主讲人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药物分析学教研室 高丽娜 常见疾病用药 本科生

中药生药学教研室 张东方 新药开发总论 本科生

药物毒理教研室 郝丽英 药物毒理学 本科生

第四临床药学 马海英 临床药物不良反应 本科生

临床药理教研室 王怀良 临床药物治疗学进, 研究生



2、新专业招生与设置

⑴ 现有专业情况

表8，我校目前药学学科专业设置情况 

名称 临床药学 药学 药物制剂 制药工程

学制 5 4 4 4

授予学位 理学 理学 理学 工学

招生情况

120人/年
（2002年开始方向）
（2010年正式）

30人/年
（2013年开始）

30人/年
（2013年开始）

待定



3、中英合作办学

⑴ 我校已经与英国女王大学正式签署并交换?中国医科大学与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联合办学合同?，相关材料正处于教育部审批中。

⑵ 作为教学主体单位制定、完善教学方案。

⑶ 2021年开始招收药物制剂专业学生。

4、参与教学科研课题研究

⑴ 教学改革已获得省、校多方资助，并根本顺利结题：“十二五

〞 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第一批获得资助3项，第二批获得资助4项

，另有2项获得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立项工程，除

校方资助1项为2年期还未结题之外，其他均已顺利结题。

⑵ “十二五〞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第三批申报8项：



表9，我院申报“十二五〞第三批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情况 

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项目主持人所
在单位

指南编
号

经费
（万元）

1 重大
药物毒理学资源共享课网络平台开发与

实践的研究
郝丽英

药物毒理学教
研室

一、2 3

2 一般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在药剂学理论课大班

授课中的应用
孟胜男 药剂学教研室 一、3 1

3 一般 药学专业（本科）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陈再兴 中心实验室 二、1 1

4 青年
案例教学法-天然药物化学教学新模式的

探索
赵楠

药用植物化学
教研室

二、1 0.5

5 青年
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综合设计性实验在

药剂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赵妍 药剂学教研室 二、1 0.5

6 青年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药剂学实验

课中的研究
左岚 药剂学教研室 二、3 0.5

7 青年
PBL与多媒体结合的教学模式在临床药

理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王韵

临床药理学教
研室

二、1 0.5

8 青年
融合LBL、PBL和PLTL的教学模式在药

物毒理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胡慧媛

药物毒理学教
研室

二、1 0.5



表10，我院获得“十二五〞第三批医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资助情况 

序号 课题批准号 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项目主持人
所在单
位

经费
（万元）

1 YDJK2013003 重大
药物毒理学资源共享课网络平台
开发与实践的研究

郝丽英
药物毒理学
教研室

1

2 YDJK2013008 重大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在药剂学理论
课大班授课中的应用

孟胜男
药剂学
教研室

1

3 YDJK2013019 一般
药学专业（本科）实验教学改革
初探

陈再兴 中心实验室 1

4 YDJK2013030 青年

融合LBL、PBL和PLTL的教学模

式在药物毒理学教学实践中的应
用

胡慧媛
药物毒理学
教研室

0.5

其中4项获得资助：共计资助金额3.5万元。 



5、推荐优秀中青年教师参加各级教学根本功竞赛并获奖

⑴ 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辽宁省赛区比

赛：
表11，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辽宁省赛区比赛获奖情况 

奖励级别 获奖者姓名 所在单位

一等奖 宋志国 药理学教研室

三等奖 赵妍 药剂学教研室

⑵ 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学校的比赛，学院也获得优秀组织奖。 

表12，学校中青年教师教学根本功比赛获奖情况 

所在组别 奖励级别 获奖者姓名 所在单位

英语组 二等奖 唐漫 临床药理学教研室

中文组 三等奖 张懋璠 药剂学教研室



6、业务培训工作

⑴ 加强教师的PBL教学能力：本年度派遣7名骨干教师赴上海参加国

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工程?基于器官系统整合课程的PBL教师培训班?。

⑵ 中华医学会(CMB)、中国医科大学〔CMU〕和美国医师协会〔

FAIMER〕联合举办的中国首个区域培训中心〔CMB-CMU-FAIMER〕在我校

成立，同时第一期培训班开班。药剂学教研室孟胜男教授和药理学教研

室陈磊副教授获聘担任CMB-CMU-FAIMER培训班中心指导教师(advisor)，

后者被同时聘为教员〔faculty〕并做药理学PBL教学展示课和经验交流。



7、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

⑴?药理学?课程成功获得由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级网络精品资源

共享课〞，并已在“爱课程〞网站上线资源共享。

⑵?药剂学?、?生药学?、?药物代谢动力学?、?生物药剂与药代动

力学?等4门课程申报了“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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