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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审批专业适用） 
 

 

 

学校名称（盖章）：兰州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教务处 

专业名称：临床药学 

专业代码：100703TK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医学-药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理学  

修业年限：五年  

申请时间：  2017 年 7 月 

专业负责人：武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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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申请表限用 A4 纸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2.若为申请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

《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无专业代码者)，请参照《专业目录》，

按专业的学科属性和专业类填写建议代码。 

3.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据学校实

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4.本表由申请学校校长签字报出。 

5.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100703TK 专业名称 临床药学 

修业年限 五年 学位授予门类 理学 

学校开始举办本

科教育的年份 
1949 年 

现有本科专业

（个） 
91 

学校本年度 

其他拟增设的 

专业名称 

儿科学、数字媒体技

术、生物制药、能源化

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草畜工程、绿地景

观工程、金融工程、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临床医学本科开设年份

1933 年，药学本科开设年

份 1959 年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8 年秋 

50 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50 人/年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第一临床医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

置评议专家组织

审核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专业 

设置评议专家 

组织意见（增设 

尚未列入《专业目

录》的新专业填

写）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高等学校 

主管部门审核 

（审议）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专业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填写，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请填写建议代码。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兰州大学 学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邮政编码 730000 校园网址 http://www.lz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在校本科生总数 20559 人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51 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专任教师 

总数（人） 
1958 人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及所占比例 

1220 

62.3%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无需加页）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

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校园面积 3,807 亩，建有 6个校区，2

所附属医院、1所口腔医院。学校在职教职工 3,565 人，专任教师 2015 人，

其中两院院士 9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4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5 个，其他各

级人才 500 余人。兰州大学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

基地，学科门类齐全，学科特色鲜明，涵盖了 12 个学科门类。学校现有

91 个本科专业，4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9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18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型。自建校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 10 多万

名各类人才。1999 年至今，先后有 14 位校友当选为院士。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如

需要可加页） 

一、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 

1、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临床药学； 

（1）临床药学的发展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医学事业发展成熟的表现； 

临床药学是以提高临床用药水平为目标、研究探索临床合理用药方法的应用学

科。通过临床药学专业培养，使学生具有较为全面的临床医学和药学知识、可参与

用药方案设计并最终成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美国临床药学协

会（ACCP）规定医疗服务中要有药学服务的内容、医疗服务团队中必须有临床药师

参与。我国医疗要与国际接轨，临床药师必然为医疗服务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目

前，我国卫生系统对临床药学的认识与美国是一致的：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

保证疾病预防和治疗过程中药物的合理使用。 

临床药学在美国和日本起步较早，其培养模式已经非常完善，临床药师已经在

治疗团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 Mary Anne koda-kimble 等编写的《临床药物治疗

学》中指出的一样：“药剂师将是在帮助医生合理处方上起着关键作用的人。他能帮

助医生在正确的时机为正确的患者处方正确的药物, 并规定正确的剂量, 同时在这一

选择上也考虑到价格的因素。药剂师也能够教育患者使他们知道怎样, 什么时候和为

什么使用这些药物来治疗他们的疾病”。通过药师、临床医师和护士形成治疗团队共

同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并监测患者的整个用药过程：包括用法用量、用药依从性、

药效、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并进行用药教育从而提高药物的治疗水平，最

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临床疗效。 

目前我国政府对临床药师队伍的建设越来越重视，临床药师在医疗机构中的作

用越来越重要，从而促使临床药师人才队伍急需快速扩充并壮大。 

从 2002 年卫生部《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2005 年卫生部卫办科教发

[2005]257 号文件指出在全国开展临床药师培训试点工作、2007 年卫生部启动的“临

床药师制试点”工程、2011 年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2012《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84 号）以及 2017 年国家卫计委关于加强药事

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26 号文件）来看，国家政策对临床



 

 

药师工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也即意味着对临床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 

（2）我国临床药师培养现状告诉我们，增设和发展临床药学本科教育非常迫切。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截止 2015 年年底三级与二级医院的床位数达 520 万张，而

截止 2016 年年底，我国经卫生部临床药师基地培养的临床药师不足 8000 名，离国家

卫计委规定的临床药师基本配置（床位数 6‰名）的要求相距甚远；并且目前配置人

员的专业背景多以传统药学教育为主，对临床药物治疗学明显认识不足，业已成为严

重制约着我国临床药学事业的发展。 

传统药学教育注重药物合成、分析、制剂等，形成了“以药品制造为目的”的化学

教育模式，在课程设置中没有涉及临床医学的课程，并且缺乏临床实践过程。此外，

传统药学教育是为药品制造业和药品研发单位培养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缺少人文方面

的教育。导致此模式下培养的药学人才缺乏良好的临床医学背景和人文素养，不适合

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2、增设临床药学专业是解决我国未来对临床药学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 

（1）对我国临床药师需求总量的预测 

根据国家卫计委《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和《医院药学部门工作质量与评估准

则》，对临床药师配备的要求进行预测。以按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的基本配备是 5、

3、1 名计，临床药师的需求量约为 3.5-5.5 万人，每年需增加近 2500 人。以床位数基

本配置 6‰计，每年则需增加 4000 人以上。按照《医药卫生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

年我国药师将由 2015 年的 55 万增至 85 万人。按临床药师占药师 10%计，每年需增

长临床药师 6000 人。由此可见，我国临床药学专业人才缺口很大。 

（2）发展我国临床药学本科教育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2017 年可招收临床药学专业的高校有 42 所，其中综合性大学 9 所，医药院校 33

所，每年可招生总人数不超过 2000 人，远不能满足我国对临床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甘肃地处西北，经济落后，很难吸引临床药学人才，更加剧了临床药学人才的紧缺。

兰州大学属于综合性重点大学，增设临床药学专业不但能解决西部对临床药学专业人

才的需求，而且可为全国输送此类人才。 

3、临床药学本科专业的设立有利于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保障大众健康并促

进我国医疗改革的顺利实施 

有资料显示全世界 1/3 的死亡患者是不合理用药造成的，虽然我国尚无这方面相

关的数据，但超适应症、超剂量、超疗程、重复用药以及用药种类繁多等不合理用药



 

 

现象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 

培养高水平的临床药学专业人才，可以发现并解决潜在或实际存在的用药问题，

并能提供更精准的药物治疗，改善患者依存性，从而对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

济并保障大众健康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临床药师通过医嘱审核、处方点评、药物咨询、慢病管理、治疗药物重整、药物

不良反应防控等多种途径能够合理控制治疗药物费用，降低医疗成本，促进新医改政

策的有效实施。 

二、申请增设临床药学专业的可行性与现有基础 

1. 具有临床药学专业本科良好的教学基础条件 

兰州大学医学院设有基础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以及护理学院 7 个医学教学单位；3 所直属附属医院(第一

医院、第二医院、口腔医院)以及 2 所非直属临床教学医院(兰州大学人民临床医学院、

兰州大学人民解放军临床医学院)构成。医学院作为兰州大学医学事务统筹、协调、

管理的管理机构，下设综合办公室、组织人事部、教育教学部三个处级机构。 

医学院现拥有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22 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

生、药学 6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5 个专业学位授权类

型;临床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护理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公

共事业管理和药学 9 个本科专业。目前在校医学类本科生 5588 人，研究生 1789 人(其

中：博士生 192 人，硕士生 1597 人)。 

学院学科建设不断增强，临床医学学科是兰州大学入选 ESI 全球总影响力前 1%

的 12 个学科之一。目前，学院拥有 9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消化内科、重症医学科、

老年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神经外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急诊医学科)，4

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甘肃省心脏中心、甘肃省辅助生殖临床医学中心、甘肃省眼科

临床医学中心、甘肃省泌尿系疾病临床医学中心)，10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甘肃省胃肠

病重点实验室、甘肃省消化系肿瘤重点实验室、甘肃省骨关节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甘肃省泌尿系统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省新药临床前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省血

液病重点实验室、甘肃省生物治疗与再生医学转化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

床转化重点实验室(培育)、甘肃省心血管疾病重点实验室(培育)、甘肃省生殖医学与

胚胎重点实验室(培育))，17 个省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23 个省级医疗卫生重点学科，



 

 

30 余个各类国家级培训基地。 

兰州大学医学院在专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科研平台建设方

面积累了扎实的工作基础，为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与师

资保障。 

2. 已完成 7 个批次的卫生部临床药师学员培训及 6 届临床药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为未来培养临床药学专业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药剂科 2010 年被批准成立国家卫计委临

床药师培训基地。此外，2017 年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被审批为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

会临床药师师资培训中心。自 2010 年起开始培训来自全国的学员，经过 7 年的发展，

目前可培养专业有抗感染、神经内科、抗凝、抗肿瘤以及呼吸等专业，培养学员共

88 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与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药剂科自 2011 年起开始培养临床药学

方向硕士研究生，共培养 33 名。经过培训毕业的临床药师及临床药学硕士进入全国

各大医院从事临床药学工作，为我国临床药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3. 建立学校与医院结合的教学模式是我们临床药学的办学特色 

在学校与医院之间建立校院合作的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是我校临床药学办学

特色之一。强调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应 “以病人为中心” ，注重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

培养，学生实习期间到临床药学基础好的医院（国家卫计委临床药师培训基地、中华

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师资和学员培训中心）和科研平台好的药剂科进行实

践。 

4. 先进的临床药学科研平台保障临床药学教学水平可持续发展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近 5 年来围绕转运体与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申请国家

自然基金 9 项，省级重大专项 1 项及其它省级项目 4 项，科研经费累计 600 余万元。

未来可利用在科研方面的优势，提升临床药学专业的本科教学水平。兰州大学第二医

院药剂科近年来承担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8 项，科研经费累计 40 余万。目前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可开展治疗药物浓度监测（TDM）及基因检测项目，兰州

大学第二医院可开展治疗药物浓度监测（TDM）为学校临床药学教学与临床实践可

提供良好的实践与研究平台。 

5. 高素质临床医学、药学专业人才团队为我们增设临床药学专业提供师资保障 

医学院人才荟萃，各学院及附属医院现有教职员工逾 8000 人，其中，高级职称

976 人，中级职称 1332 人;教授 149 人，副教授 270 人;博士生导师 76 人，硕士生导



 

 

师 318 人;主任医(药、护、技)师 317 人，副主任医(药、护、技)师 458 人。 

医学院现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 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1 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5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3 人;卫生部突出贡献专家 5 人;甘肃

省教学名师 2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二层次 52 人;甘肃省优秀专家 15 人;甘肃省

“333”科技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24 人;甘肃省“555”创新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32

人;陇原青年创新人才 10 人;甘肃省卫生系统领军人才 51 人。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专业领军人才武新安教授在国内医院药学领域具有

较高的声望及影响力。现为甘肃省领军（第一层次）人才，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

用药专家委员会临床药学专业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上评议专家、中国

药理学会 TDM 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整合医学专委会常委、中

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心血管药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药房装备与技术专业委

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分会药学协作组委

员，甘肃省医学会临床药学专业委员会筹备组组长、甘肃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担任《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副主编，《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

药房》、《中国生化药学杂志》、《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实用药物与临床杂志》等国家级期刊编委，并且为 Drug Delivery、AAPS Pharmsci、

Biomedical Chromat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等国际著名杂志审

稿人。近三年发表 SCI 30 余篇，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2 项，省级重大专项 1 项，出版

专著一部。 

高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为我校临床药学专业优秀人才的培养及专业师资队伍的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和可靠的保障。 

6. 我省一批国家卫计委临床药师培训基地为临床药学教学提供良好的实践平台 

到目前为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及中国人

民解放军兰州总医院是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均是国家卫计委临床药师培训基

地。涵盖消化、呼吸、抗肿瘤、ICU、抗凝、抗感染、儿科、营养以及神经内科等临

床药学专业，且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是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师资和学员培

训中心，这将为我校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与培养创造了良好的学习与实践环

境。 



 

 

综上所述，虽然甘肃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但兰州大学属于教育部直属

重点综合性大学，多年来一直承担临床医学及药学本科、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因此，在我校增设临床药学本科专业将为我省乃至全国医疗机构培养与输送合格的

临床药学专业人才，为我国临床药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

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兰州大学临床药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临床药学专业基于药学和临床医学教育基础，依托兰州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平台优势，按照“精英教育，追求卓越”的办学宗旨，“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注重素

质、激励创新”的教育理念，为适应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满足日益增

长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为社会培养具有岗位胜任能力及良好素质的临床药学高级

专业技术人才。本专业主要培养单位为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和药学院。

本专业属于医学学科，毕业后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一、 专业的培养定位与目标 

定位：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并具有良好素质的临床药师，以适

应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培养从事安全有效的医疗实践、能够进行终身学

习和在临床药学学科领域进一步深造的具有岗位胜任能力的高级临床药学专门人

才。 

目标：培养思想品质良好、药学及医学基础扎实、专业知识和技能过硬、实践

能力和沟通能力强，并具备职业道德高尚、人文素养好和创新创业精神的临床药师。

掌握临床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毕业后能够在各级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及医学院校

等单位从事临床药学研究、临床用药指导、药学信息咨询服务、临床药学教育与管

理等工作。 

二、 专业的基本要求 

（一） 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 

1．热爱祖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基本原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2．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一定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一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3．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和外语应用能力； 

4．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达到国家规定的大

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二）知识  

1．掌握临床药学专业理论知识，掌握药物的基本作用和作用机理； 

2．掌握药物动力学基本原理与药物治疗方案设计，能对临床用药做出准确判

断与解释，具备新药临床评价能力； 

3．掌握特殊人群(老年、婴幼儿、妊娠期与哺乳期妇女)以及肝、肾功能不全者

的治疗原则；掌握药物安全、有效、经济的使用原则与影响药物合理使用的因素，

了解干预临床不合理用药的行政与技术措施； 

4．掌握临床医学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如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

学、临床诊断学以及临床检验学等，了解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5．熟悉药事管理法规及政策，了解医院药学的基本理论与国内外发展趋势； 

6．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与医院药事管理应急预案的实施原则与措

施； 

7．具有及时获取信息及应用信息的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技能 

1.具备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能够参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2.通过治疗药物监测、临床药动学研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药物相互作用、

药物经济学、药物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等实践环节，开展以临床合理用药及药物评

价为核心的临床药学服务； 

3. 具备一定的科研和学术交流能力，掌握临床药学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

技能，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4.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外语交流和计算机应用的能

力；能较熟练地阅读专业外文书刊；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 

三、 专业的学制、学分与学位 

学制：五年。学校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但累计修业年限

最长不超过 7 年，具有学籍时间最长不超过 9 年。  

学分：总学分为 228.25 学分，其中必修课 157.25 学分，课外活动与实践教学

环节 51 学分，选修课至少选修 20 学分（通识选修课 10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  

学位：完成本专业学业所需学分，并符合学校有关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

学士学位。  

四、 专业主干课程、特色课程和精品课程 



 

 

主干课程：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

科学、儿科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剂学、临床药物动力学、临床药理学、临

床药物治疗学。 

特色课程：兰大导读、医患沟通技巧、临床医学前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循证医学、临床见习（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临床药物治疗学及药物转运

体研究进展。 

精品课程（省级）：生理学、医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循证医学、诊断学、

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药剂学、天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 

五、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 

（一）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总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 
占 总 学

分比例 
学时 

占 总 学

时比例 

思想道德修养课程 必修 5 2.80% 126 3.33% 

公共课程 必修 33 18.46% 648 17.10% 

自然科学课程 必修 11 6.15% 252 6.65% 

生物医学课程 必修 21 11.75% 452 11.93% 

公共卫生课程 必修 2 1.12% 45 1.19% 

行为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医

学伦理学课程 
必修 2 1.12% 36 0.95% 

临床医学课程 必修 23.5 13.15% 532 14.04% 

药学基础课程 必修 34 19.02% 810 21.38% 

临床药学课程 必修 21 11.75% 396 10.45% 

科学方法教育课程 必修 4.75 2.66% 96 2.53% 

公共卫生课程 选修 1 0.56% 18 0.48% 

行为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医

学伦理学课程 
选修 5 2.80% 90 2.38% 



 

 

临床医学课程 选修 4 2.24% 72 1.90% 

科学方法教育课程 选修 5.5 3.08% 108 2.85% 

药学专业 选修 6 3.36% 108 2.85% 

合计   178.75 100.00% 3789 100.00% 

（二）必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

号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总数 

开课

学期 

1 

思想道德修养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4 1 

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2 72 
 

3 

公共课程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1 2 周 1 

4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3 72 1 

5 兰大导读（医学导论） 1 18 1 

6 形势与政策 1 
  

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6 2 

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4 3 

9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2 36 2 

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72 4、5 

11 体育 4 144 
1、2、

3、4 

12 大学英语 12 216 
1、2、

3、4 

13 

自然科学课程 

高等数学(医学) 3 54 1 

14 医用物理学 3 54 2 

15 医用物理学实验 1 36 2 



 

 

16 有机化学 3 54 1 

17 有机化学实验 1 54 1 

18 

  

生物医学课程  

人体解剖学 1.5 18 2 

19 人体解剖学实验 0 18 2 

20 生理学 2 36 2 

21 生理学实验 1 2 2 

22 生物化学 3 54 3 

23 生物化学实验 1 36 3 

24 分子生物学基础 2 36 3 

25 医学免疫学 2 36 3 

26 医学免疫学实验 0.5 18 3 

27 微生物学 1 18 4 

28 微生物学实验 0.5 18 4 

29 病理生理学 3 54 4 

30 病理生理学实验 0.5 24 4 

31   医学遗传学 3 54 4 

32 
分段 

基础理论综合考试 1 
 

5 
考试 

33 

公共卫生课程 

流行病学 1.5 27 6 

34 流行病学实验 0.5 18 6 

35 

行为科学、人文社会

科学及医学伦理学

课程 

医学心理学 2 36 6 

36 

临床医学课程 

医学影像学 1.5 27 4 

37 医学影像学见习 0.5 27 4 



 

 

38 临床医学检验学 2 36 4 

39 诊断学 3 54 5 

40 诊断学实验 0.5 27 5 

41 内科学(一) 3 54 6 

42 内科学见习(一) 1 36 6 

43 内科学(二) 3 54 7 

44 内科学见习(二) 1 36 7 

45 外科学 3 54 7 

46 外科学见习 1 36 7 

47 儿科学 1.5 27 8 

48 儿科学见习 0.5 18 8 

49 妇产科学 1.5 27 8 

50 妇产科学见习 0.5 18 8 

51 

药学基础课程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 3 54 3 

52 分析化学与仪器分析实验 1 36 3 

53 药剂学 4 72 4 

54 药剂学实验 2 72 4 

55 中医药学基础 3 54 5 

56 中医药学基础实验 1 36 5 

57 药物分析 3 54 5 



 

 

58 

  

药物分析实验 2 72  

59 药理学 4 72 6 

60 药理学实验 1.5 54 6 

61 药物化学 3 54 6 

62 药物化学实验 1.5 54 6 

63 天然药物化学 3 54 7 

64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 2 72 7 

65 

临床药学课程 

临床药物动力学 2 36 6 

66 临床药物动力学实验 0.5 18 6 

67 临床药理学 2 36 7 

68 临床药理学实验 0.5 18 7 

69 医院药事法规 2 36 7 

70 临床药物治疗学(一) 3 54 7 

71 临床药物治疗学(二) 3 54 8 

72 药物流行病学 2 36 8 

73 药物经济学 2 36 8 

74 药物不良反应与药物警戒 2 36 8 

75 药物转运体研究新进展 2 36 8 

76 
分段 

实习资格考试 1 
 

8 
考试 

77 科学方法教育课程 医学统计学 2 36 5 



 

 

78 医学统计学实验 0.5 18 5 

79 循证医学 2 36 8 

80 循证医学实验 0.25 6 8 

81 
分段 

毕业考试 1 
 

10 
考试 

82   毕业实习 48 48 周 9、10 

（三）专业选修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序

号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总数 

开课

学期 

1 公共卫生课程 食品营养学 1 18 4 

2 

行为科学、人文社会科

学及医学伦理学课程 

医患沟通技巧 2 36 4 

3 医疗保险 2 36 3 

4 中医与传统文化 1 18 5 

5 

临床医学课程 

老年病学 2 36 8 

6 传染病 2 36 8 

7 

科学方法教育课程 

  

医学文献检索 2 36 3 

8 医学实验动物学 2.5 54 3 

9 临床医学前沿 1 18 7 

10 

药学专业  

药学英语 2 36 2 

11 
现代色谱及其在医药学

中的应用 
2 36 6 

12 临床药物分析 2 36 7 

注：本专业学生在上述课程中至少选修 10学分。 

（四）通识选修课 

学校开设“大学语文”、“文科物理”、“文科数学”等近百门通识选修课（含公共



 

 

选修课），学生根据专业所属学科类跨学科至少选修 10 学分。 

（五）课外活动与专业实践环节 

1.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新生开学军事训练 2 周，并完成军事理论考核，计 1

学分。 

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2 学分。 

3. 专业实践环节：包括实践课程、见习、实习和毕业设计，共计 48 学分。 

3.1 专业课实践教学  包括生物学、医学基础、药学类专业课的实验课，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2 临床见习  指临床医学课程的见习：由教学医院临床医生担任教学与带教

工作，采取半天理论课教学、半天床边见习的方式。通过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

学、儿科学等临床医学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掌握临床医学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以

及临床诊断学、临床检验学、治疗学等有关基础知识，熟悉常见病、多发病的主要

症状、体征、并发症；各科室典型病例及典型体征，了解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3.3 实习  由药学部门实习和临床专科实习两部分组成，实习时间不少于 40 

周，其中药学部门实习时间不少于 8 周，临床专科实习时间不少于 32 周。见表 1。 

3.4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时间为 8 周。见表 1。 

（六）科研创新学分 

1. 完成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君政学者项目（君应为“上竹下

君”）、国家理科基地学生科研训练项目，项目第一完成人计 3 学分，其他完成人计

2 学分；完成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工程专项经费支持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兰

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项目第一完成人计 2 学分，其他完成人计 1 学分；

完成学院自筹经费设立的各类科研训练项目，项目完成人每人计 1 学分。 

2. 获得国际级大学生专业性比赛奖项每人计 3 学分；获得国家级大学生专业大

赛特等奖、一等奖每人计 3 学分，二等奖每人计 2 学分，三等奖每人计 1 学分；获

得省级大学生专业类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每人计 2 学分，二等奖每人 1 学分。 

3. SCI、EI 收录期刊以及国内外权威刊物论文每篇计 3 学分，发明专利每项计

3 学分，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每篇计 2 学分，其他公开发行的刊物论文每篇计 1 学

分。学生均应为第一作者或发明人。 

4. 科研创新学分可计入专业选修课学分，每人最多计 3 学分。 

 



 

 

 

表 1  实习方案 

序

号 

时

间

(周) 

模块 具体内容和要求 地点 实践单位 完

成

学

期 

1 8 药学

部门 

在带教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通过现

场观摩考查和实践，了解医院药房工

作的任务和职责、医院制剂工作和分

析检验的任务和特点；了解静脉配置

中心（PIVAS）的处方审核和药品配置

流程。 

药 剂

科、药

房、制

剂室、

PIVAS 

兰州大学

第一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第二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人民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人民解放

军临床医

学院 

9 

2 32 临床

专科 

1. 由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带教临床药师

和一名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临床医师

组成带教小组，指导 2-3 名学生参与

临床用药实践。 

2. 学生通过参与查房、书写药历、病

历讨论、会诊及与患者交谈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有关信息，根据患者情况、

疾病类型、医生诊断及治疗原则，参

与制订、修改或优化个体化给药方案；

监测患者的药物治疗过程、评估患者

的药物治疗效果，协助医生作出正确

的治疗决策。评价和传递药物信息，

向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药物信息咨

询；评估医师的处方，帮助医生规范

处方行为；根据循证药学的原理，对

医生的药物治疗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开展药物利用评价；开展药物经济学

评价。为医师和患者提供药物经济学

方面的信息，使患者以最适宜的支出

临床科

室：呼

吸科、

消 化

科、心

内科、

心 外

科、介

入 科

（抗凝

治疗方

向）、神

经 内

科、妇

产科、

儿科、

肿 瘤

科、ICU 

病房。 

兰州大学

第一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第二临床

医院、兰

州大学人

民临床医

学院、兰

州大学人

民解放军

临床医学

院 

9- 

10 



 

 

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密切观察药物

的不良反应（ADR），对可疑的 ADR

要进行追踪并协同做好 ADR 监测、评

价及上报国家不良反应中心的工作，

切实降低药物治疗中不良反应和不良

事件的发生。 

通过临床药学实践让学生具备下列能

力：①系统掌握常见疾病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诊断和药物治疗；②具有

参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设计、讨论与

评价的能力，能够对患者进行全程化

的药学监护；③具有在临床实践中发

现、解决、防止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

用药问题的能力；④.具有判断药物疗

效和药物不良反应能力；⑤.具有与患

者、医师及护理人员交流沟通的能力；

⑥具备在今后可持续开展临床药学工

作的能力。 

3.具体完成作业如下： 

药历书写 12 份； 

患者用药教育 12 份； 

文献阅读报告 8 份； 

病例讨论 4 次； 

病例分析 4 份； 

会诊（跟随老师）8 次； 

用药咨询 12 份。 

每个科

室 8 周，

每个学

生任意

组合 4

个科室

进行临

床药学

实践。 

3. 出 科

考核：

共 4 个

科室，

每个科

包括理

论考试

和整个

作业的

1/4完成

的数量

和质量

考核. 

3 8 毕业 

设

计、

论文 

答辩 

通过开展毕业论文工作，使学生能够

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解决

药物在临床应用和管理过程中的实际

问题，巩固和提高药学本科学生综合

运用药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能力。达到整合临床药学专业

知识与技能，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药学本科

生初步的科研思维、科研探索和创新

的能力。掌握科研工作方法，培养实

事求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增强查阅

文献和使用工具书的能力，同时了解

与本专题有关的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

 兰州大学

第一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第二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人民临床

医学院 

兰州大学

人民解放

军临床医

学院 

10 



 

 

概况。培养学生总结科学实验和撰写

科研论文的能力。 

毕业论文可以结合学生药学或临床药

学实践过程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题研

究，实行导师制，导师负责学生论文

选题、实验、信息和数据采集处理，

导师负责论文全程监控和管理。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1） 
 

姓

名 
武新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62.8 行政职务 科主任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84.7 兰州医学院 药学本科 

2003.7 兰州大学 分析化学 博士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医院药学 

基于药物转运体的药物相互作用、毒性机制研究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00 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400 万元，年均 50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60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9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苦豆子生物碱药动学

及其新型给药系统研

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甘肃省

政府，2011 
1/7 

2 

血浆中中药活性成分

的高效液相色谱测定

方法及其在药代动力

学中的应用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甘肃省

政府，2004 
1/30 

3 

Inhibitory effect of 

atenolol on urinary 

excretion of 

metformin via 

down-regulating 

multidrug and toxin 

extrusion protein 1 

(rMate1) expression in 

the kidney of rats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2015, 

68:18-26. 

9/9（通讯作者） 

4 

Pharmacokinetics and 

hepatic uptake of 

gliquidone affected by 

Huangqi inje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Drug 

Metabolism & Pharmacokinetics, 

2013, 39(4):255-261. 

7/7（通讯作者）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基于细胞代谢-转运

组学技术筛选异烟肼 

肝损伤的早期标志物

（8137349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4.1-2017

.12 
70 主持 



 

 

以内） 

2 

介导异烟肼及其主要

代谢产物乙酰异烟肼

的肝细胞膜转运蛋白

的筛选与验证

（8104108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1.1-2011.

12 
10 主持 

3 
疏乳消块胶囊的开发

（1502FKDA012） 

甘肃省科

技重大专

项 

2015.4-2017

.12 
300 主持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药物转运体研究进展 硕士 11 2 必修/选修 2017 

2 临床药物治疗学 硕士 6 4 选修 2017 

3 药物转运体研究进展 硕士 6 2 必修/选修 2016 

4 临床药物治疗学 硕士 17 4 选修 2016 

5 临床药理学 本科 16 4 必修 201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2） 
 

姓

名 
焦海胜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主任药

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62.09 行政职务 部长 最后学历 本科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84 年 6 月毕业于兰州医学院药学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工作：医院药学 

研究方向：临床药学及中药神经药理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87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3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0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0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8 万元，年均 9.33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36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8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疏肝健脾胶囊的制备

工艺与质量标准研究 
三等奖，甘肃省药学会，2011 4 

2 
方柴胡口服液抗抑郁

症的实验研究 
三等奖，兰州市科技局，2006 3 

3 
银屑片的质量标准和

药代动力学研究 

 

二等奖，兰州市科技局，2005 1 

4 
气管炎 4 号制剂的研

制及开发 
二等奖，兰州市科技局，2004 3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复方丹参滴丸联合卡

马西平调控 P-GP, 

MRP表达及GDNF细

胞凋亡通路抗癫痫作

用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主任基金 

2016.01-201

7.01 
12 万 主持 

2 

全天麻胶囊联合卡马

西平调控 MDR、MRP

表达抗癫痫作用机制

研究  

北京医学

研究合作

中心医学

项目 

2015.10-至

今 
10 万 主持 

3 
复方栀子凝胶制备工

艺研究和疗效考察 

省中医药

管理局 

2013.06-201

5.06 
3 万 主持 



 

 

4 

可注射型透明质酸钠

温敏水凝胶负载倍他

米松微球治疗关节炎

的研究 

甘肃省自

然科学基

金项目 

2013/01-201

4/12 
3 万 主持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临床药物治疗学 
临床医学

本科生 
34 4 选修 

2017 年春

季 

2       

3       

4       

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3） 
 

姓

名 
魏玉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主任药

师 
第一学历 

大学本

科 

出生年月 1976.1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最后学历 
博士研

究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99.6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大学本科 

2010.6 兰州大学   化学信息学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医院药事管理 药物临床安全性评价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50 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0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0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74 万元，年均  24.7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96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2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苦豆子生物碱药动学

及其新型给药系统研

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 甘肃省人

民政府、2011 
2/7 

2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human 

renal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inhibitors 

Arch der Pharm 2012.06 1/5 

3 

Quantitative near 

infrared 

spectrum-active blood 

efficacy relationship 

of compound Danshen 

tablet with genetic 

algorithm-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pectroscopy Letter 2012.05 1/6 



 

 

4 

Discrimination of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according to 

harvest time and 

geographical origin 

with midinfrared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 and 

chemometric method 

Spectroscopy Letter 2012.10 1/5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从茵栀黄方提取物-

含药血清-细胞摄入

物中筛选退黄药效物

质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2014.01- 

2017.12 
64 万 主持 

2 

茵栀黄方利湿退黄作

用机制、配伍规律及

药效物质研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2013.01- 

2013.12 
10 万 主持 

3      

4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药事管理学 本科生 133 48 必修 2015-2016 

2 药事管理学 本科生 122 48 必修 2016-2017 

3       

4       

5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4） 
 

姓

名 
秦红岩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主任 

药师 
第一学历 学士 

出生年月 1978.1 行政职务 副主任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2003.7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2012.6 香港浸会大学, 药理学, 博士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药理学的教学及科学研究 

研究方向:胃肠病发病机制研究及治疗药物研发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23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6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39 万元，年均  13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274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3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 

位次 

1 

Systematic review of 

animal models of 

post-infectious /post 

-inflammatory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Gastroenterol. 2011, 46(2): 

164-74 

1/6 

 

2 

Key factors in developing 

the TNBS-induced post- 

inflammatory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model in 

rat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2, 

18(20):2481-92 

1/6 

 

3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4, 

20(39):14126-31 
1/4 



 

 

4 

Oridonin alleviates 

visceral hyperalgesia in a 

rat model of 

postinflammatory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role of 

colonic enterochromaffin 

cell and serotonin 

availability 

J Med Food. 2016 

Jun;19(6):586-92. 

5/5 

(通讯作者)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 

工作 

1 

基于Wnt和Notch信号通

路探讨肠道干细胞在

PI-IBS 嗜铬细胞增生中

的作用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5-2017 23 万 主持 

2 

从干细胞分化 Notch 通路

探讨槲皮素抑制 PI-IBS

肠道嗜铬细胞增生的机

制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4-2014 10 万 主持 

3 

以 NAT 为靶标筛选 5-氨

基水杨酸增效剂及其活

性验证 

甘肃省自

然科学基

金 

2016-2018 3 主持 

4 

NGF 对 IBS 大鼠肠道干

细胞分化及嗜铬细胞数

量影响 

国家人社

部留学人

员启动基

金 

2016-2017 3 主持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 

性质 
授课时间 

1 药理学 本科生 264 274 必修 2014-2016 

2 临床药物治疗学 本科生 75 6 选修 2015-2017 

3 药物转运体研究进展 硕士生 32 15 选修 2013-2017 

4 医学科研方法 硕士生 84 9 选修 2015-2017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5） 
 

姓

名 
邱雯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主任药

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3.1

0 
行政职务 

临床药

学科科

长 

最后学历 
博士研

究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1994 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药学系 药学专业 本科 

2009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临床药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先后从事医院药学的制剂及临床药学、新药临床研究等工作。 

研究方向：临床药学与临床药理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无  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3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62.64  万元，年均  20.88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74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4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Effect of berberine on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substrates of 

CYP3A and P-gp 

Phytotherapy Research.. 2009 

23:1553-1558 
排名第一 

2 

Effects of genetic 

golymorphisms of 

CYP3A4, CYP3A5 

and MDR1 on 

cyclosporine 

pharmacokinetic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Clin Exp Pharmacol Physiol  

2006 Nov;33(11):1093-1098. 
排名第二 

3 

盐酸小檗碱对大鼠体

内卡马西平及其代谢

产物药动学的影响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1,31(9):741-747 
排名第一 



 

 

4 

盐酸小檗碱对大鼠口

服地高辛药动学的影

响 

中国中药杂志 2011,36(7): 

918-921 
通讯作者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基于脑卒中筛查高危

人群的药学服务模式

建立与评价 

厅级 2014-2017 1 万 主持 

2 

国家科技部“十二

五”863 计划课题“药

物反应分子标志物临

床个体化治疗技术”

子课题项目 

横向 2012-2017 3.84 主持 

3 
卡托普利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 
横向 2017-2019 57.8 主持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临床药物治疗学 

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

生 

34 10 理论课 
20170302-

20170629 

2 临床研究设计 

临床医学

博士研究

生 

11 10 理论课 
20150903-

20151208 

3 科学研究与管理 

临床医学

博士研究

生 

20 4 理论课 
20160913-

20161108 

4 临床医学专题讲座 

临床医学

博士研究

生 

28 3 理论课 
20160922-

20170111 

5 临床药理学 

临床医学

博士研究

生 

16 3 理论课 
20150910-

20151126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6） 
 

姓

名 
何忠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主任药

师 
第一学历 

大学专

科 

出生年月 1972.6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硕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第一学历：大学专科 1992.06 兰州医学院 药学 

最后学历：硕士 2015.06，兰州大学 药学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药学   临床药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0  篇（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省部级   0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0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8 万元，年均   2.67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6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2 人次。 

最具代表

性的教学

科研成果

（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高危药品警示系统的

开发和超说明书用药

的循证评价 

甘肃省药学发展奖二等奖，甘

肃省药学会，2014 年 
第一完成人 

2 

基于药学监护模式的

脑卒中预防药物评价

及危险因素监测研究 

兰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兰州市人民政府，2012 年 
第一完成人 

3 

Severe bone marrow 

suppression and hepatic 

dysfunction caused by 

piperacillin/tazobactam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3 年 
第一完成人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科研项

目（4 项以

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缺血性脑血管病规范

化治疗及跟进质量评

价 

甘肃省卫

生行业科

研计划项

目 

2012-2014

年 

10 万

元 
第二完成人 

2 
高危药品的最大剂量

和给药途径限制研究 

甘肃省科

技厅 

2011-2013

年 

3 万

元 
主持 

3      



 

 

目前承担

的主要教

学工作（5

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临床药物治疗学 
2013 级护

理/临床 
40 6 选修 2016 年春 

2        

教学管理部门

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术

职务 

第一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专业、学位 

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 武新安 男 55 
教授/主

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分析化学 

博士 

临床药学 

临床药

物治疗

学 

专职 

2 焦海胜 男 55 
副教授/

主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兰州医学

院 药学  

学士 

临床药学 
药物经

济学 
专职 

3 魏玉辉 男 41 主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化学信息

学 博士 

临床药学 
医院药

事法规 
专职 

4 秦红岩 女 39 

副教授/

副主任药

师 

哈尔滨医科

大学 临床

医学 学士 

香港浸会

大学 药理

学 博士 

临床药理

学 

临床药

理学 
专职 

5 邱雯 女 44 主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四川大学

华西药学

院 临床药

学 

博士 

临床药学 
药物流

行病学 
专职 

6 何忠芳 女 45 主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兰州大学 

药学 硕士 
临床药学 

药物不

良反应

与药物

警戒 

专职 

7 闵光宁 女 46 
副教授/

主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兰州大学 

药理学 硕

士 

临床药理

学 

临床药

物动力

学 

专职 

8 吴勇杰 男 61 教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山西医科

大学 药理

学 硕士 

药理学 药理学 专职 

9 王震 男 33 教授 
兰州大学 

化学 学士 

东京大学 

药学 博士 
药物化学 

药物化

学 
专职 

10 倪京满 女 52 教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化学 博士 
药剂学 药剂学 专职 



 

 

11 封士兰 女 60 教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中国科学

院 药物分

析 博士 

药物分析 
药物分

析 
专职 

12 刘映前 男 37 教授 

山西雁北师

范学院 化

学 学士 

兰州大学 

有机化学 

博士 

有机化学 
有机化

学 
专职 

13 董钰明 男 46 教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分析化学 

博士 

药物分析 

分析化

学与仪

器分析 

专职 

14 岳红梅 女 53 
教授/主

任医师 

华西医科大

学 临床医

学 学士 

华西医科

大学 呼吸

内科 硕士 

内科学 内科学 专职 

15 杨伟林 男 51 主任医师 

华西医科大

学 临床医

学 学士 

华西医科

大学 临床

医学 学士 

外科学 外科学 专职 

16 王晓慧 女 47 主任医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学

士 

四川大学 

妇科肿瘤 

博士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学 
专职 

17 李宇宁 男 53 
教授/主

任医师 

兰州医学院 

医疗系 学

士 

兰州医学

院 医疗系 

学士 

儿科 儿科学 专职 

18 侯一平 男 59 教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兰州医学

院人体解

剖学与组

织胚胎学 

硕士 

人体解剖

学 

人体解

剖学 
专职 

19 韩跃武 男 56 教授 

兰州大学 

有机化学 

学士 

兰州医学

院 生物化

学 硕士 

生物化学 
生物化

学 
专职 

20 魏虎来 男 55 研究员 
兰州医学院 

学士 

兰州医学

院 血液病

学 硕士 

分子生物

学 

分子生

物学基

础 

专职 

21 祝秉东 男 45 教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四川大学

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

学 博士 

病原生物

学 

微生物

学 
专职 



 

 

22 马兴铭 男 47 教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甘肃农业

大学 基础

兽医学 博

士 

医学免疫

学 

医学免

疫学 
专职 

23 方  泉 男 36 教授 

兰州大学 

生物学 学

士 

兰州大学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博士 

病理生理

学 
生理学 专职 

24 李敏 女 56 教授 

兰州医学院 

医疗系 学

士 

兰州大学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博士 

病理生理

学 

病理生

理学 
专职 

25 刘永铭 男 52 
教授/主

任医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学

士 

兰州大学

内分泌 硕

士 

诊断学 诊断学 专职 

26 毛小荣 女 46 
教授/主

任医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外科学 博

士 

传染病学 
传染病

学 
专职 

27 雷军强 男 46 
教授/主

任医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学

士 

兰州大学 

外科学 博

士 

影像学 影像学 专职 

28 姚立琼 女 44 
主任检验

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学

士 

兰州大学

病原学 硕

士 

临床检验

学 

临床检

验学 
专职 

29 索占伟 男 39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

学动物医学 

学士 

中国农业

大学 动物

医学 博士 

医学遗传

学 

医学遗

传学 
专职 

30 时吉萍 女 60 主任医师 

甘肃中医学

院 中医学 

学士 

甘肃中医

学院 中医

学 学士 

中医学 
中医药

学基础 
专职 

31 彭贤 女 51 副教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北京大学 

心理学 硕

士 

医学心理

学 

医学心

理学 
专职 



 

 

32 武新安 男 55 
教授/主

任药师 

兰州医学院 

药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分析化学  

博士 

药物转运

体研究新

进展 

药物转

运体研

究新进

展 

专职 

33 杨克虎 男 59 教授 

兰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兰州医学

院 临床医

学 硕士 

循证医学 
循证医

学 
专职 

34 唐寿初 男 37 副教授 
兰州大学 

化学 学士 

兰州大学 

有机化学 

博士 

微生物与

生化药学 

药学英

语 
专职 

35 郑山 男  副教授 

兰州大学 

预防医学 

学士 

兰州大学 

医学气象

学 博士 

卫生统计

学 

医学统

计学 
专职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总

学

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生理学 36 2 方泉 2 

2 药理学 72 4 吴勇杰 6 

3 病理生理学 54 3 李敏 4 

4 内科学 108 3 岳红梅 6、7 

5 外科学 54 3 杨伟林 7 

6 诊断学 54 3 刘永铭 5 

7 妇产科学 27 3 王晓慧 8 

8 儿科学 27 3 李宇宁 8 

9 临床药物治疗学 108 3 武新安 7、8 

10 临床药理学 36 2 秦红岩 7 

11 药物化学 54 3 王震 6 

12 药剂学 72 4 倪京满 4 

13 药物分析 54 3 封士兰 5 

14 临床药物动力学 36 2 闵光宁 6 

15 药物转运体研究新进展 36 2 武新安 8 

16 生物化学 54 3 韩跃武 3 

17 循证医学 36 2 杨克虎 8 

18 医院药事法规 36 2 魏玉辉 7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临床药学 
开办经费

及来源 

100 万 

财政拨款及学校自筹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

上职称 (在岗 )人

数 

 

45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45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无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无 

 

是否具备开办该专

业所必需的图书 

资料 

是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234 

 

（台/件） 

总 价 值 

（万元） 
1600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 10 项内） 

型    号 

规    格 

台

(件) 
购 入 时 间 

1 液质联用仪 

安捷伦 6460、 

Thermo TSQ 

Quantum  

Dionex Ultimate 

3000 

2 2012、2015 

2 高效液相色谱仪 
岛津 LC-20A、

Waters 1525 
2 2005、2010 

3 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 1260、

1100 
2 2007、2012 

4 可见紫外分光光度仪 Lamb da35 1 2010.9 

5 焦磷酸测序仪 PyroMark Q24 1 2015.2 

6 实时定量 PCR 仪 TC-96/g/h(b)c 1 2015.2 

7 双扫描荧光检测器 Waters2475 1 2010.5 

8 全自动酶标仪 
Thermo 

Multiskan FC 
1 2017.1 

9 凝胶电泳仪 
Bio-Rad 

PowerPac  
1 2016.4 

10 细胞培养箱 
Thermo HERA 

cell 150i/240i 
1  2016.11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 置 年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0.增设专业的区分度 
 

（应包括增设专业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所属“专业类”下其他专业的区分，专业名称的规范性等） 

注：增设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填写，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不需填写。  

                     



 

 

11.增设专业的基本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基本要求： 

注：增设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填写，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不需填写。            

 



 

 

12.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附件： 

部分相关医疗设备清单 

资产名称 财务入账日期 价值（元） 数量 使用部门 

磁共振成像系统 2015-12-31 21543300.00  2  放射科 

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 2014-12-09 17884320.00  1  放射科 

核磁共振 2004-01-05 15804830.00  1  放射科 

64 层螺旋 CT 2006-11-13 11117946.35  1  放射科 

数字检影血管造影机 1997-10-20 7367466.21  1  放射科 

16 层螺旋 CT 2009-10-22 4750000.00  1  放射科 

全数字化乳腺机 2012-09-30 3860000.00  1  放射科 

全数字化平板摄片系统 2011-10-31 3217969.00  1  放射科 

数字胃肠机 2000-01-12 2984200.00  1  放射科 

计算机放射成像系统 2005-07-12 2150000.00  1  放射科 

移动式数字化 X 线摄影系统 2012-04-30 1930000.00  1  放射科 

菲特医用 X 线影像直接数字化系统 2006-04-20 1580000.00  1  放射科 

医用高频遥控数字化 X 射线机 2006-08-25 580000.00  1  放射科 

医用高频振荡呼吸机 2015-12-31 496800.00  1  呼吸科 

连续性床旁血滤机 2014-07-08 396800.00  1  重症医学科 

小儿呼吸机 2014-07-08 376800.00  1  儿内科 

床旁 X 光机 2003-07-24 324000.00  1  放射科 

胎心监护仪 1999-07-13 277200.00  1  产科 

超声诊断仪 1998-09-02 275000.00  1  产科 

医用高频 X 射线摄影(系统)装置 2006-08-25 270000.00  1  放射科 

全自动血气分析仪 2006-04-03 249800.00  1  重症医学科 

超大屏幕医用专业投影仪 2011-04-30 238120.00  1  放射科 

彩超（含 UMCPACS） 2009-01-05 188000.00  1  儿内科 

视力筛查仪 2011-09-30 99800.00  1  儿保科 

纤维十二指肠镜 1997-10-20 86000.00  1  小儿外科 

纤维胆道镜 1997-10-20 79000.00  1  小儿外科 

除颤仪 2002-07-08 65000.00  1  心血管科 

电脑遥控空气灌肠整复仪 2014-11-19 55000.00  1  普外科 

除颤监护仪 2011-05-31 51000.00  1  心血管科 

X 光洗片机 2002-11-18 50000.00  1  放射科 

心电监护配套装置 2001-03-26 42751.80  1  心血管科 

氧舱 2005-09-01 40000.00  1  神经内科 

胃肠起搏器 2012-12-31 39800.00  1  普外科 

图像和声频监视转播系统 2006-08-28 32290.00  1  放射科 

电脑全自动气囊助产仪 1997-11-13 25520.00  1  产科 



 

 

震动排痰机 2012-02-28 18800.00  1  妇产科 

3-18 岁儿童身高体重测量仪 2014-10-08 7500.00  1  儿保科 

0-3 岁婴幼儿身高体重测量仪 2014-10-08 7500.00  1  儿保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