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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学院简介：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成立于 2005年 7月 3日，院址设在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求真

楼，占地面积 7000多平方米。研究院聘请中国科学院国医大师陈可冀院士任院长，重点围绕

高血压、肿瘤、骨病、心脑血管病等方向开展中医药防治研究，旨在构建高水平的中西医结

合研究中心。设有肿瘤研究所、骨病研究所、心脑血管病研究所、陈可冀院士学术思想传承

工作室和医学实验中心。 

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为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中西医结合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其中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为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药药理（细胞结构与功能）

实验室、中药生药学实验室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等三个实验室为国家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室，

中西医结合老年性疾病实验室为福建省重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合基础实验室为福建省高校重

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合骨病研究室、中药生药学研究室和中西医结合老年病研究室三个研究

室为福建省中医药重点研究室。 

研究院现有小动物核磁、小动物 PET/SPECT/CT 影像系统、超速分选型流式细胞仪、高效

蛋白质及小分子分析系统、微流体芯片系统、高内涵细胞分析系统、透射电镜、激光扫描共

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仪、质谱仪等一批高端仪器，科研设备总值达 1亿元。现有职工 40名，

其中高级职称 19名。研究院成立至今，研究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4 项，省部级项目

192 项，总资助经费 4000 多万元；发表 SCI论文 200 多篇，其中 IF >6分 8 篇；出版专著 24

部，其中规划教材 8部、中西医结合系列丛书 1套 8本；研究成果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

学技术奖 10 项，其中一等奖 2项；获福建省科学技术奖 10项，其中一等奖 2项；国家发

明专利 9项。 

研究院成立至今已举办十一届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年会，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及台

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出席会议，先后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近 40人次参加学术年会并在年会上作专题报告。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学术年会已成为

国内外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学术研讨的一个交流平台。 

研究院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博士教育，为我省培养高层次中西医

结合人才，成立至今已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博士生 60多名。 



 

在新的发展阶段，福建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必将为推进中西医结合医学事业，服务福建社

会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招生专业简介：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学术型）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福建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8年，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 1990年确定为硕士学位授权点(第

四批)，1993年开始招生，培养学术型研究生。发展至今，拥有一流的人才梯队和先进技术

设备，逐步确定了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肿瘤、心脑血管病、生殖医学基础等稳定的研究

方向。通过不断加强与临床科研合作、老专家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理念创新，形成以中医

核心理论与西医理论及技术有机结合，集教学、科研及临床于一体的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 

②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目前，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硕士点的研究方向包括：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疾病研究、中西

医结合肿瘤研究、中西医结合生殖医学基础、中西医结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基础研究等多

个研究方向。 

③培养目标 

培养研究生应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突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

养。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热爱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事业，具有良好医德，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本专业研究发展的新动向及先进的

科研方法与技术的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专门人才，具有为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献身精神。 

④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含科研、临床基地）。 

该专业拥有一批优秀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人员作为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导师均具有

较高的科研水平，在同领域中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在国际、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许多优秀的科研论文。 

中西医结合研究院作为学校专门的科研学术基地，秉承“中西合璧、求真至善”的学术理念，

旨在构建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心，培养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现有实验室面积 2000

多平方米，大型、精密科研实验仪器 100多台（件），仪器设备总值达 1亿元，形成了以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和高端科学技术手段为基础的中医药实验技术支撑体系和共享平台，为该硕

士点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最好的科研学术条件。 

⑤就学及就业情况。 

学生就学期间学校将通过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学贷款、设立三助

岗位和绿色通道等制度，建立多元奖助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历年来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具有较高的就业率。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学术型） 

①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于 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2000年获

批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批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本专业拥

有较合理的学科梯队，具有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的导师队伍，师资力量雄厚，拥有较为完善

的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各学科带头人有多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同领域中享有较高的

学术地位，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近三年承担各类科研课题 200余项，获科研经费 900余

万元，并获得多项省部级成果及专利。 

②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点的研究方向包括：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骨

伤研究。 

③培养目标 

本专业在临床教学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探讨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以及中西医

结合在临床的应用价值。注重对学生临床技能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临床诊疗、科

研的思路和方法，达到独立承担部分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④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含科研、临床基地）。 

该专业拥有一批优秀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人员作为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导师均具有

较高的科研水平，在同领域中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在国际、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许多优秀的科研论文。 

依托福建中医药大学三所临床医学院及福建省内各大综合性三甲医院作为教学基地，临床及

科研能力强。 

⑤就学及就业情况。 

学生就学期间学校将通过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学贷款、设立三助

岗位和绿色通道等制度，建立多元奖助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历年来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就业率居本校各专业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