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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学院及专业简介 

——中医学院（001）   

 

招生学院名称：           中医学院               

学院研招咨询电话：0591-22861087 

学院研招网址：http://zyx.fjtcm.edu.cn/ 

学院研招经办人（联系电话）：郭老师 

 

一、招生学院简介： 

中医学在 1958年福建中医学院创建之时，便是我校的主干学科与专业，中医学专业是国

家级特色专业。1984 年 5 月成立中医医疗系，1988 年 9 月更名为中医系。2010 年 3 月福建

中医学院更名为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系随之更名为中医学院。2017年 5月骨伤学院教师并

入中医学院，成立中医骨伤科学教研室。 

学院现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医史文献、中医临床基础、中医骨伤学科 5

个大学科，下设 10个教研室。拥有中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后流动

站。有五年制中医学和中医学（5+3一体化）2个本科专业。目前在校本科生及国内外研究生

2700 余人。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96 人，高级职称 43人，具有博士学位 40人，博士生导师 8人，硕士

生导师 94人；学院拥有一批海内外享有盛名的老专家、老教授和国内知名的中青年专家、学

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师德先进、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 

学院拥有 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门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2008 年中医学专业获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中医学（经典

班）获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 年 12 月，中医学院顺利通过中医学专业认证；2014 年获

得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项，一、二等奖 3项。 

学院拥有 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2011年至今，共承担各类课题 200余项。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基金 38项；973子课题、十二五支撑计划

和国家软科学课题各 1 项。近 5 年学院发表学术论文 500 多篇，其中一级学会核心期刊论文

150 余篇，SCI收录论文 24 篇。各级科学技术成果奖 10余项。中医骨伤学科继承闽派南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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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伤科和林如高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发掘闽派中医骨伤精髓，成立南少林骨伤科流派，是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流派传承建设单位。 

进入 21世纪，中医学院秉承“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的校训，提出“博学人文，强化经

典，拓展基础，提升技能”的中医学专业办学思路。形成以讲“中医经典”为主的教学特色

和具有中医传承特色的“师承班”、“经典班”、“修园班”等人才培养模式。 

学院定期选派学生赴台湾各高等院校交换学习，并与湖南、安徽、长春等中医药大学互

派学生交流学习，成为专业培养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学院重视学生临床操作技能培养，定

期举办中医知识、技能大赛，组织开展志愿者医疗服务、大学生暑期科技卫生“三下乡”等

社会实践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示中医学子风采，深受社会好评。 

二、招生专业简介： 

（一）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学术型） 

1.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经过近三十年的重点建设,现已成为体现我校“重视基

础，强化中医理论”办学方针的优势学科。2005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被评为福建省高校精品

课程，2006 年被评为福建省研究生优质课程，2010 年被评为福建省省级教学团队，2011 年

设置中医基础理论专业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 

本学科以“重视经典”为指导思想，以“实验研究”和“文献研究”为主线，以国医堂

为临床实践平台，现已发展成为集教学、临床与科研三位一体的特色学科。目前本学科拥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973 课题子课题共为 7 项，累计经费达 310 万元人民币，发表国家

级的学术论文 23篇，出版学术专著 2部，获科研成果 5项，教学成果 2项。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① 中医藏象理论研究 

②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 

③ 中医病因学说研究。  

3.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于培养具有扎实中医基础理论功底，较好掌握临床技能，具有较高科研、教

学、临床医疗工作能力的合格人才。 

4. 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本专业拥有一支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学历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师资团队，其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6 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7 人，导师 4 人，其中博导 1 人。学科队伍中担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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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分会副主任委员 1 人、委员 4 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副秘

书长 1人；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中医经典分会主任委员 1人、委员 5人。 

5. 近几年就业情况 

历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均能在教学、科研、临床等领域就业。 

 

（二）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学术型） 

1.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前身为《伤寒学》、《金匮要略》、《温病学》教研室，

1994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1997年合并为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其中《伤

寒学》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伤寒学》、《金匮要略》、《温病学》均为省级精品课程。 

本学科主要围绕《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三大经典著作开展理论、临床及实

验研究：重点发掘仲景方辨治肾病、乳腺病、脾胃病、老年病。目前在研各级科研项目 24项，

经费 150余万。获省、厅级及校级科研成果、教学成果 18项，发表论文 500 余篇，主编或参

编专著及各类教材 30余部。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① 经方辨治疑难病研究 

② 《金匮要略》脏腑辨治理论的应用与基础研究 

③ 湿热病证治规律研究。 

3. 培养目标 

本学科立足培养具有较扎实中医经典知识，较强的中医临床、教学、科研能力的学术型

复合人才。 

4. 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本学科现有教师 16名，其中教授 3名，副教授 7名；博士研究生导师 1名；硕士研究生

导师 8名；博士学位 9名；福建省高校教学名师 1 名，福建省优秀教师 1名。 

我校中心实验室，各附属临床医院及国医堂可为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科研和临床教学

基地。 

5. 就业情况 

本专业近 30年来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130多人，毕业生就业率 100%。 

 

（三）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型） 

1.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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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于 1985 年获得中医医史文献硕士学位授权点，2009

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立为局级重点学科。多年来本学科承担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20多项，

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科研课题 3 项，荣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6 项，现有《医古文》、《中医各

家学说》、《文献检索》3 门省级精品课程。学科现已发展成为集教学、科研与中医药文化传

播三位一体的特色学科。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① 闽台中医药文献 

② 闽台医史及医家 

③ 中医药文献信息与现代技术 

④卫生政策与医事法学研究 

3.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于培养具有扎实的中医医史文献理论功底，具有较高科研、教学、临床医疗

工作能力的合格人才。 

4. 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本专业现拥有一支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学术思想活跃、具有学术创新思维的学术队伍。

其中教授 5人，副教授 6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13人，硕导 9人，博导 2人。学科团队中多人

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医古文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常委，与国内同行交流合作频

繁，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 

闽台中医药文献文化研究中心、医史博物馆作为学科长期建设的科研和中医药文化传播

平台，知名度与日俱增，成为研究生素质培养的重要平台。 

5. 就业情况 

本专业历年招生生源涉及医、文、理各学科，所培养的历届毕业生活跃在政府、高校、

医院、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领域，就业率 100%。 

 

（四）100504 方剂学（学术型） 

1.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福建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承担全校医药类各专业《方剂学》

以及相关专业的《怎样开好中药处方》、《中成药学》、《古今名方精读》、《方剂现代研究》、《方

歌导读》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本学科始建于 1958 年，1993 年《方剂学》被授予“省级优秀

课程”，1998 年确定为硕士学位授予点；2003 年确定为全国方剂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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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方药分析实验室”被评为国家（中管局）二级实验室；2004年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2005 年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2009年被评为国家（中管局）重点学科及省创新人才团队。 

目前本学科承担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 项，以及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发改委重点课题共 7

项。主编出版十二五规划教材《方剂学》、《中成药学》。近年来学科先后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

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三等奖各 1 项，福建省科学进步三等奖 3 项，获国家发

明专利 6项，获国家新药生产证书 2项，转让科技成果 2项，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 3项。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① 方剂的配伍与临床应用研究 

② 方剂药效的物质基础研究 

③ 方剂药效的机理研究 

3. 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培养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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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先进的科研方法和技术技能的中医药专门人才。 

4. 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本专业师资队伍学历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成员基本上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副教

授 7人，讲师 1人。现拥有方药分析实验室、教学实验室、方剂标本馆、信息资料室各一个。 

方剂学学科形成了学历、职称、年龄、学缘结构合理，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精诚团结、

严谨创新的优秀教学、科研团队。 

5. 就业情况 

本专业毕业生均能在教学、科研、临床等领域就业。 

6. 研究生待遇 

录取研究生除享受学校研究生奖助贷待遇外，尚可享受本专业团队按月考核后予以的助

教、助研补贴。 

 

（五）李灿东团队  100505 中医诊断学（学术型）、100506 中医内科学（学术型）、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型） 

1.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团队培养模式是我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李灿东团队是以李灿东教授为核心和学术

带头人的导师团队。长期以来，团队主要以证的研究为核心，构建了中医状态研究的理论体

系和研究平台。2015年成立“福建省 2011中医健康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团队在中医健康状



6 

 

态辨识、中医健康管理、中医诊断课程体系构建、中医误诊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

有关成果在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获中国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1 项、福建省教学成果 4 项，福建省科学技术奖 1 项；主

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及专著 20余部。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1）100505中医诊断学（学术型） 

①中医辨证思维及证的客观化研究 

②四诊信息标准化采集研究 

③健康状态辨识的数据处理与挖掘研究 

④证的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 

（2）100506 中医内科学（学术型） 

①中医辨治代谢性疾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②中医辨治内分泌疾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③中医辨治消化系统疾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④中医健康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 

（3）105701 中医内科学（专业型） 

①中医辨治代谢性疾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②中医辨治内分泌疾病的理论与临床研究 

③中医健康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 

（4）105710 全科医学（中医）（专业型） 

①中医健康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3.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于培养中医理论扎实、技能规范、辨证准确、具有良好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学

术型研究生 

4.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团队负责人李灿东教授是中国中医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中医健康管理委员会会长、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席科普专家、福建

省教学名师。团队成员 90%具有博士学位。 

本团队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近五年主持国家级课题 53项，总研究经费近 2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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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业情况 

历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均就业于医疗与科研单位，就业率 100%。 

6. 研究生待遇 

录取研究生除享受学校研究生奖助贷待遇外，尚可享受本专业团队按月考核后予以的助

教、助研补贴。 

（六）中医骨伤科学（100508 学术型、105703 专业学位型） 

1.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我校中医骨伤科学专业为 1981年全国首创专业，教育部二类特色专业，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重点学科、福建省“211 工程”重点学科。 

本学科以福建省优秀教学团队“骨伤学科教学团队”优质师资为依托，以福建省首批“研

究生创新基地”、福建省首批省级优质研究生学位课程为载体，以福建省“中医骨伤新型人才

培养创新实验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医骨伤及运动康复”为平台，以福建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等临床医学院为基地，建立了本科、硕士、博士、

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学科结构，在全国同类学科领域内保持先进水平。  

2.招生专业研究方向 

学术型：①骨病研究②骨与关节病防治与康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③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

④脊柱、关节的基础与临床⑤脊柱脊髓损伤。 

专业学位型：①中医药防治脊柱与脊髓疾病②中医药在创伤修复中的应用③中医药防治

骨关节病的研究④中医药防治软组织损伤疾病研究⑤中医药在小儿骨与关节疾病中的应用。 

3.培养目标 

学术型： 

培养熟悉中医骨伤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了解中医骨伤领域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

以科研和临床并重，侧重学生的学术能力，培养科研型骨伤临床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专业学位型： 

培养具备中医药厚实的理论基础、熟练掌握中医骨伤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在各级中

医院、综合性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从事临床工作的综合性人才。 

4.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中医骨伤科学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60余名、博士研究生导师 2名。拥有福建省人民医院、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厦门市中医院、漳州市中医院、泉州市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南京军区福州总院等临床医学院和教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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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就业情况 

研究生就业率连续多年达 100%， 

6.学生就学期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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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00510 中医儿科学（学术型） 

    1. 专业优势、特色、成果 

中医儿科有近五十年历史，是全国中医院校中第一批 13个硕士研究生授权点之一。突出

中医特色治疗小儿哮喘、肾病、肺炎、慢性咳嗽等，深受患儿家长的信赖。尤其对频复发难

治性肾病的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承担科研课题数十项，荣获省（部）厅级科技成果奖十

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重点项目等科研项目 20余项，其系列成果在国内有一

定的影响。 

2. 招生专业的研究方向 

小儿肾病的实验研究 

小儿哮喘等呼吸疾病的实验研究 

小儿变应性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实验研究 

3. 培养目标 

医德医术好、自主学习能力强、能结合临床进行科学研究、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合格中

医人才。 

4. 导师队伍、研究生教育基地 

团队师资力量雄厚，知识结构合理，目前在招研究生导师是高年主任医师，是附属医院

的学科带头人，具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在全国及省级中医学会担任主要职务(福建省

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华中

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近年来先后承担省厅级科研课题 20 多项，发表专科

学术论文百余篇,荣获科技成果奖 11 项。医学专业导师均在校附属医院执业，经验丰富。各

附属医院可以为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临床基地。团队科研条件良好，拥有 1 个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三级实验室，3个二级实验室，与校外多个单位合作关系良好。 

5. 就业情况 

历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均就业于医疗与科研单位，就业率接近 100%。 

 

欢迎有志于中医药事业的青年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