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

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

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其代码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1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

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合同尚在有

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

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本学

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

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经

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

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 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封面及填

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

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的材料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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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请对照本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简要介绍本学科的发展简况，重点介绍本学科的特色与

优势、社会需求、申请的必要性、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状况等有关内容。（限 1000字）

本学科以科学技术哲学、中医医史文献、中医文化学为依托，历史积淀深厚。自建校以来，学校就

非常重视中医学的历史、文化与哲学研究。1994年整合学校科技哲学、中医医史文献资源在全国成立首

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开启中医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2002年中医医史文献入选国家重点学科，2012年

中医文化学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2013年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经过多

年建设，逐步形成了以中医科技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中医思想文化史为特色的科学技术史学科。

本学科充分彰显高等中医院校科技史研究特色与传统优势。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必要对丰富的中医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与创新。本学科先后主持

包括国家社科重大、重点、一般、青年项目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 10项，出版著作 25部，1项科研成果获

得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教学成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入选全国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基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与优秀创新团队，在中医文化研究与通识教育、

中医国际传播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本学科充分体现江苏中医传承和学科优势。江苏历代名医辈出，吴门医派、孟河医派等具有明显的

地方特色，包含丰富的中医传承思想，值得整理、挖掘和研究。江苏仅有两所高校设置科技史学位点，分

别为农学史和气象史。本学科以中医思想文化史研究为特色，有助于填补我省中医科技史学科的空白，并

与其他同类学科点相互配合，共同推进我省特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本学科是沟通中医与人文、社会的桥梁，有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中医。通过系统研究中医思想文化

史以及中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展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通过中医文化普及教育，有助于增进社

会公众对中医的理解；通过中医史教育，有助于增强中医学子的文化自信。目前，全国没有一所高等中医

院校设置科技史学位点，科技史视野下的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承传播人才缺乏。本学科学位点的设置能够为

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提供历史启示与借鉴，为学校中医药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为传承

传播中医文化培养高级人才。

目前，在中医医史文献、中医文化学等学科下已招收博士研究生 6名、硕士研究生 25名，已毕业研究

生 9名。本学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较好的医学人文素养、全面扎实的科技史、

中医史理论知识，能够独立开展中医科技史研究、从事中医文化传承传播的高素质科技史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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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 200字）

中医思想与文

化史（特色研究

方向）

该方向致力于中医思想发展史，中医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研究。通过追溯中医

基本观念与理论发展的历史，揭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构建中医文化核心价

值体系并凝炼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阐明中医文化的古代源流、中西医文化撞击和中医

文化当代复兴的历史规律，丰富和扩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主持在研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获得第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

奖。

中医科技史

该方向致力于研究中医科学技术实践起源、演变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中医发

展成就和历史规律。侧重于江苏中医流派史、中医学科史、中医传播史研究。目前已出

版《江苏中医历史与流派传承研究》。围绕中医知识进步，探究该学科孕育创立及其发展

过程，出版的著作《中国中医药学科史》获得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以中医

实践为载体，探讨中医传播历史规律，出版《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主持在研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科学技术与社

会

该方向致力于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历史互动，揭示其内在联系。突出中医与

社会关系，侧重于探讨社会经济、政策制度、艺术宗教等外部因素对中医药教育传承、

跨文化传播的影响。主要开展中医教育、中医国际传播、中医科普、中医文化软实力研

究。创立了全球首家中医孔子学院，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的著作《移植与

超越：民国中医医政》获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医文化教学成果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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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中医医史文献 博士二级 中医文化学 博士二级

中医学 博士一级 中西医结合 博士一级

I-3-3 与本学科相关的本科专业情况（限填 2个）

序号 本科专业名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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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师资队伍

II-1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4 2 2 4

副高级 9 3 4 2 8 3

中 级 2 2 2

其 他

总 计 15 2 3 6 2 2 14 3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

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10 人 （ 67 ％） 8人 （53 ％）

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 3个月以上。

2.“导师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资格，且 2016年 12月 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导师人员。

II-2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 5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创新团队（培育）

中医文化传承与传播

研究
张宗明 201309-201609 中医与哲学交

叉学科

2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创新团队

中医文化传承与传播

研究
张宗明 201706-202006 中医与哲学交

叉学科

3

4

5

注： “资助时间”不限于近 5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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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 3人）

方向一名称 中医思想与文化史 专任教师数 5 正高职人数 2

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张宗明 51 博士 教授

江苏省“333高
层次人才培养

工程”第三层

次培养对象，

江苏高校“青

蓝工程”中青

年学术带头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

医学人文素质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世界中医药

联合会中医药文

化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

5 0 3 2

2 郑晓红 45 博士 研究员
江苏省中医药

文化建设专家

中华中医药学会

五运六气研究专

家协作组副秘书

长

0 0 2 0

3 张树剑 44 博士 副教授

欧洲科学史学

会会员，江苏

高校“青蓝工

程”中青年学

术带头人

中国针灸学会针

灸文献专业委员

会委员兼副秘书

长，南京市科技

工作者协会常务

理事

0 0 6 1

方向二名称 中医科技史 专任教师数 5 正高职人数 1

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王明强 43 博士 教授

江苏高校“青

蓝工程”中青

年学术带头

人，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医典

籍与语言文化

研究专家学术

传承人

世界中医药联合

会中医药文献与

流派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世界

中医药联合会中

医药文化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

0 0 5 1

2 李崇超 38 博士
副研究

员

江苏高校“青

蓝工程”优秀

青年骨干教师

中国中医药学会

医史文献分会青

年委员会委员，

世界中医药联合

会中医药文献与

流派专业委员会

理事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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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崇峰 46 博士
副研究

员
无

中医文化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0 0 0 0

方向三名称 科学技术与社会 专任教师数 5 正高职人数 1

序号 姓 名
年龄

（岁）

最高

学位

专业技

术职

务

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

国内外

主要学术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文庠 53 博士 教授

江苏高校“青

蓝工程”中青

年学术带头

人，江苏省高

校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创新团

队骨干成员

教育部中医学类

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秘书长，全国

中医药教育学会

教育研究会副理

事长

1 0 3 2

2 张洪雷 42 博士 副教授

江苏省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优

秀创新团队骨

干成员

世界中医药联合

会中医药文化专

业委员会理事，

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中医文化

研究中心副主任

0 0 1 0

3 张艳萍 46 博士 副教授

江苏省“333高
层次人才培养

工程”第三层

次培养对象，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

中医文化学后

备学科带头人

中国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医学哲学

分会理事，江苏

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中医文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

0 0 1 0

注：1.请按表 I-2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 “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头衔

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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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医思想与文化史

姓名 张宗明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1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江苏省“333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江苏

高校“青蓝工程”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哲学博士学位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200206） 所在院系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科带头人张宗明，哲学博士、二级教授、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

思想史、中医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完成省社科基金等项目 12项，发表学术论文

127篇，出版个人学术著作 3部。主持完成的教学成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指导博士生论

文获得全国中医药优秀论文一等奖。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术方向带头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文化学”带头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江苏省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带头人，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研

究生规划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主编。主讲《自然辩证法概论》和《中医文化研究》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传承中医文化基因：中医

文化专家访谈录》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总印 4000 201501 独立作者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总印 6000 201608 独立作者

论中医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功

能
《自然辩证法研究》

P52-57 201512 独立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医文化基因及其传承研究 201206-201712 13.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项目

基于中医核心思想方法的价值体系及

其转型动因研究
201210-201712 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项目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助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走出去”研究
201611-202112 10.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501 中医方法论 72（18×4） 本科生

201209—2016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90（18 × 5） 研究生

201209—201601 中医文化研究 90（18× 5）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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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医思想与文化史

姓名 郑晓红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5 专业技术

职 务
研究员 学术头衔

江苏省中医药文化建

设专家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医学博士学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

史文献、200706） 所在院系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术骨干郑晓红，医学博士、研究员、中医文化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思想史、

中医基础理论。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研究”子

课题在内的项目 10项，公开发表论文 44篇，指导学生获得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在全国率先主持开展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方法

及成果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主讲《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初探
《中医杂志》

P1265-1270，他引 8次
201408 第一作者

中西医结合的当前之路：融

通协同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P1415-1418，他引 3次 201512 第一作者

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

核心价值观

《中医杂志》

P271-273，他引 30次 201202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

题项目

中医生命价值体系以及面向现代生命

价值、健康观念体系的转型研究
201210-201712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301 中医基础理论 7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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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医思想与文化史

姓名 张树剑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4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欧洲科学史学会会

员，江苏高校“青蓝

工程”中青年学术带

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医学博士学位（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

拿学、200906） 所在院系 第二临床医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术骨干张树剑，医学博士、副教授、针灸推拿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思想史、

针灸思想史。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针灸思想史研究”、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等项目 8项，在《中国科技史杂志》、《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30篇，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及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演讲 32次，剑桥大

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主讲《针灸医籍选》和《针灸理论研究》等

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对针灸“辨证论治”的回顾

与省思

《中国科技史杂志》

P92-99，他引 1次
201603 第一作者

“子午流注”针法理论源流

探析——兼论金元时期针灸

理论之固化

《针刺研究》

P161-165，他引 3次
201504 独立作者

阿是取穴法源流论
《中国针灸》

P165-167，他引 9次 201302 独立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中国针灸思想史研究 201312-201712 8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501 针灸医籍选 32 本科生

201209-201301 针灸理论研究 32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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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医科技史

姓名 王明强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3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

典籍与语言文化研究

专家学术传承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文艺学、200909） 所在院系 基础医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科方向带头人王明强，文学博士、教授、中医医史文献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

科技史、中医文化传播史、中医典籍与语言文化学。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

国中医文化传播史研究”、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中医文化传播的历史、现

状及策略研究”等项目 1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

型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研究”等课题 10项。出版《中

国中医文化传播史》等著作 6部，发表论文 33篇。主讲《医古文》和《国学》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中医文化传播史》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总印 3000 201512 第一作者

“元气”与“原气”考辨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P5-6 201601 独立作者

中医文献学的内涵及其在行

业继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中医药学刊》

P1339-1341，他引 1次 201306 独立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清代乾嘉学派医籍训诂研究 201612-201812 1

江苏省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
中国生命伦理精神的历史审视与建构 201512-201812 3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9-201612 医古文 108 七年制学生

201609-201612 国学 36 本博连读生

201502-201507 中国文学 108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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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医科技史

姓名 李崇超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8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研究员 学术头衔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医学博士学位（南京中医药大学、方剂学、

200806） 所在院系 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术骨干李崇超，医学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医科技史及中医语言学等。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语言符号学视域的中医语言体系研究”、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医分类思

想史研究”、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神仙服饵》文献研究”

等项目 5项，主持校级课题 3项。发表学术论文 15篇，其中 4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篇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点校出版中医古籍 2部。主讲《中医基础概论》和《中药学》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方剂史上的三种组方模式探

讨
《中医杂志》
P1985-1988 201512 独立作者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

治“天行”方剂命名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P1158-1160，他引 1次 201412 独立作者

《山居四要》版本及学术思

想研究
《江西中医药》

P7-8 201507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语言符号学视域的中医语言体系研究 201512-201812 20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医分类思想史研究 201512-201712 0.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3-201306 中医基础概论 27 本科生

201209-201301 中药学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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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中医科技史

姓名 范崇峰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研究员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文学博士学位（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

字学、200712） 所在院系 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术骨干范崇峰，文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科技史和汉语词汇。2012年

至今先后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文献杂志》、《中国针灸》等业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1

篇，出版《养生四要》、《修龄要指》校注 2部，参编《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国中医药学科史》、

《百年金陵中医》等著作 5部，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项目 7项，

参研项目 10项。主讲《说文解字》导读、《医古文》和《古代汉语》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扁鹊取意“病却”考
《医学哲学》

P77-78
201411 第一作者

敦煌医药卷子年代考订问题

探讨

《中华医史杂志》

P313-317
201509 独立作者

从《素问》“气”的使用看其

本质
《中医文献杂志》

P30-33 201512 独立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敦煌医卷整理及词汇研究 201610-201712 19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黄帝内经》常用词研究 201607-201806 1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602-201606 《说文解字》导读 36 本科生

201609-201612 医古文 54 本科生

201502-201506 古代汉语 54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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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科学技术与社会

姓名 文庠
性

别
女

年龄

（岁）
53 专业技术

职 务
教授 学术头衔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创新团队骨

干成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历史学博士学位（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

史、200709） 所在院系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科方向带头人文庠，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

技术与社会、中医教育政策与发展等。主持或主要参与省级以上重点项目 10项，出版了个人专

著《移植与超越：民国中医医政》，副主编《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主编教材 3

部。在核心期刊及省级以上期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名义公开发表论文 70篇。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 2项、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2项、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

1项。主讲《近现代中医教育史研究》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基于第三方评价理念的医学

院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

建与实践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201607 第一完成人

直面健康服务把握中医药院

校发展新机遇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研究会优秀

论文三等奖
201505 第一完成人

传承中医文化培养高素质中

医药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

P6-8，他引 3次 201309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中医药事业的

历史探索
201512-201812 6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近现代中医教育史研究 180（36×5）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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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科学技术与社会

姓名 张洪雷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2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创新团队骨

干成员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哲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哲学、

200806） 所在院系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术骨干张洪雷，哲学博士、副教授、中医文化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

社会、中医文化传播、中医与社会。获得“第六届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征

文一等奖。主持包括江苏省社科基金在内的项目 8项，参研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项

目 10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6篇，作为副主编出版著作 1部，参编全国中医院校研究生规划教

材 2部。主讲《科学技术方法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史》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医药文化

软实力研究

第六届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论坛征文一等奖
201511 第一完成人

中医学对未来医学发展的启

示

《中医杂志》

P99-103，他引 1次 201601 第一作者

论中西医文化基因的差异及

优化重组

《中医杂志》

P631-635，他引 1次
201508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医药文化软实力研

究
201512-201712 5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一般项目

中医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201512-201712 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612 科学技术方法论 180（36×5） 本科生

201202-201207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 36 研究生

201202-201607 自然科学史 180（36×5）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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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科学技术与社会

姓名 张艳萍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

职 务
副教授 学术头衔

江苏省“333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

科中医文化学后备学

科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医学博士学位（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

史文献、201006） 所在院系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学术带

头人（学

术骨干）

简介

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包括研究领域、科研水平与学术业绩，承担课程教学情况（限 300字）

学术骨干张艳萍，医学博士、副教授、中医文化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

社会、中医文化国际传播，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先后在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香港浸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学术访问。目前，被国家汉办外派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任中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致力于以中医孔子学院为平台推广中医文化。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心理思想研究”等项目 3项，参研项目 12项，公开发表论文 30篇，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讲《中医方法论》和《自然辩证法概论》等课程。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

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

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

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全球视野下的医学现代化进

程
《中国科技史杂志》

P253-256 201506 第一作者

《全球中医孔子学院 2016年
度调研报告》

中医孔子学院总部 201612 独立作者

弘扬医学人文精神 推进医

药院校文化传承创新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P1-3，他引 1次 201303 独立作者

目前主

持的主

要科研

项目

（限 3
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

献）建设项目
中医文化在英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 201312- 201712 3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 3
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

象

201209-201301 中医方法论 18 七年制学生

201209-201301 自然辩证法 18 研究生

注：1.本表填写表 II-3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 II-3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仅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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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人才培养

Ⅲ-1 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1 1 1 2 1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0 0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年度

人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3 5 5 5 7

授予学位人数 0 0 1 4 4

Ⅲ-1-3与本学科点相关的本科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本科专业名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招生人数

授予学位

人数

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

培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 GCT

考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

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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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所 在 院 系

1 中医文化研究 专业必修课 张宗明 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2 医古文 专业必修课 王明强 教授 基础医学院 108/6 中文

3 近现代中医教育

史研究
专业必修课 文庠 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4 中医英语翻译 专业必修课 张淼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36/2 英文

5 当代西方科学哲

学
专业选修课 张洪雷 副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6 中国传统哲学 专业选修课 王小丁 副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Ⅲ-2-2 拟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所 在 院 系

1 科学技术史 专业必修课 张洪雷 副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2 科学编史学 专业必修课 刘振 讲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3 科学技术与社会 专业必修课 田静 讲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4 中医史专题研究 专业必修课 张树剑 副教授 第二临床医学院 36/2 中文

5 中医文化史专题

研究
专业选修课 张宗明 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6 中医文化传播史

研究
专业选修课 王明强 教授 基础医学院 36/2 中文

7 地方医学流派研

究
专业选修课 李崇超 副研究员 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36/2 中文

8 中医与社会专题

研究
专业选修课 文庠 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9 科学思想史 专业选修课 刘振 讲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10 中医方法论 专业选修课 张宗明 教授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36/2 中文

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的，

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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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传承与创新：彰显中医文化特

质的院校教育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文庠、张宗明、

王明强、殷忠勇等
2014

2 中医药高等教育改

革研究成果奖
二等奖

中医药健康产业相关学科及
专业体系构建的研究

文庠等 2014

3

4

5

6

…

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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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 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

专利、赛事名称、展

演、创作设计等）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

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作设计

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

（录取类型/入
学年月/学科专

业）

1 中国古代医药文献对

外传播及其影响

长三角“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创新”研究

生论坛一等奖
201312 孔卓瑶

博士（非全日

制/201209/中
医医史文献）

2 中医文化视域下的中

国音乐养生思想探微

“岐黄杯第七届全国中医药博士生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优秀论文三等奖
201604 王思特

博士（非全日

制/201509
/中医医史文

献）

3

中医文化核心价值的

社会认同研究——基

于 31省（市）、港澳

台及海外地区的调查

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201310 王雷

学士（全日制

/201209/中医

学）

4 本草匠心，筑梦“健

康中国”

2016年江苏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优秀调研报告

201612 赵灿

学士（全日制

/201509/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

5 混沌内部的隐秩序：

经络的数字化研究

第十四届“挑战杯”中航工业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201510 徐天成

学士（全日制

/201109/针灸

推拿学）

6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中

医管理组织变迁研究

《医学与社会》

P28-30
201606 商宇

硕士（非全日

制/201309/社
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

7
基于“他者”的叙事

策略探求中医对外传

播有效路径

《中华中医药杂志》

P2946-2950，他引 1次
201608 钱敏娟

博士（非全日

制/201409
/中医医史文

献）

8 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分

类及内容特点

《中国针灸》

P731-736，他引 1次 201507 张建兰
硕士（全日制

/201209
/针灸推拿学）

9
中医文化身份的建构

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

的价值适应

《中医杂志》

P541-544，他引 1次 201604 乔宁宁

硕士（非全日

制/201009/社
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

10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梶田隆章研

究方法初探

《西北医学教育》
P23-25 201602 陈培

学士（全日制

/201309/护理

学）

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或本科专业在校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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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科学研究

Ⅳ-1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计数

类别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 费

数（万

元）

国家级项目 4 51.5 4 38 5 42 6 46 8 56.5

其他政府

项目
7 20.1 12 26.4 12 16.7 15 27 17 28.8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

目）

0 0 0 0 0 0 1 3 2 3

合计 11 71.6 16 64.4 17 58.7 22 76 27 88.3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25 168.1 34 190.6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8 118 9 34.9

年师均科研项目
数（项）

1.24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4.79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4.71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2

出版专著数 8 师均出版专著数 0.53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140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9.33

对照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简要补充说明科学研究情况（限 400字）

本单位拥有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全国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国家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等科研平台。近五年科研项目总

数 36项，年均项目 7.2项；近五年研究经费总额 194.6万元，年均经费 38.92万元；近五年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总数 140篇、人均公开发表论文 9.33篇，出版专著 8部；近五年获奖总数 7项。

该学科人才梯队完善，拥有专任教师 15人，50岁以下教师比例占 87%，其中正高职称 4人、副高

职称 9人；学历层次高，获得博士学位 14人，获博士学位比例占 93%；学缘结构合理，专任教师获外单

位学位比例占 67%；导师队伍健全，研究生导师 8人，占专任教师比例的 53%，其中 5位研究生导师已

培养过一届研究生。导师已开设过本学科和相近学科的研究生专业课程，拟开设的硕士生课程中，有 3

门属于本学科基础课程。专任教师中有 9人在全国性二级学会中担任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等职务。

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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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近五年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 5项）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第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
三等奖 《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

南京中医药大

学
2015

2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二等奖 《中国中医药学科史》 范崇峰等 2016

3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三等奖
基于第三方评价理念的医学院校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文庠等 2016

4 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针灸史话》 张树剑等 2016

5 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 三等奖 《针灸关键术语考论》 张树剑等 2015

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3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 20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 100字）

1
《传承中医文化基

因：中医文化专家

访谈录》

张宗明 201501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填补中医文化基因研究

的空白

2 《自然辩证法概

论》
张宗明 201608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

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3 《中国中医文化传

播史》
王明强 2015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国内首部中医文化传播

史专著

4 论中医文化基因的

结构与功能
张宗明 201512 《自然辩证法研究》

CSSCI来源期刊，入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

科重大项目代表性成果

目录》

5
传承中医文化 培

养高素质中医药人

才

文庠 201309 《中国高等教育》

CSSCI来源期刊，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他引

3次

6 人工类是实在类

吗？
刘振 201501 《哲学动态》

CSSCI来源期刊，文章

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

料《科学技术哲学》全

文转载，他引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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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医何以被西医化

——基于“福柯-
库恩”式规训的思

考

田静 201403 《自然辩证法研究》
CSSCI来源期刊，他引

3次

8
科学性困境下中医

心身医学思想的内

涵及现代价值

殷忠勇 201504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CSSCI来源期刊，他引

2次

9 对针灸“辨证论治”

的回顾与省思
张树剑 201603 《中国科技史杂志》

CSCD来源期刊，他引

1次

10 全球视野下的医学

现代化进程
张艳萍 201506 《中国科技史杂志》 CSCD来源期刊

11 中医学对未来医学

发展的启示
张洪雷 201601 《中医杂志》

CSCD来源期刊，他引

1次

12 方剂史上的三种组

方模式探讨
李崇超 201512 《中医杂志》 CSCD来源期刊

13
中医文化的核心价

值体系与核心价值

观

郑晓红 201202 《中医杂志》
CSCD来源期刊，他引

30次

14 敦煌医药卷子年代

考订问题探讨
范崇峰 201509 《中华医史杂志》

深化了对敦煌医药卷子

年代考订问题的研究

15 中西医结合的当前

之路：融通协同
郑晓红 20151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

CSCD来源期刊，他引

3次

16

“子午流注”针法

理论思想探析——

兼论金元针灸理论

之固化

张树剑 201504 《针刺研究》
CSCD来源期刊，他引

3次

17 “元气”与“原气”

考辨
王明强 201601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

志》
CSCD来源期刊

18
从《复兴中医》视

角看时逸人与孤岛

时期的中医教育

文庠 201406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丰富了近代中医教育史

研究的新领域

19 从《素问》“气”的

使用看其本质
范崇峰 201512 《中医文献杂志》

从科技史角度深化了中

医“气”的概念史研究

20
朱琏“新针灸学”

与针灸科学之初曦
张树剑 201511 《中国针灸》

CSCD来源期刊，他引

2次

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单位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

影响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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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 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

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 100字）

1

《关于江苏省中医

药文化历史遗迹发

掘整理与保护开发

现状的调研报告》

咨询报告 王明强
致公党江苏省委 2013年立项课题，被转化

为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提案。

2

《关于坚持文化自

信、以更加丰富多元

的形式弘扬中医药

文化的提案》

咨询报告 殷忠勇
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案，

被国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采纳。

3
《全球中医孔子学

院 2016年度调研报

告》

智库报告 张艳萍

提交中医孔子学院总部，并作为教育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召开的“中医、太极等

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座谈会”上重要支撑材料，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到会总结并高度评价。

4 《中医药人才队伍

建设研究报告》
咨询报告 文庠

被卫生部采纳，成为《2010-2020 卫生人

才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5
《中医药健康产业

相关学科及专业体

系构建的研究》

咨询报告 文庠
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采纳，转化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相关文件内容。

6
《中医药院校教育

质量监控体系研究

与实践》

咨询报告 文庠
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采纳，转化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相关文件内容。

7

《关于我省基层医

院中医预防保健服

务能力现状、原因及

对策的调研报告》

咨询报告 王明强
致公党江苏省委 2014年立项课题，被转化

为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提案。

8

《关于我省传统医

药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与保护的现

状、原因及对策的调

研报告》

咨询报告 王明强
致公党江苏省委 2015年立项课题，被转化

为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提案。

9
《关于开展<中医药

法>施行环境专项督

查的提案》

咨询报告 殷忠勇 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案。

10
《江苏省中医院中

医文化建设基本现

状调研报告》

咨询报告 王小丁

调研报告提交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被采

纳并下发相关中医院，作为各中医院中医文化

建设的参考。

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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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5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 10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

到账经费

（万元）

1
中医文化基因及

其传承研究

（12BZX099）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

项目
201206-201712 张宗明 13.5

2

基于中医核心思

想方法的价值体

系及转型动因研

究

（12&ZD114-1）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

项目

子课题

201210-201712 张宗明 15

3

中医药国际传播

助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走出去”

研究

（16ZDA234-5）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

项目

子课题

201611-202112 张宗明 10.5

4
语言符号学视域

的中医语言体系

研究（15BYY008）
国家社科基金

一般

项目
201506-201812 李崇超 20

5
敦煌医卷整理及

词汇研究

（16FYY001）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

助项目
201610-201712 范崇峰 19

6

中医生命价值体

系以及面向现代

生命价值、健康观

念体系的转型研

究（12&ZD114-2）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

项目

子课题

201210-201712 郑晓红 15

7

晚明身体图像中

的知识、观念与艺

术表达研究

（14BF064）

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一

般项目
201412-201812 沈歆 15

8
中国针灸思想史

研究

（13YJCZH25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

一般

项目
201312-201712 张树剑 8

9

文化强国视域下

中医药文化软实

力研究

（15ZHB007）

江苏省社科基金
一般

项目
201512-201812 张洪雷 5

10

中医典籍翻译中

文化输出的理论

研究

（15YJC740132）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

一般

项目
201512-201812 张淼 4

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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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 5项）

序号
获奖作品/
节目名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

时间

相关说明（限 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 5项）

序号
展演作品/
节目名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

地点

相关说明（限 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1

2

3

4

5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 300字）

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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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项目

计数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

性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

议上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

告（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

学术交流专项经费（万

元）

累计 10 40 10 10

年均 2 8 2 2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 5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

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

数

第五届中韩国际医学史会议 201501 50 15

第三届世界中医教育大会 201311 400 50

全国第十七次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医哲学 2014年学

术年会
201409 250 0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 2016金陵医学

哲学论坛
201610 110 0

第三届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201211 170 0

Ⅴ-1-2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 10项）

序

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中医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功能
2016年第十三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新西

兰奥克兰
张宗明 分会报告 201611

2 中医文化学：一门正在走向

成熟的学科

2014年第十一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俄罗

斯圣彼得堡
张宗明 分会报告 201410

3 中医文化在澳洲的传播及澳

洲中医教育

2016年第十三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暨

“一带一路”中医药文化周——墨尔本

分论坛/澳大利亚墨尔本

张艳萍 主会报告 201611

4
The diversion of acupuncture
impacted by policy factors in

1950s’ China

2016年第七届欧洲科学史年会/捷克布

拉格
张树剑 分会报告 201609

5 近现代针灸科学化实践与转

向——以朱琏为中心
第五届中韩国际医学史会议/江苏南京 张树剑 主会报告 201501

6 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初探

中医的时代精神与跨文化传播——第

十七次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医

哲学 2014年学术年会/江苏南京

郑晓红 分会报告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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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7 文化强国视域下中医药文化

软实力研究

第六届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论坛/山西太原
张洪雷 主会报告 201511

8 中医生态思想的哲学研究
“新常态下的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

2016年学术研讨会/江苏无锡
王小丁 主会报告 201611

9 古代医学教育模式与当前中

医教育模式的建构
第三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江苏南京 王明强 分会报告 201311

10 中医何以被西医化——基于

“福柯-库恩”式规训的思考
2016金陵医学哲学论坛/江苏南京 田静 主会报告 201611

Ⅴ-2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

（万册）

外文藏书

（万册）

订阅国内专

业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

业期刊（种）

中文数据 库

数（个）

外文数据 库

数（个）

电子期刊

读物（种）

82 1.3 1049 71 36 32 2.2万

Ⅴ-2-2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卓越计划等平台（限填 5项）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
中医文化研究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 201501

2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1协同

创新中心
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201

3
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
南京中医药大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605

4 国家重点学科 中医医史文献 教育部 200212

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

重点建设学科
中医文化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212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30 实验室总面积（M2） 300 最大实验室面积（M2） 70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 200字）

本校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共建了中医孔子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是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学报唯一的社会科学版。近五年，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4.71万元，在研项目

25项；主办承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10次，在本学科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40人次。有研究生教学科

研场所和实验室，有科技史相关的图书文献资料和数据库，有明确的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生均培养经

费充足，有健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和运行管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