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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 ESI 排名跻身全球前 1‰ 

1 月 12 日，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

发布的 ESI 新数据显示，我校药理学与毒

理学学科首次进入全球前 1‰，这是我校学

科内涵建设取得的又一新突破，标志着我校

该学科已迈入国际顶尖水平行列。 

截至目前，我校共有药理学与毒理学、

临床医学、化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和神经

科学与行为学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

是唯一拥有 5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的中医

药院校，也是唯一有学科进入 ESI 前 1‰的

中医药院校。 
 
 
 

吴啟南教授团队在 Molecular Plant 
合作发表裂叶荆芥基因组研究成果 

1 月 6 日，我校吴啟南教授团队和英国约克大学

Benjamin R Lichman 教授团队在 Molecular Plant 杂志

合作发表题为“A chromosome-level genome assembly 
reveals that a bipartite gene cluster formed via an inverted 
duplication controls monoterpenoid biosynthesis in 
Japanese catnip”的关于裂叶荆芥基因组的 新研究成

果。吴啟南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青年教师刘潺

潺、博士研究生党静洁和周佩娜为论文的共同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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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次发现了基因簇在裂叶荆芥薄荷烷类单萜生物合成中的作用，确定了欧薄荷和裂

叶荆芥之间趋同进化的关系，是两种相反手性的薄荷烷类单萜合成关键基因功能解析与进化的

一个重要突破。同时为植物代谢进化和物种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模型，为中药药效物质

基础生物合成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中药大辞典》原稿”入选 
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日前，国家档案局公布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选结果，我校申报的“《中药大辞

典》原稿”成为本批入选的 55 件(组)档案文献之一，这也是江苏高校首次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

产名录的项目。 

《中药大辞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中药学工具书，由我校前身南

京中医学院于 1958 年牵头启动编写，历经近 20 年，于 1977 年正式出版，1978 年荣获全国科

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其编写过程中形成的原稿共计 153 卷，约 45249 页，几乎全部靠手写完

成，此后各种经典版本的出版发行以及后期的修订工作都是以原稿为基础。 

“《中药大辞典》原稿”是我国中药学史上具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珍贵参

考文献，在守护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作为特定时代中药科研成果的印

证，该书也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对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精华、弘

扬中医药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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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附属医院获批国家中医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印发《关于公布国家中医临床教学培训示

范中心认定结果的通知》（教高厅函〔2022〕32 号）。全国共 33 家高校（单位）附属医院（牵

头医院）被认定为国家中医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我校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名列其中。 

学校将以此次获评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重要精神，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创新，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着力培养

高等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 
 
  
 

我校获批省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建设点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公布省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建设点遴

选结果的通知》（苏教办高函〔2022〕28 号），我校中药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获批。 

此次获批省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是我校探索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的最新成效。以此为契机，我校将持续完善课程结构和实践能力提升的人才培养体

系，深入构建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科教融汇产教协同的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格

局，培养面向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具备中医药思维能力、临床研究与应用能力、多

学科交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我校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取得新成效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公布 2022 年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遴选结果的通知》

（苏教高函〔2022〕18 号）《关于公布 2022 年省级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立项建设名单的通知》

（苏教办高函〔2022〕29 号），我校养老产业学院获批 2022 年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中

药制药分离技术》《病理学》《J2EE 高级开发与应用》《云计算高级应用》4 门课程获批省级产

教融合型一流课程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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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获批是我校深入实施“开放协同”发展战略，以深化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协同创新

育人机制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所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将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水平、人才

培养质量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我校 6 门课程被认定为江苏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建设 
“云书院”首批研修资源 

1 月 13 日，江苏省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

究会、江苏高等学校教育信息化研究会联合

公布了江苏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建设“云书院”

首批 111 门研修资源名单，我校《中医临床

护理学》《护理研究》《健康评估》《微生物与

免疫学》《中药炮制学》《中医护理学》6 门

课程入选首批“云书院”平台。 
 
 

 

我校附属医院药学部束雅春主任主编的《小神农识药记》发行 
日前，由我校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束

雅春教授主编的中医药文化科普漫画书籍《小神

农识药记》出版发行。该书以科普漫画的形式，

通过一个个故事向读者介绍了中医药基本知识、

古代中医药名家著作以及中医药学发展历史。 

此外，《小神农识药记》还被翻译成多种语

言在海外出版。英文版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圭亚那等地举办捐赠仪

式，受到了当地师生的欢迎和喜爱，为中医药文

化的海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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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解读《“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 

 
一、《规划》出台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中医药发展，将传承创新

发展中医药定位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信息化作为引领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先导力量，

是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实

现振兴发展的重要支撑。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信息

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化为

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

机遇。以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

勃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迅速发展应用，为中

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营造

了强大势能、创造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对“互联网+中医

药”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

求，带来了更大可能，中医药

信息化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

发展战略机遇期。 
“十三五”时期，中医药

行业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

展总体部署，坚持“融入、整

合、跨越”发展思路，中医药

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强、水平

不断提升，但仍存在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不深入等问题，

与数字中国、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全民健康信息化要

求存在较大差距。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发展中医药的总体部

署，推进“十四五”时期中医

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充分

发挥信息化对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十

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

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十

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

规划》等文件精神，密切衔接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

规划》，在全面评估、深入调

研和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的基

础上，编制形成《规划》。《规

划》目标、主要任务和专栏项

目的贯彻落实，将有力推动

中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二、《规划》制定过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

了《规划》编制工作组，推进

《规划》制定工作。一是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

中国、网络强国、国家大数据

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现就有关政策解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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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深

入落实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和《“十四五”中医药发展

规划》等政策要求，进一步把

握《规划》编制的方向和定位。

二是设立研究专项，委托相

关单位对省级中医药数据中

心、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

状开展调查，实地调研上海、

杭州、广州、重庆、武汉等地

信息化建设，总结“十三五”

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经验，分

析问题，查找不足，研判形势，

提出重点项目。三是多次组

织开展专家研讨，广泛听取

中医药主管部门与中医医疗

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行业学会、企业等的意见建

议，专题邀请工信、农业农村、

宣传、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

信息化专家学者论证规划，

书面征求了各省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的意见，确保相关措

施科学可行。四是加强与相

关规划衔接，紧密对接《“十

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

信息化规划》《“十四五”全

民健康信息化规划》有关文

件和相关要求，确保指导思

想统一，目标任务衔接。

三、《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共分为 4 个部

分。 

(一)规划背景。系统梳

理了“十三五”时期中医药

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取得的主

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全

面分析了“十四五”发展面

临的形势。 

(二)总体要求。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中医药信息

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强调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为

本、统筹规划，融合发展、协

同共享，安全可控、规范有序”

基本原则，提出了到 2025 年

的发展目标。 

(三)主要任务。围绕中

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目标，

主要部署了四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夯实中医药信息化发展

基础，提出加快信息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强化网络和数

据安全防护、推进中医药信

息标准应用 3 个方面具体措

施。二是深化数字便民惠民

服务，提出加强中医医院智

慧化建设、推动中医药健康

服务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优

化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做

优智慧中医医联体 4 个方面

具体措施。三是加强中医药

数据资源治理，提出强化中

医药政务服务和管理、实施

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

建设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平

台、推动中医药统计数据开

放共享 4 个方面具体措施。

四是推进中医药数据资源创

新应用，提出加快中医药关

键数字技术攻关、助力中药

质量控制水平提升、创新中

医药数字教育新模式、推动

中医药文化数字化建设 4 个

方面具体措施。同时，在四大

任务下设立 4 个信息化项目

专栏，共 14 个项目，全面支

撑任务的具体部署、实施和

落地。 

(四)保障措施。提出从 5

个方面保障规划落地实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强

化资金保障，三是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四是完善实施评

估机制，五是注重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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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一步工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坚持

统筹协调，已推动将《规划》

相关重点任务纳入《“十四

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十

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

划》，做到了统一部署、整体

推进。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中

央和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

完善组织实施机制，通过系

列举措，夯实中医药信息化

发展基础、深化便民惠民、加

强数据资源治理及创新应用，

为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

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提

供有力支撑。 

（来源：2022-12-0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网） 

 

- END – 

 

 

 

 

 

 

 

 

 

 

 

 

 

 

 

 

抄报： 教育部研究生司、江苏省教育厅，全体校领导 

抄送： 全校各单位，各附属医院、附属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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