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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在 2019“双一流”大学及学科建设 

高校育人质量排名中位列第 17 位 
 

近日，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研究院研发的 2019 年“双一

流”大学及学科建设高校育人质量排名正式发布，南京中医药大学位列

第 17 位，居全国中医药院校之首，这标志着学校坚持以“学贯中西、至

精至诚”的办学理念，坚持以“办精本科教育”“办强研究生教育”的

办学定位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效。 

 

该排名将“以学生为中心”作为排名的核心理念，将大学对育人的

理念及规划作为排名的依据，更加关注大学的育人质量、课内课外两个

环节对学生成长的贡献及学生在大学期间的价值增值。 

据悉，该排名系统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和话语权的客观评价体系，

今后每年都将发布。 

（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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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入围艾瑞深校友会 2019 中国大学 

一流专业排名 100 强 
 

2019 年 5 月，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Cuaa.Net)发布 2019 中国大学

一流专业排名，南京中医药大学进入中国大学一流专业排名 100 强，其

中 6 个本科专业荣膺中国五星级以上专业。这标志着学校在推进国家“双

一流”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进程中，内涵建设和办学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 2019 中国大学一流专业排名评价指标由学科水

平、培养质量、师资水平、专业水平和专业影响等五大指标构成，涵盖

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国家级特色专业、

省级特色重点专业、杰出校友和杰出师资等 100 多项指标。自 2015 年起，

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已连续 5 年发布中国大学一流专业排名。 

（研究生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 6 项成果 

荣获 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近日，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召开，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

吴政隆等出席大会并为 2018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代表颁奖。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76 个项目，其中一等奖 45 项，二等奖

79 项，三等奖 152 项。 

南京中医药大学 6项成果荣获 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二

等奖 2 项，三等奖 4 项。药学院陆茵主持的“活血化瘀新理论技术体系

的创建及其在中药新药研发中的应用”项目、附属医院姚昶主持的“促

进组织修复中药结合胶原关键技术及其运用”项目荣获二等奖。附属医

院吴晓宇主持的“中药单体基于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轴对直肠癌

放疗增敏的研究”、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刘超主持的“甲状腺结节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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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干预的干细胞理论基础”、第二附属医院金黑鹰主持的“大肠癌早期

诊断和中医药防治研究”、附属南京中医院张苏闽主持的“丁氏肛肠中

医诊疗法在炎症性肠病治疗中的传承及创新应用”等荣获三等奖。 

近年来，学校聚焦国家“双一流”与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深入实

施开放协同战略，不断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水平，朝着高质量发展目标

努力迈进，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科学技术与产业处）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件作品入围第十六届全国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5 月 24 日-26 日，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决赛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南京中医药大学报送 7

件参赛作品，共获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2 项，5 件作品入

围国赛，学校再次获“优秀组织奖”。 

 

特等奖获奖团队代表（右二）领奖 

本届竞赛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生联合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承办。

大赛以“青春迎挑战，建功高质量”为主题，吸引了全省 125 所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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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件作品参赛，通过初赛网

评的选拔，最终 98 所高校的

321 件作品入围决赛。参赛作

品涵盖机械与控制、生命科

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等多个领

域，大赛组织动员的广度及参

赛作品的深度较往届都有了

显著提升。赛事期间，由共青

团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主办的 2019 年江苏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展在南京农业大学同步

举办。经过推荐申报和组委会的遴选，学校“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

大赛金奖作品《用于皮肤腐蚀性检测的动物实验替代生物膜 LipSkinTM》

参加优秀作品成果展。 

“挑战杯”竞赛层次高、规模大、参赛范围广、社会知名度高，已

经成为引领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的品牌赛事。学校师生充分利用竞赛平台

努力打造优质大学生科创作品，传播创新理念、弘扬创新精神，展现了

学贯中西、至精至诚的新南中医大学生风采，为学校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团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认同体系研究”开题论证会召开 
 

5 月 17 日，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张宗明教授主持的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研

究”开题论证会在仙林校区举行。论证会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王键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北京大

学周程教授、南京大学王月清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朱建平研究员担任

参赛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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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成员，特邀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主任许益军现场指导。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程纯、党委副书记程革、

副校长程海波以及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 50 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程海波副校长主持。 

     

        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程纯致辞                      开题论证会现场 

程纯书记首先代表学校对课题立项表示祝贺，对专家们亲临指导表

示欢迎和感谢。程纯书记指出，南京中医药大学始终坚持“仁德、仁术、

仁人”的教育理念，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注重中医特色的人文社

科建设，取得诸多成绩，学校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

很好地传承了中医特色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程纯书记指出，学校入选

国家“双一流”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以来，更加注重人文社科方

面的建设，张宗明教授主持项目是我校获得的第三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项目选题非常好，强调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学校开展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认同体系研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

国际上用中医药这个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着非常重

大的意义。程纯书记要求项目组充分利用这次论证会的机会，进一步深

化项目设计，拓展研究视野，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学校学科建设、

为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许益军主任从项目管理角度，对项目实施提出指导意见。他建议，

重大项目要体现国家意志，着力于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聚焦关键，

在国家战略层面寻求突破，项目组要凝练问题，突出问题导向；要强化

整体观念，加强总课题与子课题和各子课题之间的协同合作，整合优势

资源，形成研究合力，打造学术共同体；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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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努力打造中医文化研究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研究优势，冲刺更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他希望项目组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完善研究计划，保证高质

量完成项目研究，把该项目做成示范项目、优秀项目。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许益军讲话               项目首席专家张宗明教授作开题报告 

项目首席专家张宗明教授代表项目组作开题报告，他从课题的选题

价值、总体研究框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作了详细阐述。

子课题负责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郭刚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朱剑飞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郑晓红研究员和张洪雷副

教授分别就各自承担的工作进行陈述。 

 专家组在听取汇报后，对开题

报告进行认真评议。专家组一致认

为，该项目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

清晰，研究方法得当，研究团队实

力较强。专家组同时对项目重要概

念的界定、有限目标的确定，总课

题与子课题的关系处理等方面提

出意见与建议。最后，张宗明教授

代表项目组进行回应，表示课题组将认真吸收专家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修改完善研究计划任务，确保该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 

专家组组长，安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上海中医药
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王键教授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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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合影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 

 

 

新华社报道南京中医药大学留学生学习传承中医情况 
 

【编者按】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召开期间，新华社以视频、图片、文

字的全媒体形式重磅推出关于我校马来西亚籍留学生沈凡承的专题报

道，报道发出不到 24 小时点击量已超百万。沈凡承出身自马来西亚一个

中医世家，2015 年来到我校学习中医延续家族传承，也寻找到了自己一

家的“根”。在沈凡承看来，中医学“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思想是

中国的“传统智慧”，这恰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上的讲话精神高度契合—— 

马来西亚中医留学生：和谐共生是中国的传统智慧 

新华社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陈席元）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的

马来西亚留学生沈凡承在家乡出了名：2018 年，他在中国的全国中医药

院校针灸推拿临床技能大赛中获得了境外学生组的二等奖。 

因此，今年寒假回家，沈凡承的父亲第一次同意儿子给自己针灸。

“父亲有严重的腱鞘炎，我第一次能用自己在中国学到的知识给他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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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想起那一幕，沈凡承开心

地说，“选修课的老师说过，可以

用‘筋针疗法’治疗腱鞘炎，我就

给老爸用了一针。第二天他说疼痛

减轻很多，活动度也大幅提升。” 

 沈凡承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

峇株巴辖市的一个中医世家，2015

年来到南京读书。他的哥哥目前也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修读中医专业

研究生。 

他还记得，打小爷爷就说过，

他们家来自中国福建。虽然在家

乡，沈凡承习过武，也常看舞龙、

舞狮这些传统民俗，但他从未想过

中国与舞龙舞狮的关系。直到来南京留学，他才意识到：“原来我写的

中国字来自这里，自己家的根在这里。” 

虽然是华裔，但中医古籍对沈凡承而言也并不容易。“中医基础理

论、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经络推拿，这些课程环环相扣，每一门都很

重要。”沈凡承说，越有难度的事情越让他想去挑战，“就想学得更深

入一些，再钻进去一些。” 

现在，沈凡承在家时，经常有朋友亲戚上门拜访，请“初出茅庐”

的他把把脉。外婆的脚严重水肿，他就帮忙推拿。“推完外婆就告诉我

感觉好多了，隔天还特地打电话告诉我水肿消了不少，让我再去帮她推

推。” 

虽然沈凡承修读的是中医专业，但也需要学习西医课程，两套课程

都需要他投入大量的时间。随着学习的深入，他觉得“也许是时候做出

选择了”。 

“和西医不同，中医讲究的是双向调节。”这是沈凡承自己悟出的

道理，“比如三七，血瘀的时候可以活血，出血的情况下又是止血良药。

‘阴阳互补、和谐共生’，我想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 

2018 年 9 月 20 日，沈凡承在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

拿临床技能大赛颁奖仪式上手举团体一等奖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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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凡承说，在马来西

亚，中医的接受度越来越

高。“黑皮肤、黄皮肤、白

皮肤，不同肤色的病人，我

们都看过。” 

“我想继续读中医的

研究生，或者去中医诊所拜

师，延续家里这块牌子。”

正值毕业季的沈凡承说了

他的想法，“能够看病救人，给家里做贡献，我很骄傲。” 

首发来源：新华社 

原文链接：http://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6142451 

（宣传部） 

 

2019 年 5 月 16 日，沈凡承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实训基
地为“患者”推拿。新华社发 王平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