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含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位类别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 中医学 1057 

 

一、培养目标 

培养思想进步、品德优良、身心健康的中医学高级专门人才。掌握坚实宽广的

中医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中医学专门知识和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具有较高的临

床水平，能独立处理中医临床常见病及疑难病症，具备较高的科研、教学能力，并

能在研究中获得创新性的成果。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

料的能力和一定的写作能力。具备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技能。 

二、学科专业 

1.中医内科学 

2.中医外科学 

3.中医骨伤科学 

4.中医妇科学 

5.中医儿科学 

6.中医五官科学 

7.针灸推拿学 

8.中西医结合临床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学制为 3 年。研究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除另有规定外，最长学习时间（含

休学）为 6年。毕业时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自取得毕业证之日起，2年内可向学

校申请学位。 

四、培养方式 

博士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培养单位应组织成立导师指导小组，由该生的

导师担任组长，另有 3～5名本专业或相关学科专业的高级职称专家组成。主要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①结合研究方向，指导博士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并督促检



查其实施；②对博士生进行政治思想、学风、品德等方面的教育；③全面指导和检

查博士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工作。 

五、课程学习 

研究生的课程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四大类别。其中公共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为学位课程,选修课为非学位课程。 

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按照每 18 学时 1学分计算。博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前应修课程学分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 12 学分。跨专业

录取的研究生，根据需要可补修若干门与专业相关的本科或硕士课程，补修学分不

计入规定的总学分。博士研究生如在硕士生阶段已修过英语，学时不少于 90学时，

成绩达 70分，可申请免修不免考。 

中医学（含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学位类别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数 学分数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8学分） 

B009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  

B007001 公共英语 54 3 1  

B002015 系统生物学研究思路与策略 54 3 1  

专业基础课（2学分） 

B003024 临床试验设计与统计 36 2 1  

专业课（2学分） 

B000001 导师指导课 36 2 1-4  

选修课（2 学分及以上） 

S010017 智能医学概论 36 2 1  

其他基础理论类、学科前沿类、技术方法类、语言文化类、艺术鉴赏类通识课。 

六、学术交流 

博士研究生学术交流，是指参加学科或科室以上级别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申

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 15次以上的学术活动，本人作学术报告不

少于 1 次。提倡博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



写《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存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七、实践能力 

1.教学实践 

根据学科具体情况安排不少于 6 学时的理论课教学，并完成相关课程作业的批

阅；或不少于 18学时的临床带教，并完成相关实习文件的批阅。 

2.临床实践 

临床实践要求熟练掌握本专业科室常用中西医诊疗技术，熟悉相关专业科室常

用中西医诊疗技术。临床实践训练应在培养单位完成，安排不少于 12个月，时间为

第一学期末至第六学期，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相关专业科室轮训不少于 6 个月，

轮训至少 3个科室；本专业科室轮训不少于 6 个月（含导师指导下临床工作）。 

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申请免相关专业科室轮训，但免轮

不免考（中期考核）。 

研究生在本专业科室期间，须完成本专科病例报告 5份（门诊或住院病例不限，

要求引用临床病例真实可靠，资料详尽，并附患者联系方式或住院病历号备查，每

份字数不少于 1000，其中讨论内容字数不少于 600）、导师完整病案 20份。 

临床实践应在第六学期 3月份之前完成。 

八、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在相关专业科室临床轮训结束后，由各培养单位组织，着重对博士研

究生在相关专业科室轮训期间学习态度、相关专业科室临床能力水平、跟师学习等

方面进行考核。具体要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修订）》。 

九、毕业考核 

一般在第六学期的 3 月份进行，由各培养单位组织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本专

业水平综合考核、病例报告评审、诊疗技术操作考核和临床教学能力考核。 

十、科研能力与水平及学位论文工作 

研究生应在导师和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学习和参与中医学临床或实验研究，掌

握中医学科研方法，训练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鼓励研究生参加海外研修计

划，开阔学术视野，训练科学思维，掌握先进方法，提升创新能力。 

学位论文工作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学习任务，是培养博士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

力的重要环节。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加强论文工作的过程管理，研究生应结合科



研实践完成学位论文各环节。 

1.开题报告 

在导师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选题，形成开题报告和文献综述，并于第

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进行开题，具体要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

管理规定（修订）》。 

2.论文中期汇报检查 

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研究过程中，要进行阶段总结，并于第四学期在一定范

围内汇报课题阶段研究工作情况。论文中期汇报可与中期检查相结合，由考核专家

组对论文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问题及下一步计划等，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以利于论文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3.论文撰写 

论文撰写的时间应不少于一年。论文格式规范参考《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基本要求及格式规范》要求。论文经学术不端检测后进行评阅，评阅全部采

用盲审方式进行。评阅通过，可申请答辩。 

4.学位论文答辩 

达到以上各培养环节要求，可申请论文答辩。答辩的具体要求见《南京中医药

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学位论文答辩”相关规定。 

十一、毕业与学位授予 

1.在规定的最长学习时间内，达到本培养方案各环节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即获得毕业资格，准予毕业。 

2.获得毕业资格，同时符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学位授予条件”的相关规定，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

予相应层次类型的学位。 

3. 长学制进入博士阶段培养的研究生还应达到长学制培养方案中的其他相关

要求。 

十二、培养流程 

 

 



 

学期 内容 

第一学期 
制定培养计划 

学术

交流 

学术论

文发表 

教学、科

研实践 

集中课程学习 

第二学期起 
临床实践训练 

文献综述与开题 

第三学期起 学位论文工作 

第四学期 
学位论文工作 

中期考核、论文中期汇报 

第五学期 学位论文撰写 

第六学期 毕业考核、答辩 

（2020年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