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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特色 
1．专业特色。特色与优势明显，可以保证中医博士专业学位培养质量，符合行业和职业发

展方向，适应区域发展需求，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中医博士专业学位应与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有机衔接，申请单位具有中医药管理部门公布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三级甲等

医院）数量不低于 1 个。根据《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培训学科包括中医内科、

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推拿（含中医康复）、中医骨伤科、中医五官科等。申请

单位具有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资质，并具备规培后的专科临床培训能力，具有一定数量的国家

或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专病科室。 
二、师资队伍 
2．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100 人，其中，具有博士以上学位的比例不低于 20%，具有

正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 20%。每个学科方向梯队最低配备正高 1 名、副高 2 名、中

级 3∼5 名，并且相对稳定。临床队伍师资（行业教师）应包括中医临床各学科人员，能够满足中

医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要求。 
3．人员结构。专任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学缘结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例、有实践经验合

理。具有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 50%；获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的不低于 30%；获硕士以上学

位一级学科与所从事学科方向一致度的人数比例不得低于 50%。临床带教师资条件应满足带教

医师与学员比例应达到 1:2，中医医师占医师的比例不低于 60％。 
4．骨干教师。近 5 年，骨干教师主持省部级以上基于临床的科研项目不低于 10 项；获省部

级以上科研成果（第一完成单位）数量不低于 2 项；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不低于 100 篇，单篇论文

最高引用率、SCI 收录情况。 
三、人才培养 
5．课程与教学。近 5 年，骨干教师在相关专业类别或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不低于 1 届，有

较好的培养经验。拟开展的课程设置、培养计划、培养方案具有中医专科医师培养特色和考核标

准。结合国内外同类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说明培养计划、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以及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是否完善和合理性。 
6．培养质量。应具有中医硕士专业学位授权，近 5 年，本专业硕士生就业率较高，用人单

位近 5 年毕业硕士生满意度较高，有一定比例的硕士毕业生攻读国内外博士研究生。获得省部级

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不低于 3 项。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7．科研水平。近 5 年，骨干教师主持的基于临床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低于 10 项，其中

在研项目不低于 2 项；科研经费不低于 300 万，其中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的在研项目师均纵向

科研经费不低于 20 万；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不低于 3 项；科研成果应用情况（专利授权、试验

报告、咨询报告、技术规范、行业标准、案例、作品等）不低于 5 项。 
8．实践教学。加大临床实践教学的比例，实践训练与专业方向结合密切。实践教学案例内

容丰富新颖，以提高解决临床问题能力为切入点。专业学位培养与职业证书教育相衔接，培养具

有良好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举办或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项目，提高研究生参加国内外

学术交流的比例与支持力度。 
9．支撑条件。供研究生实践的中医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数量充足，开设有一定数量的

研究型病房，与国家临床或省级重点专科、专病的衔接，能够满足培养需求，并有省级以上中医

药管理部门的认定证明。具备可以进行相应中医专业学位培养的实践条件，重点考察医院规模、

科室设置、诊疗能力和专业设备等研究条件；教学设备及示范教室、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等教

学设施；图书馆馆藏资源种类,培训需要的专业书刊、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与网络平台；病床总

数，生均床位数。基地为研究生提供后勤保障条件，包括宿舍、食堂场所等学生专业实习的必备

保障条件；对研究生的奖助学金符合国家规定。基地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责、权、利清晰。拟定

专业学位招生、培养、学籍、学位等相关管理和监督制度；拟定学位论文指导、审查与答辩管理

规范；建立分流淘汰机制。机构健全，责任落实到人，设置合理，职能明确。突发事件处理预案

制定及执行到位。 
 

261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代码）：中医（1057）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代码）：中医（1057） 

 

一、专业特色 

1．专业特色。申请单位申报的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特色与优势明显，符合行业和职业发展

方向，适应区域发展需求，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应与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有机衔接。能够根据《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培训学科包括中医内科、中医

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针灸推拿（含中医康复）、中医骨伤科、中医五官科等。 

二、师资队伍 

2．人员规模。中医学一级学科专任教师总人数不少于 60 人，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专

任教师不低于 30%，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 10%，学科人员为人事关系隶属本

单位的在编人员。每个学科方向梯队最低配备正高 1 名、副高 2 名、中级 3∼5 名，并且相对稳定。

临床队伍师资（行业教师）应包括中医临床各学科人员，符合《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

定标准（试行）》师资要求。 

3．人员结构。学科应具有合理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有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例、有实践

经验教师比例。年龄结构大于 55 岁的不超过 20%，体现老中青结合，保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 30%。专任教师中获得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者不低于 30%；专任

教师所获硕士以上学位一级学科与所从事学科方向一致度的人数比例不得低于 50%。临床带教

师资条件应满足带教医师与学员比例应达到 1:2；中医医师占医师的比例不低于 60％。 

4．骨干教师。近 5 年，骨干教师主持省部级以上基于临床的科研项目数量不低于 5 项；骨

干教师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第一完成单位）数量不低于 2 项；骨干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不

低于 50 篇。骨干教师在研项目师均纵向科研经费不低于 10 万，科研成果应用（专利授权、试验

报告、咨询报告、技术规范、行业标准、案例等）不低于 3 项。骨干教师在其他单位同专业学位

类别兼职担任硕士生导师，并招收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生情况。 

三、人才培养 

5．课程与教学。近 5 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相关专业类别或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不

低于 1 届，有较好的培养经验。拟开展的课程设置、培养计划、培养方案符合《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标准（试行）》。结合国内外同类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说明培养计划、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以及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是否完善和合理。 

6．培养质量。近 5 年，本专业本科生就业率较高，用人单位对毕业本科生满意度较高。本

科优秀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良好。有一定比例的毕业本科生攻读国内外硕士研究生。获省部级及以

上教学成果奖情况不低于 3 项。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7．科研水平。近 5 年，主持基于临床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低于 8 项，其中在研项目不

低于 3 项；科研经费不低于 300 万，其中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不低于 2

项。 

8．实践教学。申请单位具有中医药管理部门公布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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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医院）数量不低于 1 个。加大实践教学的比例，实践训练与专业方向结合密切。实践教学案

例内容丰富新颖，以提高解决临床问题能力为切入点。专业学位培养与职业证书教育相衔接，培

养具有良好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举办或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项目，提高研究生参加国

内外学术交流的比例与支持力度。 

9．支撑条件。供研究生专业实践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数量充足，具有一定数量

的临床研究性病房，能够满足培养需求，并有省级以上中医药管理部门的认定证明。具备可以进

行相应中医专业学位培养的实践条件，重点考察医院规模、科室设置、诊疗能力和专业设备等临

床研究条件；教学设备及示范教室、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等教学设施；图书馆馆藏资源种类,

培训需要的专业书刊、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与网络平台；病床总数，生均床位数。基地为研究生

提供后勤保障条件，包括宿舍、食堂场所等学生专业实习的必备保障条件；对研究生的奖助学金

符合国家规定。基地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责、权、利清晰。拟定专业学位招生、培养、学籍、学

位等相关管理和监督制度；拟定学位论文指导、审查与答辩管理规范；建立分流淘汰机制。机构

健全，责任落实到人，设置合理，职能明确。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定及执行到位。 

五、其他要求 

10．其他要求。增设中医专业学位类别至少有一所具有省级以上中医药管理部门认定的中医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资质的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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