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院创新团队

“中药化学”创新团队简介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药化学”创新团队依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化学重点

学科，以秦巴山区特色“太白七药”为研究对象，太白七药资源化学及其次生代

谢调控研究，秦岭优势资源产业化研究为研究方向，以揭示秦巴优势中草药资源

防病治病内在规律，探讨其应用价值为目标。与盘龙制药和眉县天源中草药开发

有限公司联合攻关，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多个个科研奖励。

抗肿瘤药物的设计合成及靶向性研究团队简介

陕西中医药大学抗肿瘤药物的设计合成及靶向性研究学科创新团队，依托药

学学科组建，主要围绕治疗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临床小分

子药物进行结构修饰与靶向传输进行研究。团队成员 5人，均为博士学位，是一

支学科结构完整、技术力量雄厚、研究实力强大的创新团队。

临床中药学团队

本创新团队依托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中药学重点学科而建立，目前有成

员 14 人，主要围绕中药药性理论与配伍规律进行研究，为中药的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依据。

陕西省中药产地加工炮制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创新团队简介

中药产地加工炮制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创新团队是 2018 年获批的省级科技

创新团队，有固定人员 24 人，围绕中药产地加工一体化关键技术进行研究转化，

推动中药饮片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带动中药相关产业繁荣，增加中医药健

康服务能力，促进医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秦药”品质评价及资源开发团队简介

陕西中医药大学“秦药”品质评价及资源开发 学科创新团队立足陕西秦岭，

围绕“秦药”学术前沿关键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原始创新应用基础研

究。团队带头人张岗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博士后，省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学学科带头人，省青年科技新星，省

高校青年杰出人才，咸阳市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校首届“百名人才工程”

学术带头人。团队成员 5人，主要从事“秦药”资源调查、生态种植、品质评价、

质量控制、标准化建设及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一、“秦药”

品质评价研究,二、“秦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主要研究目标：（1）建立“秦药”

质量控制及评价体系，制定一批“秦药”质量标准；（2）开展全链条“秦药”技

术集成示范研究，形成“秦药”标准化建设体系；（3）解析“秦药”品质形成生

理生态及遗传基础；（4）保护“秦药”野生种质和遗传资源，着力“秦药”种植

技术示范与推广及资源新产品研发，打造“秦药”品牌新高地。力争将本学科团

队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社会化服务及产业扶贫等方面创建为西部

特色、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中药资源学科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药配伍效应与物质基础学科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药配伍效应与物质基础学科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唐于平

教授，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团队成员 4人，主要从事中药配伍效应与物质基础研究及其应用。

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一、中药配伍功效物质基础研究，二、中药配伍效应与

作用机制研究，三、中药配伍应用研究。本团队以临床常用药对与方剂为主要研

究对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阐明其化学本质与生物学基础，为中医临床遣药组方

的优效性与安全性提供明确的科学依据，为发现与创制现代中药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药药剂学中药制剂适宜技术及新产品开发研究学科创新团队

中药药剂学中药制剂适宜技术及新产品开发研究学科创新团队，聚焦行业研

究热点，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药剂学理论指导下，开展挥发油产业化富集技术、

粉体改性技术及新型给药系统等研究，以期为目前制约中药制剂发展的瓶颈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



基础创新团队

胰、肝疾病的分子机制及中医药防治学科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胰、肝疾病的分子机制及中医药防治学科创新团队，团队带

头人张红教授，团队 6名成员中 3人具有博士学位者，3人具有硕士学位；教授

2人，副教授 1人，讲师 2人，实验师 1人，1人为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1人为陕西省特支计划支持人才。团队近年来主要从事胰、肝疾病的分子

机制及中医药防治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一、胰腺炎症疾病的分子机制

及中医药防治机理的研究；二、肝纤维化的分子机制及中医药防治机理的研究。

团队研究以炎症信号调节通路为切入点，从分子、细胞、器官、整体等多个层面

开展胰腺炎症和肝纤维化的研究。

中医经典理论研究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理论研究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李翠娟教授，团队

成员 5人，既有学验俱丰、造诣深厚的老专家，如邢玉瑞教授、孙理军教授等，

又有年富力强、扎实肯干的中青年博士。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一、中医经典

理论与思维方法研究；二、藏象理论的生物学基础研究。团队一方面运用文献学、

发生学、诠释学等研究方法，开展中医经典理论的发生及其思维方法研究、中医

经典理论的科学诠释及临床应用综合评价研究、中医经典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研

究。另一方面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围绕“肾藏志”“肾主骨”“肾主生殖”“肾

在液为唾”“脾在液为涎”“脾肾相关”等中医经典理论，开展系列实验研究，探

索相关理论的生物学基础，揭示其科学内涵。

消化道肿瘤分子机制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学科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消化道肿瘤分子机制及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学科创新团队，

团队带头人晁旭教授，团队成员 6人，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分子机制及中西医结

合防治基础与临床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一、消化道肿瘤细胞焦亡、免疫逃逸及

多药耐药的分子机制。二、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防治基础与临床研究。团队以细

胞焦亡、肿瘤免疫及多药耐药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



移的分子机制，为消化道肿瘤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针药结合防治冠心病临床基础研究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针药结合防治冠心病临床基础研究创

新团队，团队带头人韩曼教授，团队核心成员 6人，主要从事针药结合防治冠心

病临床基础方面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一、针刺特定穴位在病理状态下

对心血管中枢及交感神经活性的可塑性调控机制。二、黄连解毒汤对冠心病大鼠

血管内皮的保护作用及具体分子机制。三、TRPV1 介导的心-血管反射在心肌缺

血损伤时的保护作用、神经反射机制及电针刺激的影响。本团队以冠心病为基本

动物模型，研究中药复方和单体活性成分及针灸对多种原因引起冠心病的防治作

用，同时研究药物对细胞因子、炎症介质的影响。从针药结合角度，通过与现代

科技的多学科交叉与渗透，为冠心病的中医药防治进行有益的探索。

肾虚证候病机及证治规律研究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肾虚证候病机及证治规律研究学科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谭

从娥教授，团队成员 5人，主要围绕中医肾虚证开展其证候基础及临床方面研究。

团队已形成三大研究方向：一、肾虚证素辨证规范及证治方药疗效评价研究；二、

肾阳虚病机及其证治规律研究；三、肾虚病证结合方药证治规律研究。通过建设，

培养一支创新能力强，且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骨干队伍，提升中诊学

科整体研究水平。



针灸创新团队

针灸推拿学科经脉-脏腑相关研究创新团队

针灸推拿学科经脉-脏腑相关研究创新团队是我校 “一流学科创新团队”，

该团队以任脉为切入点，跟据前中线受双侧神经支配的特点，采用现代科学技术，

阐明以任脉为基础的经脉现象及其与脏腑的联系规律和生物学基础。



陕西中医药大学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病因及机制研究创新团队

团队带头人：张荣强，副教授，科研方向：慢性病流行病学。核心成员：史

传道，教授，科研方向：退行性骨关节的病因机制与临床研究；刘启玲，副教授，

科研方向：环境毒理学；孙娜，副教授，科研方向：慢性流行病学及机制研究；

王冲，副教授，科研方向：环境因素的毒性效应；徐守竹，讲师，科研方向：环

境与心血管疾病的病因机制研究；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一、基于系统流行病

学的退行性骨病病因及机制研究；二、重金属环境污染物与慢性肾脏疾病交互作

用的流行病学及病因学研究；三、环境有害因素对健康损害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本团队将以上述三个研究方向为基础，发表具有专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通过

申请各类国家、省部级课题，扩大和充实研究内容，打造一流科研水平团队。



伤寒学与经方辨治疑难病学科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伤寒学与经方辨治疑难病学科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李小会

教授，现任伤寒金匮教研室主任，陕中附院肾病一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

学说分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3项，省部级、

厅局级课题 10 项，获咸阳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编、

参编著作 13 部；团队成员杨景锋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仲景学说传承与创新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

委员）、谭颖颖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2

项）、杨军副教授、谷浩荣博士、陈丽名博士、屈杰博士。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

为：一、经方治疗疑难病/慢性病的实验研究；二、经方治疗疑难病/慢性病的临

床研究；三、伤寒名家（杜雨茂）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研究。团队将以科研为导

向、以学科建设为宗旨，努力建设成为在仲景学说基础研究与临床领域有重要影

响的学科创新团队。



基于治未病理念的肿瘤防治研究创新团队

团队类别：陕西中医药大学优势特色学科创新团队。编号：2019-YS03。团

队成员共计 5名，负责人：李宏，主任技师，核心成员：宫小勇、李媛媛、周智

辉、代引海，资助经费合计 70 万元。主要研究内容：（1）未病先防，以肿瘤的

预防为切入点进行相关研究工作；主要开展高危人群筛查、肿瘤与中医体质的相

关性研究、中医药干预癌前病变的机制研究、中医养生和保健品研发；（2）既病

防变，开展靶基因在肿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中药及中药单体在肿瘤防治中

的作用及机制、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3）瘥后防复，进行肿瘤预后相关研究。

预期目标：通过以上研究，取得一系列高水平成果，培养优秀研究生，促进学科

建设。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发育障碍性疾病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发育障碍性疾病创新团队成立于 2019 年，

致力于儿童孤独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临

床和发病机理研究。该团队成员共 9名，负责人为陕西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陈艳

妮，成员分别来自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生命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翻译学科创新团队

团队带头人李永安教授，男，硕士。新当选 2020 年世界中医药联和会翻译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并任特聘研究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翻译分会常委。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核心论文 20 余篇。2014 年《两套中医译名标准化方案：问题与对

策》获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立项并结题。

图为李永安教授在世中联会议上作“中医语言文化学的翻译与实践”主题报

告

团队成员 5人，主要从事中医翻译、中医对外交流与传播研究。团队的主要

研究方向为：一、中医名词翻译标准化研究。 二、中医翻译语料库研究。三、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医文化翻译研究。团队发展目标：以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

目为载体，释放团队整体效应；提升团队科研水平，发表高水平论文。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增强社会服务意识，为陕中大蓬勃发展贡献力

量。团队自 2019 年组建以来，李永安教授已完成教材编撰一部，核心论文 2篇；

曲倩倩获得 2020 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1项，核心论文 2篇；王治梅教育



部课题项目在研 1项；杨芳艳获得 2019 年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立项 1项，核心

论文 1篇；侯茜编撰相关教材已出版；马伦当选世中联常务理事，编撰著作已出

版。

近几年来，外语学院人文社科学科建设屡获佳绩，据广州外语外贸大学黄忠

廉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的报告《中医药外译学谈要》中统计，就个

人发表中医翻译论文数量而言，陕西中医药大学李永安教授第二名（第一名上海

师范大学李照国，如图 1所示）；就高校发表中医翻译论文总数而言，陕西中医

药大学第二名（第一名南京中医药大学，如图 2所示）；就中医翻译核心/C 刊论

文发表数量而言，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三名（前两名：南京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

药大学，如图 3所示），并获批 1项国家社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30 多项省级、厅局级和校级科研项目。在学科带头人李永安教授的带领下，团

队将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收获更加丰硕的成绩。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医药防治研究创新团队

陕西中医药大学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医药防治研究创新团队是依托中医学省

一流学科及陕西省中医脑病重点实验室平台，围绕中医内科学难治性脑病重点研

究方向，以国家级项目为牵引，组合多学科同方向研究人员自愿组成，实行团队

带头人及学科点带头人双负责制，以开展神经退行性疾病理论与应用研究，培养

优秀学科人才，支撑一流学科建设为主要目标的创新研究团队。

团队负责人：第五永长教授

团队骨干成员：第五永长、王亚丽、刘奇、周源、吴涛。

团队研究方向：

课题一：中医“虚”与“痰”导致神经元衰老退变的病理实质及脑功能特征

研究。借助功能影像学（fMRI）、神经电生理、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方法，以老年

性痴呆（Alzheimer’s disease，AD）及其病证结合模式动物为研究对象，探索

“虚”与“痰”导致神经元衰老退变的病理实质及脑功能变化规律。

课题二：中医药防治老年性痴呆的效应机制研究。采用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方

法，从肠道、大脑神经活性分子及免疫原性的变化探讨呆病名方及针刺疗法经肠

道内化代谢途径调控内源性因子出入脑平衡的作用；从神经营养因子--线粒体信

号途径探讨其调控肠脑之间分子通信的分子效应。

课题三：中医药疗法防治认知损害相关疾病的循证研究。以轻度认知损害

（MCI）、血管性非痴呆认知损害（VCIND）、老年性痴呆（AD）等认知损害相关疾

病为研究对象，采用国际规范化临床设计，从社区及医院就诊患病人群中筛选病

例，开展中医药名方防治认知损害相关疾病的规范化循证研究。

团队发展目标：围绕以老年性痴呆及相关认知损害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中医药防治研究，通过较高水平的理论创新、应用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项目，开

展学科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建立一支长期致力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学术理论创新

及防治应用研究的创新型研究团队，达到省内一流、国内高水准、国际有影响的



研究水平，形成对我校陕西省“一流学科”发展的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