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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名称： 中西医结合

学位授权点代码： 1006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肇创于上世纪 50 年代，根植

于我国现代医学一流院校，开创了现代中西医结合基础理

论与应用研究之先河，是我国首批中西医结合硕士与博士

点及最早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单位之一。1997 年沈自尹当选

中科院院士，2002 年设立中西医结合系，2007 年中西医结

合一级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2015 年成为上海市高峰学

科，2016 年成立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并整体成为

WHO 传统医学合作中心，2017 年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

学科，2019 年进入上海市地方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

2022 年进入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本学科拥有较强师资力量，拥有博士生导师 18 人，硕

士生导师 19 人，其中包括国家级人才 9 人，省部级人才 5

人。

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下设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

点，分别是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均为国家重点学科。

近两年来，授予硕士学位 16 人，博士学位 20 人。目前在

读博士生共 26 人，硕士生 35 人。

本学位点近 2 年毕业的研究生就业情况良好，就业率

达到 90%以上，就业去向符合中西医结合人才需求，深受用

人单位欢迎。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科近两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35 人（中西医结合基

础 10 人，中西医结合临床 25 人），博士研究生 17 人（中

西医结合基础 6 人，中西医结合临床 11 人）。生源分别来

自本校硕博连读、本校考博和全国其他中医院校以及综合

性院校等，包括山东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南

中医药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研究生培养质

量明显提升，研究生毕业论著的水平显著提高，半数达到

国际 SCI 高水平期刊（中科院二区）水平，部分达到国际

顶级期刊（中科院一区）水平。在学校外送盲审毕业论文

中，博士研究生盲审有两位存在异议，其中一位论文中未

包含中西医结合相关内容，后经补充完善，再次送审顺利

通过，已完成毕业答辩。另一位由于为少数民族，汉语水

平较差，中文文字表述有些问题，后经补充完善，再次送

审顺利通过，已完成毕业答辩。

较全国范围内另一个中西医结合双一流学科（北京中

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相比，本学科研究生招生规模

较小，再加上本校无中西医结合本科培养体系等因素，导

致本学科研究生招生数量严重限制，这是制约学科进一步

发展的瓶颈问题。院校方应对中西医结合学科给予更大力

度的扶持，增加中西医结合学科的招生名额，避免出现导

师有课题、有经费却无研究生指标的问题。此外，中西医



结合一级学科涵盖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中西医结合临床两个

二级学科，研究特色鲜明，二者生源情况略有差异。由于

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分别归属于上海医

学院基础医学院和各附属医院管理，招生管理机制不同，

但是招生复试分数线相同，导致中西医结合基础比较容易

错失优秀生源。建议优化管理机制，保障优秀生源可以被

学科录取。另外，在课程设置上，建议进行更有针对性、

细分化的课程设置。此外，研究生生源不整齐，基础差别

大，带教过程中有的学生压力相当大，导师也感到有些棘

手。因此，需要在培养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改革，采用弹

性学制，加强应材施教，突出重点培养。对优秀学生可以

及早进行博士后深造（包括出国进修）的总体安排，以便

充实骨干梯队。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位点所在学科 2017 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学科，2022

年进入第二轮双一流学科。在双一流等各类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支持下，学位点建设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还需要在

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建设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

中西医结合学科，为国家的中西医结合领域培养精英人才。

（1）发扬中西医结合学科优良传统，立足特色、服务

社会，做好思政教育。



（2）适当扩大招生规模，优化生源结构。与国际和国

内的标杆院校相比，本学位点的招生规模还偏小，特别是

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偏小。因此今后将进一步争取招生

名额，适当扩大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3）进一步加强学科和平台建设。在今后的学科建设

中，在保持优势学科学术地位的同时，努力加强中西医结

合基础和临床的结合，提升学科的综合竞争力；在平台建

设方面，应高度重视实验室资源整合、共享和开放，统筹

安排，争取建设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加强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国际化。本学位点目前

培养的外国留学生规模还偏小，今后将加强招生宣传，以

优质的教学、科研资源吸引全球优秀的研究生进入中西医

结合学科。同时，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要着眼于国际化，

邀请一批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来校访问讲学，积极举办国际

学术会议，鼓励优秀的研究生以短期访学、联合培养、参

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形式，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研究生

的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