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院简介

药学院始建于1956年，现为中国教育学会药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全国杜仲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单位，河南省药学会副理事长单

位，河南省执业药师协会副会长单位。

学院现有教职工109人，专任教师79人。双聘院士1人，教授26人，副教授32人，博士68人；其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人，中组部千人计划2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1人，河南省学

术技术带头人1人，河南省创新人才1人，河南省杰青1人，河南省优青2人，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2人，

河南省特聘教授2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7人，河南大学“杰出人才特区第二层次”特聘教

授2人，“杰出人才特区第四层次”特聘教授2人，黄河学者3人，特聘教授5人，青年英才2人。

建有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河南省黄河流域特色药用资源高值化利用工

程研究中心、河南省药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河南省脑靶向生物纳米药物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心脏电

生理重点实验室等一批省级平台。

学院有药学、中药学、临床药学三个本科专业，药学专业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药学、

临床药学专业为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拥有药学、中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专业硕士

学位授权点，以及药物系统生物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药理学与毒理学ESI排名进入全球前5‰，

在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创新药物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天然产物的新型药物递送系统的构建和抗体药

物及疫苗研发方面形成一定的特色和优势。目前，在校全日制本科生711人，博士、硕士研究生495人，

来自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成人教育学生1000余人。

学院坚持文化育人、实践育人，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自2001年以来培养本科生4千

余人、自2004年以来培养硕士研究生1千余人。13000多名校友遍布海内外，涌现出河南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原局长张泽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王海学博士，河南省泰丰医药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攀峰等一大批中高级医药行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学院设有泰丰奖学金、

羚锐奖学金、新春都药学人才奖学金、常乐制药奖学金等企业奖学金。

学院紧密围绕国家“十四五”人口与健康领域新药创制总体战略需求，以培养“懂医精药、善研

善成、顶天立地”的药学高层次创新人才为目标，建设国内一流药学学科。立足中原，特色发展，产

出一批有显著影响力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和技术成果，为河南省及中西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和人才保障。



药学院招生专业目录（学术型）

单位代码：019 联系人：何老师 咨询电话：0371-23885169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考试招生

人数

初试

考试科目

复试

考试科

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100700药学

01(全日制)药物化学

02(全日制)药剂学

03(全日制)生药学

04(全日制)药物分析学

05(全日制)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06(全日制)药理学

07(全日制)临床药学

08(全日制)社会与管理药学

09(全日制)药物系统生物学

10(全日制)药品监管科学

2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32 药学基础综合 (有机

化学 150 分、药理学 150 分)

药物分析 ①分析化学

②药事管理学

100800中药学

01(全日制)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

02(全日制)中药药理学

03(全日制)中药药效物质与新药研究

04(全日制)中药质量控制

05(全日制)中药新型制剂研究

06(全日制)社会与管理药学

07(全日制)中药监管科学

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33 中药学基础综合 (药
用植物学 150 分、天然药物

化学 150 分)

中药学 ①分析化学

②药事管理学

初试参考书目

632 药学基础综合(有机化学、药理学)：有机化学参考《基础有机化学》邢其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 版)、
《有机化学》陆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药物合成反应》闻韧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第四版)；药理学参

考《药理学》陈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 9 版)、《药理学》杨宝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
633 中药学基础综合(药用植物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用植物学参考《药用植物学》严铸云/郭庆梅/郭庆梅主编(中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3 版)；天然药物化学参考《天然药物化学》邱峰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复试参考书目

100700 药学：《药物分析》杭太俊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8 版)
100800 中药学：《生药学》李钦/陈建伟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1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柴逸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8 版)
药事管理学：《药事管理学》孟锐主编(科学出版社)、《药事管理学》杨世民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6 版)



药学院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学位）

单位代码：019 联系人：何老师 咨询电话：0371-23885169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考试招生

人数

初试

考试科目

复试

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105500药学

01(全日制)制药工程与技术

02(全日制)新药设计与开发

03(全日制)药品检验与分析

04(全日制)药效学与毒理学评价

05(全日制)临床药学

06(全日制)社会与管理药学

07(全日制)生物制药

08(全日制)药品监管科学

8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9 药学综合(有机化学

150 分，药理学 150 分)

药学综合 ①分析化学

②药事管理学

105600中药

01(全日制)制药工程与技术

02(全日制)中药检验与分析

03(全日制)新药设计与开发

04(全日制)社会与管理药学

05(全日制)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安

全性评价

06(全日制)中药监管科学

18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50 中药专业基础综合

(药用植物学 150 分，天然

药物化学 150 分)

中药学综合 ①分析化学

②药事管理学

初试参考书目

349 药学基础综合(有机化学、药理学)：有机化学参考《基础有机化学》邢其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 版)、
《有机化学》陆涛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药物合成反应》闻韧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第四版)；药理学参

考《药理学》陈忠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 9 版)、《药理学》杨宝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9 版)
350 中药专业基础综合(药用植物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用植物学参考《药用植物学》严铸云/郭庆梅/郭庆梅主编(中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3 版)；天然药物化学参考《天然药物化学》邱峰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分析化学：《分析化学》柴逸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8 版)
药事管理学：《药事管理学》孟锐主编(科学出版社)、《药事管理学》杨世民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