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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实践中心

名称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实践中心

地址
江门市龙湾路 4号

服务行业

产业领域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群

实践中心

负责人

姓 名 谭晓玉 联系电话 18923089606

电子邮箱 gdjmcmc_jwb2023@126.com

实践中心

建设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广东江门中医

药职业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440700MB2C
6317XK

联系电话 18923089696 电子信箱
gdjmcmc_jwb20
23@126.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 4号

实践中心

建设单位

负责人信

息

姓 名 程文海 职 务 校长

联系电话 07503508738 电子信箱
gdjmcmc_jwb20
23@126.com

共建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广东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91440606617475057M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91440400777805270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4404006174883094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91310108760569195B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4400007265265110

南北药行江门有限公司 91440700MA51A9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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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单位

信息

广东陈皮人家陈皮集团有限公司 91440705MA567JH50T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440700738598678Q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91440704193959639D

北京同仁德利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08718712234D

实践中心

建设投资

经费

(万元)

实践中心总投资 2135.67

其中：

设备（含软件及网络设

备）投资
1506.82

实训场地建设投资 512.72

其他投资 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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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中心建设基础数据采集表

硬件条件

占地面积（平方米）：324543.25

建筑面积（平方米）：324543.25

设备总值（万元）：1506.82

实训工位（个）：1080

人员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人）：55

其中
高级职称（人）：21

技能大师、大国工匠（人）：1

管理人员数量（人）：5

近三年主

要成果业

绩

对外开展学生实训总人数（人）：12959

对外开展学生实训总学时量（学时）：303

实训课程建设（个）：10

实训教材建设（个）：13

社会培训总人数（人）：10409

社会培训总学时量（学时）：2280

培训服务收入（万元）：362.93

开展横向行业企业技术服务（包含开展产品中试、工艺改进、技术

研发等企业技术服务项目和承担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技术研发

项目等，下同）数量（项）：10

开展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收入（万元）：62.02

地市级以上成果数量

地市级（项）：11

省部级（项）：0

国家级（项)：0

合计（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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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中心开放运营主要监测指标目标数据采集表

项目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对外开展学生实训总人数（人） 1650 1750 1750

对外开展学生实训总学时量（学时） 50000 56000 56000

实训课程建设（个） 10 12 12

实训教材建设（个） 13 14 10

社会培训总人数（人） 775 930 980

社会培训总学时量（学时） 25000 28000 30000

培训服务收入（万元） 245 255 260

开展横向行业企业技术服务数量（项） 30 35 40

开展横向企业技术服务收入（万元） 300 350 400

拟申报地市级

以上成果数量

地市级（项） 5 7 8

省部级（项） 0 1 1

国家级（项) 0 0 1

合计（项） 5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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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中心建设基础情况

（一）建设单位情况

（主要填写建设单位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对实践中心的支持情况等）

1.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核准设立公

办全日制专科层次的职业学院。学院始终坚持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始终坚持培

养技术技能人才，始终坚持突出中医药特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发展型、复合

型、创新型中医药人才，为区域人民群众健康事业、为广东省中医药强省发展

战略、为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是广东省第一所中医药

高职院校，是第一所由广东省中医药局和江门市共建的高职院校，是粤港澳大

湾区唯一的中医药高职院校。

学院校园总体规划用地 946亩，校区建设总投资 10亿元，学院现有拥有

31个校内实训中心。本着“人有我专、人无我优”的建设理念，学院建设有

价值 7000万的科研平台；学院投资 3500多万元，设有广东省博士工作站，建

成了“一馆一园一区四基地”。“一馆”即中医药展览馆，占地 1400多平方

米，拥有具有二维码的中药标本 1600多种。“一园”即岭南药用植物园，占

地面积约 30000平方米，种植中草药 700多种，每一种植物都有标识牌和二维

码。“一区”即中医药文化体验区，与江门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建。“四基地”

即“江门市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江门市人文社科普及基

地”“广东省人文社科普及基地”。现有教职工人数 714人，专任教师 648人，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192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 171人，双师型

教师 326名。

学院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贴行业发展，准确定位，突出“中

医产业”和“南药产业”发展优势，构建了涵盖健康产业链的专业结构完整体

系。大药学专业有中药学、中药制药、中药材生产与加工、药学、药品质量与

安全、药品经营与管理，其中中药学专业经过 30年的办学和高质量发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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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为省级二类品牌专业，目前是我校师资力量最强、科研水平最高、社会服

务能力最强、学生培养质量最高、科技成果最多的专业，为国家、省、粤港澳

大湾区以及行业产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金苹果”2022 年高职专

业竞争力排行榜公布我校中药学专业位列广东省第二，全国第九，四星等级。

2.建设单位对实践中心的支持情况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积极响应各级政府号召，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改革，对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

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十分重视，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学校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

用于实训室的改造和仪器设备补充及更新，近三年，实践中心项目建设总投入

2135.67万元，其中设备投入 1506.82万元，耗材投入 116.2万元，建设及修缮

512.72万元。三个学年（2020-2021学年、2021-2022学年和 2022-2023学年）

生均实验耗材支出平均达 233.90/生，实践中心经费投入有保证，设备维护、

材料损耗经费补充有保障。

（二）实践中心基本情况

（主要填写实践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仪器设备配置、机构设置、制度建设、管

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等）

1.基础设施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总建设面积约

324543.25 平方米，实训工位数 1080 个，可满足中药上游的栽培、种植和鉴

定，中游的饮片炮制加工、制剂生产和分析检测，下游的药品销售等中药全产

业链生产与研发的实践培训。实践中心建设有岭南药用植物园（含药用植物种

植试验田），占地面积约 26323平方米，种植中草药 700多种，每一种植物都

有标识牌和二维码；中医药展览馆，占地 1915平方米，拥有具有二维码的中

药标本 1600多种；各药学相关实训室建筑 2454平方米；GMP生产车间建筑

面积 238平方米，包含有液体提取间、灌封灯检间、内包间、包衣间、填充间、

压片间、总混间、制粒干燥间、粉碎过筛间、中间控制检测室、模具间等制剂



— 8 —

生产功能间；创新平台实训室建筑 1128平方米，包含光谱室、标准溶液室、

天平室、无机前处理室、有机前处理室、理化试验室、小型仪器室、气质/气

相室、液质/液相室、微生物室、研究室①、研究室②等实验室。

2.仪器设备配置

实践中心仪器设备保持与同期企业生产使用设备水平相一致，设备能够满

足基本技能训练、专项技能轮岗训练、实践教学、职业培训、技能鉴定、技能

竞赛和技术服务的需要。实践中心拥有主要仪器设备原值 2125.47 万元，包括

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液质联用仪、提取浓缩机组、

万能中药粉碎机、多功能中药切片机、烘箱、包衣机、旋转压片机、胶囊填充

机、崩解仪、溶出仪、片剂四用测定仪等仪器设备。

3.机构设置

实践中心机构设置包括科普基地（岭南药用植物园、中医药展览馆）、基

础技能实训中心（基础化学室、分析天平室、贵重仪器室、解剖实训室）、专

业技能实训中心（药用植物实训室、中药鉴定实训室、中药炮制实训室、中药

药剂实训室、中药调剂实训室、中药制剂检测实训室）、岗位技能实训中心（GMP

生产车间、药品营销一体化实训室）、创新平台实训室（中药鉴定人工智能实

训室和江门健康产品分中心）等六大实践培训板块，每一模块下设置各功能实

训室或实训场地。

4.制度建设

实践中心建设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为保证实践中心建设与管理工作正常进

行，保证实践中心科学化、规范化运作，结合实践中心的建设目的任务要求，

在学校实验室管理制度基础上，本实践中心制定了安全责任体系、安全责任人、

实训室安全管理等 16项管理制度和规范文件，做到人员岗位职责清晰，管理

规范有序。关于学生的实训经费、设备维护经费、基地专项建设经费，均按照

学校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进行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实践中心制度文件有《实

训室安全管理制度（通则）》《实训室安全准入制度》《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实验室卫生安全值日制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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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验）室危险化学品风险评估和应急管控制度》《实训室准备室使用管理制

度》《贵重仪器使用管理制度》《实训室普通化学试剂、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仪器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制度》《实验器材借用管理制度》《实训室

氮气瓶管理制度》《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实验室安全责任细则

的决定》《实验室台账管理制度》《教学、科研和实训建设项目的管理办法》。

5.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实践中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齐全，结构合理，专兼结合。实践

中心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由中心主任对六大实践培训板块总负责和管理，同

时各板块配备 1-2名实训室管理员进行日常管理，管理员均具有实验师以上资

格或中级以上技术资格。专职实训室室管理员主要负责实验室的日常开放管

理、设备采购、耗材进出库管理、实验室安全管理等工作。实践中心专业技术

人员是由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 55人组成，其中专任教师 35人，博士 4

名（1名博士后），硕士研究生 13名，教授 3名，副教授 10名，中级以上技

术职称达 86.1%，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 14人，占 38%，均符合“双师型”要

求；兼职专业技术人员 20名，都是企业、医院的现职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

行业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实践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实践中心

的建设和管理中，主要参与设备选型论证、设备维护、实训教学资源建设等工

作。

（三）实践中心前期主要建业绩成果

实践中心近三年开展对外学生实训、社会培训、技术服务项目取得了丰

厚成果，共取得 342.68万元收益。具体如下：

2021 年对外服务收入表

项目类

型
项目名称 服务单位

金额

(万)

对外学

生实训

嘉士利新型学徒制培养协议 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 4

公共营养师
广东省德诚职业培训学

院
19.8

SYB 创业培训 江门开放大学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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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插本培训辅导
东莞市莞城华泰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50.6

社会培

训

中医适宜技术
江门市新会区妇幼保健

院
15

广东省传统医学确有专长技能

考核
江门市卫生健康局 0.2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

（五邑中医院）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0.8

江门市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体系

建设

江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
2.34

技术服

务项目

江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业

技能竞赛
江门市卫生健康局 14.94

新会陈皮系列汤料包开发
广东陈皮人家陈皮集团

有限公司
25

2021 年市科学技术普及资金 江门市财政局 2

海洋菌株缺陷短波单胞菌DB-19

产表面活性剂及其基因组研究

广东省海洋资源与近岸

工程重点实验室
3

发酵蒸制枳实饮片炮制工艺及

质量标准研究

广东省中医药信息化重

点实验室
2

从高校思政建设到医学传热传

质研究：以血液透析膜组件为例

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2

合计 152.48

2022 年对外服务收入表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服务单位

金额

(万)

对外学

生实训

中药学专插本培训辅导

东莞市莞城华泰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未到

账）

43.04

公共营养师（高级)
广东省德诚职业培训学

院有限公司
11.96

食品安全管理
广东江门医药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
2.70

社会培

训

职业指导员（高级） 广东劳动学会 11.04

江门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江门市卫生健康局 10.04

江门市全科医生培训 江门市卫生健康局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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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五邑文化讲坛系列精

品讲座活动
江门市社科联 1.5

技术服

务项目

降糖舒丸指纹图谱技术研究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

新会区卫生健康事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
新会区卫生健康局 7

合计 169.12

2023 年对外服务收入表

项目类

型
项目名称 服务单位

金额

(万)

对外学

生实训

2023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资金（第二批）1+X-高等职

业学校奖补

江门市财政局 20

技术服

务项目

黄瓜中有机磷农药残留检测技

术服务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0.18

职业技能鉴定（评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0.9

合计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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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中心建设开放运营目标计划

（一）建设开放运营论证

（主要填写实践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必要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拥有丰富的中药

资源和中药产业优势，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开

放中心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可以实现区域内中药资源的有效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分布着众多的

中药材生产和加工企业，中药产业链条较为完整。建设开放性产教融合实践开

放中心可以促进各地区资源的整合，形成更加合理、高效的中药产业发展布局。

（2）可以推动区域内中药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中药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

推动创新，建设开放型实践中心可以吸引各类高科技和创新资源，可以联合校

外龙头企业，整合行业与高校优势资源，搭建“政、用、产、学、研”为一体

的教科研创新平台，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中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

（3）可以强化高素质中药学人才的培养。中药产业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中

医药人才，建设开放中心可以提供良好的培训平台，吸引各地中医药人才来本

实践中心进行学习和交流，培养出更多能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健康产业发展的高

素质中药学专业人才，从而推动现代中药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4）可以促进现代中药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

对外开放的前沿，建设开放型实践中心可以促进现代中药产业国际间的合作与

交流，可以吸引海外中医药专家来是实践中心进行探讨和实践，可以加强与国

际的中药产业合作，进而推动中药产业走向世界。

（5）有利于打造中药品牌。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

建设产教融合开放型实践中心可以进一步推动中药产业向外界展示其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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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帮助中药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提升中药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建设现代中药产业产教融合开放实践中心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牵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

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地理优势、学院实力、政策支持和合作机

会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平台和机遇。

（1）地理优势。作为“中国第一侨乡”“陈皮之乡”，江门具备与港澳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药食同源的“名片”独特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中，江门定位为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珠江西岸重要节

点城市、具备与港澳合作拓展职业教育与生命健康等领域优势。因此，在江门

建设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可以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吸引并

集聚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中药资源，推动形成更加合理、高效的中药产业发展

布局。

（2）学院实力。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一所中

医药高职院校，是省域高水平职业院校培育单位，拥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

以及专业的教师队伍。本实践中心依托省级中药学高水平专业群、中药学省级

二类品牌专业、省级陈皮产业学院和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能够精准对接现代中

药产业链（见图 1）、技术链、人才链和标准链，能够精准校企合作，建成集

学生实习实训、社会职业技能培训和横向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基地、大湾区社会企业培训的桥梁、校企合作的载体以及产学研结合的平台（见

图 2）。

（3）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对

接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群—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群，具有鲜明的区域优

势，同时并取得了国家和省层面的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

方案（2020—2025年）》提出深化中药学专业群产教融合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

https://baike.so.com/doc/6747665-2496879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6905-5613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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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中指出，“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对接产业链的示意图

图 2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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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作机会：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建设

中医药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可以为学校和企业赢得更多的跨境合作

机会，可以促进中药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和交流，提升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

（二）开放运营计划及目标

1.预期开展对外学生实习实训项目、数量及效益（按 2023、2024、2025

分年度填写，下同）

年度 实训项目名称
项目数量

（人）
项目效益（万元）

2023

中药学专插本培训辅导 50 20

1+X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80 18

医药商品购销员 933 19

中药炮制工 25 4

中药材野外认采 150 2

公共营养师 60 10

2024

中药学专插本培训辅导 50 20

1+X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0 12

医药商品购销员 700 14

中药炮制工 30 5

中药材野外认采 150 2

公共营养师 60 10

2025

中药学专插本培训辅导 50 20

1+X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0 12

医药商品购销员 70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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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工 30 5

中药材野外认采 150 2

公共营养师 60 10

2.预期开展社会培训项目、数量及效益

年度 培训项目名称
项目数量

（人）
项目效益（万元）

2023

西学中培训 100 12

江门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60 10

江门市全科医生培训 115 76

中医药适宜技术 500 73

2024

西学中培训 150 22

江门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60 10

江门市全科医生培训 120 80

中医药适宜技术 600 75

2025

西学中培训 200 28

江门市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60 10

江门市全科医生培训 120 80

中医药适宜技术 6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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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期开展产品中试、工艺改进、技术研发等技术服务项目及效益

年度 技术服务项目名称 项目效益（万元）

2023

产品中试 5.0

工艺改进 2.0

技术研发 3.0

健康食品开发 2.0

2024

产品中试 8.0

工艺改进 5.0

技术研发 6.0

健康食品开发 8.0

2025

产品中试 10.0

工艺改进 10.0

技术研发 10.0

健康食品开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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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目标及计划

年度 完善目标 计划

2023

设置管理机构，实现开放型产

教融合实践中心顺利运行

10月底完成实践中心的管理机

构设置，成立实践中心理事会，

形成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

制订《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

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

心管理办法（试行）》。

11月底完成制度的制订。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中药

产业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

心的成本分担机制，调动建设

单位与共建单位参与实践中

心各项活动的积极性。

12月底成立运行管理委员会，

成本分担机制初步形成。

2024

持续优化管理机构，实现开放

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正常高

效运行。

第一季度优化管理机构，建立

健全中心监测评价指标。

建立健全实践中心参与主体

的考核评价机制。

第二季度建立健全实践中心评

价考核指标。

重点考核培训服务收入和横

向技术服务收入。

第三季度完成本年度前三季度

的重点考核并公布每个共建单

位的贡献度。

完成实践中心年度运行报告。 12月 15日前完成。

2025

进一步优化管理机构，实现开

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高效

运行。

第一季度完成管理机构优化。

重点考核培训服务收入和横

向技术服务收入。

11月 30前完成本年度前三季度

的重点考核并公布每个共建单

位的贡献度。

完成实践中心年度运行报告。 12月 15日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