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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年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报告

随着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高等职业院

校在科研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2023年，面对科技发

展的日新月异和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学院在科研平台建设

、科研奖励机制完善以及科研项目开展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

的进步与成就。本年度报告旨在全面总结并展示我校在科研

方面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成果。通过深入分析科研平台的构建

与运行、科研奖励的设置与优化、以及科研项目的选题与实

施等关键领域，旨在呈现一幅我校2023年度科研工作的全景

图。

一、科研平台的构建、运行与成效

为适应科研工作的新要求和新趋势，学校对现有的科研

资源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整合。一方面，加大了对重点实验

室、研究中心的投入，更新实验设备，改善研究环境；另一

方面，通过建立研究中心，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融

合，形成了一批具有岭南中医药特色的研究方向和科研团队

。此外，学校还积极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合作，

努力构建开放型科研平台，拓宽科研资金渠道，增强科研工

作的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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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平台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科研工作的基础，其建设与

发展直接关系到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过去一年里，我校

加大对科研平台的投入，通过引进先进设备、优化实验室环

境、完善管理制度等措施，不断提升科研平台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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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药与食品研究院，自2021年开始建设，每层约400平

米，共约1600平米，共投入约400万元进行实验室装修，

1300多万元采购化学分析检测设备和分子生物学分析检测设

备。主要设置有微生物室、细胞培养室、分子生物学室、理

化实验室、气质/气相室、液质/液相室、光谱室等功能实验

室。购置科研设备近1300万元，有气相色谱三重串联四极杆

质谱联用仪（GC-MS）、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质谱联用仪（

LC-MS）、气相色谱仪（GC）、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等价值近900

万元的理化分析仪器，以及流式细胞仪、倒置荧光显微镜、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化学发光成像系统等价值约400万元的

分子生物学研究设备，可以满足微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研究以

及药学、食品、化学、农学等专业检验分析。科研人员队伍

多达100多人，主要以博士团队为主，重点围绕大健康产业

链中健康产品开发及质量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正在开

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工作。学院现设有国家中药现代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门健康产品分中心、省级博士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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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药与食品研究院、药食同源功能性食品开发及质量安全控

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门市陈皮产业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

示范性陈皮产业学院。以南药与食品研究院为科研平台，以

省博士工作站科研团队为核心，依托江门健康产品分中心，

积极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先后与江门新会陈皮村、湖

南有吉食品有限公司、特一医药公司、江门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江门市又壹科技有限公司、江门市皮肤病医院、江门市

中心医院、江门五邑中医院、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单位开

展深度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

转化，全面提升学院教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助力江门“六

大工程”建设。

学院建有国家、省、市级科研平台5项，各科研平台重

点围绕大健康产业链，在健康产品开发及质量安全研究方面

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持参与制定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共

12项。参与岭南特色炮制技术的传承整理工作，已完成岭南

特色中药炮制、蒸法历史沿革及岭南中药业发展史的整理工

作，发表相关论文3篇。对新会陈皮、牛大力、铁皮石斛等

岭南特色药材进行质量和健康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提升

了药材质量控制水平，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9项。

围绕大健康产业，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对新会陈皮

、牛大力、恩平簕菜、台山鸡爪芋等岭南特色中药材、农产

品进行研究，开展横向服务7项。

2023年度，学院积极搭建校行企产学研融合科研平台，

主动对接中医药行业前沿的科研资源和研究平台，健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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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企三方联动”产教融合创新平台。2023年新增江门市重点

实验室“江门市中药成分及其作用机制重点实验室”，主要

对中药成分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涵盖中药有效成分的筛

选鉴定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中药成分配伍、中药药理毒副作

用和基于组学技术的中药研究。实验室充分结合区域特色，

整合有效资源，研发出新会柑陈皮康普茶、“宏香品”鹌鹑

、陈皮药食同源汤料等功能性产品及质量标准，为加快推进

中药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贡献。

表1：科研平台建设信息表

年度 平台总数（项） 省级平台数（项） 市级平台数（项）

2022年 2 2 0

2023年 3 2 1

图1：科研平台建设信息图

二、科研奖励的设置、优化与成效

科研奖励作为科研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励

科研人员的创新精神和提升科研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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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奖励作为对科研人员辛勤付出的肯定与激励，其设立与

颁发对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过

去一年里，学院不断完善科研奖励机制，通过设立科研奖项

，对在科研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给予表彰和奖

励。

各类奖励的评定标准主要依据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创

新性、实用性以及科研人员的贡献程度等因素。科研奖励的

设置旨在表彰在科研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队，激

励他们继续投身于科研工作，推动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同

时，通过奖励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激励广大科研人员追求高

质量的科研产出，形成良性竞争的科研环境。

2023年学院制订颁布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专利

管理办法（试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科技成果转

化管理办法（试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科研项

目经费管理办法（修订）》《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学术

委员会章程（修订）》等制度，建立科技成果管理、评价和

评估机制，规范科技成果转化的审批流程。科研奖励的设立

和优化，让科研人员感受到了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激发了他们继续投身于科研工作的热情和动力。许多获奖

人员表示，获得科研奖励是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和源泉。通

过设立科研奖励，我们鼓励科研人员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

科研成果。近年来，学校科研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均有了

显著提升，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级和省级奖励。科研奖

励的颁发，表彰了在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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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和团队，为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

，通过奖励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激励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

于科研工作，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过程防控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荣获2023年度中国商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科研奖励的设置、优化与成效表明，科研奖励对于激发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升科研质量、推动学科发展和技术进

步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继续完善科研奖励制度，优化奖励

类别和标准，提高奖励力度和公正性，加强宣传推广和与产

业界的合作与交流，让科研奖励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工作

的发展。

图2：科研奖励建设信息图

三、科研项目的选题、实施与成效

在高等职业院校的科研工作中，科研项目是科研工作的

核心，其选题与实施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产出与应用。科

研项目的选题、实施与成效是衡量科研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

要标准。2023年，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

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创新

性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锻炼了科研队伍，也为

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科研项目选题过程中，我们遵循了以下原则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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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我们注重选择与地方经济发

展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确保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区域产业

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

2.关注学科前沿与创新：我们关注当前学科领域的前沿

问题和研究热点，选择具有创新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方向，以

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3.注重知识扩展与学术贡献：我们鼓励选择能够扩展知

识边界、填补研究空白或解决学术争议的研究选题，为学术

界提供新的见解和贡献。

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注重以下方面：

1.明确研究目标：在项目启动阶段，我们明确研究目标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关键要素，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进

行。

2.加强团队合作：我们注重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项目信息及时传递和共享。

3.严格进度管理：我们根据项目计划表，严格监控项目

进度，确保项目能够按时完成。

4.注重数据收集与分析：我们注重实验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有

力支持。

近三年共获得市厅级及以上立项195项，其中省级立项

51项，市级立项144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项

目1项，省科技厅海外名师项目2项，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项目3项，市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点项目4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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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教材134本，其中主编44本。教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83

篇，其中SCI收录11篇，EI收录3篇，中文核心（含CSCDE）

期刊论文11篇。专利总数22项，授权发明专利9项。

2023年学院共获得教科研项目立项68项。其中，获广东

省体育局、广东省中医药局、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教育厅

等省级科研项目立项19项；获江门市科技局及广东省各教指

委项目立项30项。完成各级各类项目结题共126项，其中广

东省教育厅项目6项，广东省海洋资源与近岸工程重点实验

室项目1项，江门市科技局项目17项，江门市卫健局项目1项

，广东省各级各类教指委课题27项，校级课题71项。同时还

签订了《广东台山鸡爪芋不同炮制方法对成份的影响及功能

性食品研发》《广东台山鸡爪芋功能性食品开发助力乡村振

兴》《江门牛大多糖提取纯化及结构解析研究》3项横向项

目。发表论文107篇，其中SCI论文3篇，EI论文2篇，中文核

心期刊收录2篇，科技论文核心期刊收录4篇。科研平台新增

江门市科技局立项的江门市中药成分及其作用机制重点实验

室。2023年申请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授权发明

专利1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研发投入金额为754.18万元，

完成科技成果转化1项（“宏香品”鹌鹑--鹌鹑生态养殖先

行者），完成校企合作研发共17项，荣获中国商业联合会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通过一年的努力，各科研项目均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提升了学院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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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科研项目建设信息表

展望未来，学院将继续秉承“创新、协作、卓越”的科

研理念，继续加强科研平台建设、推动科研项目实施、完善

科研奖励机制等方面的工作，为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同时，我们也期待与社会各

界携手合作，共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科研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