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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发展规划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世界范

围内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增

强创新能力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创新是一个民族的

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研是实现科技创

新、服务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动力、活力

和实力所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突出需求和应用

“双导向”，政行校企联合搭建适应山西转型发展中药产业技

术服务平台，开展中药材栽培适宜技术研究和技术指导、中

药材品种选育研究、中药材地方标准制定修订研究；搭建科

技创新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教科研管理

系统，建立科研实验室，配置必备的仪器设备，为科研活动

和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建立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良

性互动、紧密结合的教科研管理运行体系和评价体系。创建

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传统中药制剂开发协

同创新中心,打造 3-5 个科技创新团队；形成教学与科研相互

促进的格局,使教科研工作逐步成为教学改革、专业建设、队

伍建设和社会服务的支撑点。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建

设内容与举措如下。 

一 、突出需求和应用“双导向”，搭建山西转型发展中

药产业技术服务平台 

按照政行校企联合、需求和应用“双导向”、项目引领

的思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的通知》、《山西省贯彻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实施方案》等要求，贯彻落实山

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转型

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的总体部署，紧密对接现代医

药产业体系建设，聚焦全面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实现中医

药振兴发展的战略，打造由学校、政府、行业、企业、社会

组织等多元参与的产学研相融合的技术服务平台。 

建立由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山西省农业厅、山西省市场

监督局、广灵县政府、山西国新晋药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社）

等共同参与的技术服务团队，合作开展中药材栽培适宜技术

研究和技术指导、中药材品种选育研究、中药材地方标准制

定修订研究，大力开展科技成果推广、生产技术服务、科技

咨询，有效解决我省中药材种植和产地加工不规范、产品质

量不一致的突出问题，规范中药材种植和产地加工过程，对

发展我省中药材种植产业，加快中药产业发展，提高我省中

药产业竞争力、产业扶贫提供技术支撑。 

二、融入中药产业升级改造，创建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

设协同创新中心 

以山西道地药材为切入点，建立山西乃至华北地区重点

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良种选育繁育、引种试种示范

基地与配套技术为一体的技术开发服务体系。解决长期以来,



道地药材因资源的过度采集而严重枯竭甚至濒危的问题,加

强中药材种质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服务适应山西中药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的不断加快和新兴产业不断产生的需求。 

1.打造“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及质量控制科研创新团

队”。 

建立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实验室，依托全国第四次中药资

源资源普，查政校企联合，一是山西省重点中药材的种质资

源调查、收集和整理工作，对山西省野生和家种药材生长的

气候条件、生长环境、生长发育特点展开全面调查，并对种

质资源进行采集、鉴定和整理；二是建立山西省重点中药材

种质资源库，开展药材种子、种苗、药用部位、有效成分等

的质量评价指标的系统研究；三是建立山西省重点中药材质

量控制体系。 

2.打造“中药材种质资源指纹图谱研究”创新团队。 

建立分子生物学研究科研实验室，开展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基因组测序鉴定和中药材指纹图谱建立的研究，通过分子

生物学技术筛选，建立鉴别山西乃至华北地区重点中药材品

种的多态性引物，构建中药材品种 DNA指纹图谱和专属二维

码，并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为山西乃至华北地区重点药材

品种分子鉴定提供实用标记，为切实提升重点中药材种子质

量，建立重点药材种质资源库提供技术支撑。 



3.打造传统中药制剂开发研究服务团队。组建“传统中

药制剂质量标准建立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针对行业企业创

新需求，突出学校企业创新“双主体”地位，与山西黄河中

医药研究所、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共建

“校企联合科研实验室”，开展以病证结合、专病专药或证

候类中药等多种方式开展中药新药研制；开展古代经典名方、

名老中医验方、医疗机构制剂等具有人用经验的中药新药安

全性评价技术标准的研究。面向中药行业企业生产实际，充

分整合学校、企业的专业、人才和科技资源优势，合作开展

“传统中药制剂开发与质量标准建立”研究。为已经失传或

正在被淘汰的有些传统剂型和技术，进行保护，以实现继承

和发展；为保证中药质量的一致性、生物等效性及用药安全

性，推进传统中医药行业产业优化升级，提高现代化水平提

供技术支持。推动学校创新成果向企业集聚，使核心技术更

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打造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团队。建立计算机信息技术

服务实验室，开展人工神经网络、大数据、计算机网络、计

算机技术应用和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建立研究。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为技术引领，以计算机为工具，采用图象数字化技

术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对中药材的基源、性状、显微、有效

成分含量、DNA 指纹图谱等信息，进行编码、分析和存储，

建立中药材数字化、自动化的质量控制技术平台，实现中药

https://www.so.com/link?m=bJJLhrP83OFexPD8n9aSTRrcekcllMtI5gxiuxT8E5h4hh7U85IZM0BhU3foqvWrtrYgFUippf%2BJ7Zd1XplMdn6qLOg3VrFjU3MZeHKkrymKG9Qj02enXqKuZLOUSMuVmHSukwNDTfq60fu%2BjV5mRkmWtxw463yKd3v%2FxyhpNhTeavksdQ9%2FS%2Fo04DCmgvJvMjhyEGqXXwnZQ7BeU583z4thoa0w%3D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0030825&ss_c=ssc.citiao.link


材质量的数字化、自动化检测。 

三、建立现代化管理系统，搭建科技创新管理与服务平

台 

1.构建技术技能积累与社会服务长效机制。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完

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构建鼓励支持科学研究、技术

创新攻关的体制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科技基础设施设备

多元投入机制、科研与社会服务管理机制、技术创新投入、

产出、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科技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

完善科研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优化内部机构的组织和运行，

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激发全院教

师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技能积累和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形成

技术支撑、人才引领、资本助推的合力，加大产学研合作力

度，为技术研究、科技创新搭建服务平台。 

2.建立教科研管理信息平台。建立教科研管理与服务管

理系统，强化教科研管理部门的职能，积极为教师提供各种

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科技信息，为教师开展教科研活动提

供资源。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诚信管理的机制，建立教科研

诚信信息系统，规范信息采集的范围、内容、方式和信息应

用，明确实施主体、程序、要求；建立学院科技创新学术诚

信档案，健全学院职能部门的协同服务、管理监督、约束制



裁的联动机制，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多出成果，多

出人才。 

3.搭建教科研成果应用和推广平台。不断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加强学院与企业的深度融合，以专业群为依托，建设

应用技术服务平台，凝练优势研究方向，积极申报横向课题，

或与企业合作申报纵向课题。搭建科技攻关协同创新推广平

台，积极为教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让牵线搭桥，为更好的开

展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等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加大教科

研成果推广的力度，特别是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为区域

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与人才保障，使学校成

为山西医药产业科技创新服务的策源地和集聚地。 

通过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团队的建设和高效运行，形成

一系列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制度、标准、规程等。为

山西转型发展、产业升级改造、中药强省战略等提供技术支

撑和人才、智力支持，使学校服务社会、服务行业与产业发

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