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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可行性报告

（一）基本情况

1.学校的基本情况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始建于 1957 年，前身是中专建制的山西省中药材学校，

2001 年 4 月升格为高职高专层次的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2012 年 2 月经

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同意更名为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位于山西省太

原市民航南路 16 号，主管部门为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学校占地面积 439

亩，校舍建筑面积 10.77万平方米，在校学生为 5457 名。

2.现有实训条件

学院一直重视校内实训条件的改善和建设。根据中药制药岗位技能培养的需

要，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坚持“校内基地生产化，校外基地教学化”的理念，校内

建设有中药提取车间、中药制剂实训室、中药化学实训室、中药炮制实训室、中

药鉴定实训室、中药质检室、仿真 GMP 实训车间、晋阳制药厂等实训基地，为“教、

学、做、训、考”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开展创造了教学条件。

为满足发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学院与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

司、山西华园医药集团天星制药有限公司、山西旺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千

汇药业有限公司、山西双仁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书，使校外

实训基地总数达到 9个以上，并全部成为校外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基地。校外实

训基地运行正常，每年都能接受本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训或顶岗实习。学生在实训

基地顶岗培训，执行规范的职业标准，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进行职业规范化

训练，不仅能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而还能陶冶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

使学生从思想上热爱本职工作，树立为事业和企业献身的精神。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开设的校内实训有：中药化学实训、

中药炮制实训、中药制剂实训、中药制剂检验实训、综合实训、顶岗实训。对校

内实训场地实行标准化管理，每个实验室都有教学记录、仪器设备领用记录、场

地维护记录等，所有实训场地的设备达标率 80%以上，完好率达到 90%以上，实

训项目开出率达到 100%，能满足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规定开设的所有实验（实训）

项目。

3.专业办学时间和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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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药专业与建校同步，初期招收职工班，后来招收中职班。2001 年学

院升格为高职院校后，原招生中职中药制药专业随之修改为招收中药制药技术专

业，并于 2001 年首次招生 29 人，后逐年增加，现在招生量稳定在每年 200 人左

右，截止 2014 年 7 月，在校生人数为当前该专业在校学生人数为 562 名。

4.与专业相关技能鉴定站的建设情况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于2004年 12月7日经省劳动厅批准

正式成立。现有所长 1名，副所长 2名，管理人员 8名，考评员 74 名，其中高

级考评员 28 名、考评员 46 名。

我所主要面向学院应届毕业生和省内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考核。考核工种有中药购销员、中药验收员、中药调剂员、中药炮制工、中药质

检工、中成药试制工、药物分析工、制剂试验工、生化药品提取工、医用商品营

业员、医用商品采购员等。同时，在省鉴定中心的指导下还开展食品检验工、图

形图像处理等工种的考核。以上各工种均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考核。

院领导非常重视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学院投资建立的 GMP 仿真实训车间，购

置安装的 C02 超临界流体萃取装置、超微粉碎机、自动胶囊填充机、自动压膜包

装机、沸腾流化干燥机、粉针联动线等一批先进的制药设备及高效液相色谱仪、

气象色谱仪、薄层扫描仪、红外光谱仪、双光束紫外光谱仪、自动旋光仪、视频

生物显微镜等一批现代分析仪器，为我所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工作有效开展奠定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所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规范、严明。在上级主管部门和省鉴定中心的领导下，

我所历年考核工作均取得优异成绩，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2005、2008 年

和 2011 年在全省职业技能鉴定年检评估中我所达到优秀水平，2005、2009、2012

年和 2014 年度我所四次被评为山西省职业技能鉴定先进单位，2006、2007、2008

年度三人分别被评为山西省职业技能鉴定先进个人。2013 年我所被确定为山西

省院校职业技能鉴定管理平台三所试点院校之一。该管理平台体现国家对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的规范要求，强调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化考核，促进高职高专

教学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 2014 年该平台将试点运行。

我所始终以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宗旨，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早

在 1997 年我所就在应届高中职毕业生中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至今共实施了

20 届鉴定考核工作，参加考核人员共计 20000 余人。同时，积极开展对社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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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行业从业人员的鉴定，总计达 2500 余人。 我所始终遵循“社会效益第一，质

量第一”的管理工作原则，以“规范、科学、高效”的质量管理工作流程确保鉴

定质量。我们将在推进职业院校的“双证”工作中不断开拓进取、奋勇向前；在

提高劳动者素质中，更加主动担当，做出贡献。

5.近两年在校生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

表 1 近两年在校生职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统计表

专 业

2014届获证率 2013届获证率 2012届获证率

总人

数

获证

人数

获证率

(%)

总人

数

获证

人数

获证

率(%)

总人

数

获证

人数

获证率

(%)

中药制药技术 82 79 96.3 116 110 94.8 144 143 99.3
对口中药制药技术 128 105 82.0 114 105 92.1 140 117 83.6
药物制剂技术 45 45 100 73 73 100
生物制药技术 117 115 98.3 149 148 99.3 249 237 95.2
现代中药技术 137 134 97.8 95 88 92.6 99 99 100

中药 237 216 91.1 100 95 95 0 0
中药鉴定与质量检测 30 30 100 97 97 100 54 53 98.1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29 18 62.1 58 58 100 0 0
物流管理专业 47 27 57.4 38 37 97.4 86 86 100
医药营销专业 134 108 80.6 241 238 98.8 262 254 96.9
电子商务管理 17 9 52.9 71 67 94.4 111 109 98.2

药学 272 230 84.5 182 181 99.5 190 188 98.9
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65 65 100 117 117 100 157 157 100
食品营养与检测技术 47 47 100 36 36 100 0 0
医疗器械制造与维护 27 27 100 42 37 88.1 46 44 95.7

合计 1414 1255 88.8 1529 1487 97.3 1538 1487 96.7

6.近两年该专业近两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情况

表 2 2011~2013年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专业名称 年份 毕业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中药制药技术

（三年制）

2011 94 92 97.9
2012 144 139 96.5
2013 116 111 95.7

中药制药技术

（对口）

2011 114 98 85.9
2012 137 118 86.1
2013 114 89 78.1

（二）项目实施必要性和可行性

1.2015 年本地区专业技能人才需求分析

人才匮乏是制约医药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就目前从业人员的现状来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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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偏低，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生产一线的职工约有 50%以上未受过正规系

统的职业技能教育和训练，严重制约了中药制药行业的快速发展，难以适应中药

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只有加速培养各类紧缺人才，科学、合理地优化人力资源，

才能使中药工业的发展获得巨大成功，此举无疑会拉动对医药类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这将为我院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的学生就业提供良好的平台。

（1）药品生产企业对生产岗位技术人员需求情况分析

截止 2014 年，山西省通过 GMP 认证的原料药和制剂 110 家，中药饮片 13

家，每家企业按 20 个生产岗位计算，每个生产岗位按 2名生产人员计算，全省

共需 4900 余名。

（2）医疗单位制剂部对调剂与临方加工人员需求情况分析

我国省级行政区域 34 个，每个省级行政区域按 600 家医疗机构计算，共有

20400家医疗机构。具有自制制剂的医疗单位按对折计算共有10200家医疗机构，

每家医疗机构按 2 个岗位计算，每个岗位设立 2 名调剂与临方加工人员，共需

20400 名。

山西省有 600 余家医疗机构，具有制剂的医疗单位按对折计算，每家医疗机

构按 10 个岗位计算，每个岗位设立 2名调剂与临方加工人员，共需 6000 余名。

综上所述，加强中药生产质量安全监管，充实中药生产一线技术型人才储备

是保障药品生产质量安全的需要，是中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是提高我

国药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目前，我省中药生产技术型人员至少需求 20000 余名。

我院重点发展“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培养造就中药生产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既

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药生产行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师资条件、资金条件和基础条件

目前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教师队伍共有 48 人（含公共课、技术基础课、专业

技术课），全部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其中高级职称11人，占专任教师人数22.9%；

中级职称 25 人，占 52.1%；具有硕士学位 33 名，占 68.8%；平均年龄 39 岁；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 5名；经学院认定双师素质教师 31 人，占专任教师人数

的 64.6%。

专业专任专业教师为 9人，全部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其中高级职称 3人，

占专任专业教师人数 33.3%；中级职称 3人，占 33.3%，具有硕士学位 7名，占

77.8%；平均年龄 37 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 2名，考评员 3名；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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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认定双师素质教师 9人，占专任教师人数的 100%。企业兼职教师 29 人，平均

年龄 40 岁，高级职称为 1人，占企业兼职教师人数的 3.4%；中级职称为 7人，

占企业兼职教师人数的 24.1%；执业药师 9人，占企业兼职教师人数的 31%。

学院一直重视校内实训条件的改善和建设，先后投入 188 万元（1000 元以

上）用于实验（训）室建设，校内建设有中药提取车间、中药制剂实训室、中药

化学实训室、中药炮制实训室、中药鉴定实训室、中药质检室、仿真 GMP 实训车

间、晋阳制药厂等实训基地，为“教、学、做、训、考”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开展

创造了教学条件。

3.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材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改革的具体

措施和成效

本专业主动适应市场和高职教育发展形势，不断改革创新，结合学院行业办

学特点，认真分析中药制造行业企业发展现状及人才需求，岗位对知识、能力与

素质的要求、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化要求，确立了“321 工学交替”人才

培养模式。

按照“紧跟就业市场，突出职业需求”的原则，围绕中药制造行业发展对中

药制药技术专业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求，结合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践性强、

技能和安全要求高的职业特点，通过到山西泰盛制药有限公司、太原大宁堂药业

有限公司、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黑龙江天宏药业有限公司、山西亚宝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华康药业有限公司、山西双人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调研，

并与行业企业专家共同研讨，认真分析中药制造行业企业发展现状及人才需求，

立足专业就业岗位群，与行业企业合作，以培养职业能力为主线，紧跟岗位需求，

分析专业核心岗位能力，融合职业资格标准，对接岗位典型工作任务，按照学生

的认知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明确了专业定位、培养模式、确定了人才培养目标

与规格。以市场和企业对人才需求为指导，组织行业专家和骨干教师共同剖析本

专业职业岗位和职业能力要求和典型工作任务，对典型工作任务的工作过程进行

分析，根据能力复杂程度、知识和技能的相关性整合形成综合能力领域，根据职

业成长及认知规律递进重构行动领域转换为学习领域，结合调查分析得出本专业

学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个方面的职业能力，构建基于工

作过程体现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将职业资格标准、行业标准、职业技能鉴定、

企业先进文化有机融入课程，使课程体现国家职业标准，课岗证相融通，实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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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

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本专业的课程的设置按照“321”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实践，注重

学生能力的培养，对接职业能力成长规律，形成三个能力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

即基本技能力实践、专业技能实践和岗位能力实践。

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实验、实训、实习等环节的实践教学活动，构建技术

基础实验平台、专业单项技能训练平台、综合实训及顶岗实习平台，以巩固和深

化制水、中药前处理、饮片制备、固（液）体制剂及制剂常规检查的相关专业知

识，熟知制药用水生产、前处理、饮片生产、固体制剂生产、液体制剂生产的岗

位职责、岗位任务、生产流程，强化学生树立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培养从事饮片生产、中成药生产、中药提取物生产及质量控制工作的能力，养成

科学、严谨、一丝不苟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满足职业技能需要。

4.可能共享的院校布局描述

以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建设为核心，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团队、

实训基地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带动药物制剂技术专业、生物制药技术专业、精

细化学品生产技术等专业的建设，实现专业群整体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实现师资、基地、课程等教学资源在专业群中的共享。

目前，除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开设中药制药技术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生

物制药技术专业外，还有晋中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生物制药技术专业，晋中学院开

设生物工程专业，中医学院开设高职中药专业，中北大学开设制药工程专业（本

科），太原理工大学开设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等。

5.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

整合校内现有实训资源，新增实验设备，开发实训项目，建成专业综合实训

中心。中心设 1个医用物理实训室、1个电子技术实训室、1个电工技术实训室、

1 个机械制造实训室、1 个药剂设备维修车间、药剂设备检修车间、1 个单片机

应用技术实训室、1 个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室、1 个机械零件测绘实训室、1个

医疗器械操作实训室。通过建设，提升实训水平和技术服务能力。

6.项目实施后对改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效果分析

进一步优化“学中做，做中学，教师似师傅、师傅是教师，学生是员工”工

学结合的职业环境，培养医疗器械制造与维护、药剂设备制造与维护岗位所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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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下按照未来岗位群对基本技术技能

的要求，得到实际操作训练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职业岗位的

无“缝”对接。

实训基地是实训教学过程实施的实践训练场所。其基本功能为：完成实训教

学与职业素质培养、职业技能训练与鉴定，承担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的培训任务，

为社会提供多方位服务，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对外服务的基地。

7.社会服务及项目实施的风险预测分析

依托本专业师资和实验（训）条件优势，面向山西中药制造行业，通过开展

针对中药制药生产一线员工的技术培训，校企合作进行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提

升药品质量，承接中成药试制工、中药质检工、中药炮制工等职业技能鉴定的培

训与考核工作，另外，专业教师可以深入基层进行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培训，提升

专业服务山西医药产业的能力。

本项目实施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二个方面：

资金使用风险：本专业建设的资金投入为省财政专项资金、主管部门的资金

和学院自筹资金，上述资金主要用于专业的软件、硬件建设，因此在资金使用上，

如果没有按照省财政规定办法和程序进行，就有可能导致资金违规使用。

项目管理风险：本项目的建设方案在制订时一定要严谨和科学，严格建设方

案建设进度，在软件、硬件建设过程中如果管理松散，就会导致本建设项目届时

流于形式或完不成建设任务。

针对以上风险，做出了以下措施：

资金使用风险的防范：面对资金问题，制药工程系会同学院财务处，科学合

理的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及时与财务专家沟通协调，保障

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项目管理风险的防范：为了防止本项目软件、硬件建设流于形式和管理松散，

我们将制定一套管理制度，责任到人，定期检查督促项目建设进度，在建设期内

如期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二）项目建设方案概述

1.本地区专业技能人才需求分析

人才匮乏是制约医药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就目前从业人员的现状来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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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偏低，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生产一线的职工约有 50%以上未受过正规系

统的职业技能教育和训练，严重制约了中药制药行业的快速发展，难以适应中药

现代化的建设步伐。只有加速培养各类紧缺人才，科学、合理地优化人力资源，

才能使中药工业的发展获得巨大成功，此举无疑会拉动对医药类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这将为我院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的学生就业提供良好的平台。

（1）药品生产企业对生产岗位技术人员需求情况分析

截止 2014 年，山西省通过 GMP 认证的原料药和制剂 110 家，中药饮片 13

家，每家企业按 20 个生产岗位计算，每个生产岗位按 2名生产人员计算，全省

共需 4900 余名。

（2）医疗单位制剂部对调剂与临方加工人员需求情况分析

我国省级行政区域 34 个，每个省级行政区域按 600 家医疗机构计算，共有

20400家医疗机构。具有自制制剂的医疗单位按对折计算共有10200家医疗机构，

每家医疗机构按 2 个岗位计算，每个岗位设立 2 名调剂与临方加工人员，共需

20400 名。

山西省有 600 余家医疗机构，具有制剂的医疗单位按对折计算，每家医疗机

构按 10 个岗位计算，每个岗位设立 2名调剂与临方加工人员，共需 6000 余名。

综上所述，加强中药生产质量安全监管，充实中药生产一线技术型人才储备是保

障药品生产质量安全的需要，是中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是提高我国药

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目前，我省中药生产技术型人员至少需求 20000 余名。我

院重点发展“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培养造就中药生产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既是

时代的需要，也是中药生产行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2.基地现有基础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现有中药化学实训室、中药制剂实训室、中药制剂检验实

训室、中药炮制实训室、中药提取车间、GMP 仿真车间、太原晋阳制药厂（校办

企业），详情如下表所示。

表 3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相关实训室统计表

序号 实训场所名称 建设时间 功能

1 中药化学实训室 2004 年
醌类、生物碱类、苷类、黄酮、挥发油等化合物

提取、分离及成分鉴定

2 中药制剂实训室 2004 年
药材干燥、粉碎、混合、制粒、制片、胶囊填充、

制丸等实训

3 中药制剂检验实训室 2004 年
重（装）差、水分含量、相对密度、乙醇量、崩

解、农药残留、浸出物、成分等检查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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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场所名称 建设时间 功能

4 中药炮制实训室 2004 年
净选加工、清炒、加辅料炒、灸法、煅法、蒸煮

法和其他制法

5 中药提取车间 2005 年 水提实训、醇提实训、浓缩实训、固液分离实训

6 GMP 仿真车间 2004 年
药材干燥、粉碎、混合、制粒、制片、胶囊填充、

制丸、铝塑包装、注射剂制备等仿真实训

7 太原晋阳制药厂 1978 年 固体制剂生产

表 4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相关实训室设备统计（仅统计 1000元/台设备）

实训名称 仪器名称 数量 单价 现状 使用方向

中药制剂实训室

立式超声波提取器 1 10500 在用 教学

超声波清洗器 1 3200 在用 教学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1 1000 在用 教学

冰箱 1 3400 在用 教学

循环水真空泵 8 1850 在用 教学

颗粒机 1 4500 在用 教学

单冲式压片机 2 4900 在用 教学

包衣机 1 5800 在用 教学

溶出仪 2 28400 在用 教学

粉碎机 5 1350 在用 教学

软胶囊主机 1 198000 在用 教学

干法制粒机 1 73000 在用 教学

全自动制丸机 2 34000 在用 教学

塑料软管全自动灌封机 1 48000 在用 教学

灭菌检漏柜 1 94000 在用 教学

配液过滤系统 1 75000 在用 教学

中药炮制实训室

色谱柱 1 1980 在用 教学

氨基柱 1 3000 在用 教学

电热鼓风干燥器 1 1650 在用 教学

箱式电阻炉 1 2400 在用 教学

马弗炉 4 1550 在用 教学

筛药机 1 10200 在用 教学

切药机 1 1500 在用 教学

洗药机 1 24900 在用 教学

炒药设备 1 3000 在用 教学

滚筒式炒药机 1 18500 在用 教学

电热炒药机 1 1200 在用 教学

直线往复式切药机 1 37000 在用 教学

全自动磨刀机 1 15000 在用 教学

中药化学实训室

澄明度检测仪 10 1080 在用 教学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1 8982 在用 教学

立式超声波提取器 1 10500 在用 教学

水浴恒温振荡器 1 5580 在用 教学

旋转蒸发器 1 6210 在用 教学

电子天平 1 19800 在用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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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名称 仪器名称 数量 单价 现状 使用方向

真空循环水泵 10 1850 在用 教学

干燥箱 1 2430 在用 教学

恒温干燥箱 1 2820 在用 教学

冰箱 1 2800 在用 教学

高速台式离心机 1 3420 在用 教学

挥发油提取设备 1 12000 在用 教学

回流设备 1 15000 在用 教学

有机制备仪 1 5000 在用 教学

加热装置 1 3000 在用 教学

60立式旋片式真空泵 1 1000 在用 教学

2x－1型旋片式真空泵 1 1000 在用 教学

2y1-30型 30升旋片式真空泵 1 1000 在用 教学

zxq-1型旋片式真空泵 1 1000 在用 教学

yq02-30型 30升旋片式真空

泵 2 1000 在用 教学

紫外杀菌车 1 1260 在用 教学

中药制剂检验实训

室

红外干燥箱 1 8200 在用 教学

电热恒温真空干燥箱 1 2000 在用 教学

薄层板加热器 1 1560 在用 科研

全自动微型真空干燥箱 1 18270 在用 科研

热风干燥箱 1 4100 在用 教学

紫外分光光度计 2 35000 在用 教学

紫外可见光光度计 1 50500 在用 教学

旋转式薄膜蒸发器 1 4100 在用 教学

双杯崩解仪 3 3610 在用 科研

崩解度仪 4 1200 在用 教学

澄明度检测仪 10 1280 在用 科研

酸度计 4 1334 在用 教学

精密酸度计 3 1338 在用 教学

万分之一天平 1 1650 在用 科研

快速水分测定仪 1 1500 在用 教学

比较测色仪 1 5800 在用 教学

GMP 仿真车间

全自动胶囊充填机 1 115000 在用 教学

安瓶拉丝灌封机 1 8000 在用 教学

安瓶洗瓶机 1 8000 在用 教学

实验台架 1 5760 在用 教学

更衣设备 1 12000 在用 教学

烘箱 1 23000 在用 教学

真空干燥箱 1 3200 在用 教学

CO2超临界流体萃取 1 93000 在用 教学

甩水机 1 8500 在用 教学

混合机 1 16000 在用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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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名称 仪器名称 数量 单价 现状 使用方向

液体定量分装机 1 6500 在用 教学

粉碎机 1 23000 在用 教学

中药制丸机 1 26000 在用 教学

倍力微粉机 1 58000 在用 教学

可倾夹层中药煎煮锅 1 13000 在用 教学

振荡筛 1 8500 在用 教学

高效包衣机 1 158000 在用 教学

多用途流化床试验机 1 127600 在用 教学

粉粒充填包装机(袋) 1 35000 在用 教学

真空干燥机 1 28000 在用 教学

电渗析器 1 12000 在用 教学

纳滤膜分离装置 1 10500 在用 教学

空气压缩机 1 1800 在用 教学

微型铝塑泡罩包装机 1 29000 在用 教学

真空泵 1 3420 在用 教学

压片机 1 73600 在用 教学

压片机 1 17000 在用 教学

澄明度检测仪 1 1380 在用 教学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山西财政专项支持的实训基地项目建设，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

社会主义现化化建设进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背景下实施的。山西药科职

业学院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项目的建设，对加快山西经济建设，推动山西

高新技术医药产业的发展，创新制药技术，保障人们用药安全和养生、保健，引

领全省同类院校健康快速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制药技术重大突破催生新的产业革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进

入新世纪，制药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不断涌现，制药产

业作为朝阳产业蓬勃发展。但是当前，山西省制药产业面临技术落后、技术技能

人才亏乏，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力量等与国内其他地区有较大差距。

（2）加速制药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加速制药产业发展是保障人民

健康的需要，加速制药产业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加速发展制药技术

在高消耗、高污染工业中的广泛应用，既有利于减少我省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

的依赖，又有利于推进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3）建设中药制药专业实训基地，是更好地服务山西高新技术医药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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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实际需要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

发〔2010〕32 号）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现阶段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之一和《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振

兴晋药战略”，努力把中药资源大省转变为中药经济大省。“振兴晋药战略”的

实施和新版 GMP 认证，必将带来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制药人才的旺盛需求和促进人

才需求在结构和质量上的改善与提升，为专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面对山西“综

改试验区”的不断推进和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以大同医药产业园区为龙头，

带动太原、运城、晋中、晋东南等地医药产业集群建设。目前，山西省共有药品

生产企业 157 家，其中：原料药和制剂 110 家，中药饮片 13 家，医用气体 24

家，药用辅料10家，工业总产值达到102亿元，增长率由2005年 52%增长到108%，

比 2005 年增长超两倍，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一批有潜力的企业，如亚宝

药业集团、山西振东医药集团、山西威奇达药业集团等新兴制业企业已逐步进入

快速增长期。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必然会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校企

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4.建设思路与目标

进一步优化“学中做，做中学，教师似师傅、师傅是教师，学生是员工”工

学结合的职业环境，培养医疗器械制造与维护、药剂设备制造与维护岗位所需高

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下按照未来岗位群对基本技术技能

的要求，得到实际操作训练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职业岗位的

无“缝”对接。

实训基地是实训教学过程实施的实践训练场所。其基本功能为：完成实训教

学与职业素质培养、职业技能训练与鉴定，承担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的培训任务，

为社会提供多方位服务，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对外服务的基地。

在实训基地建设中，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节约资金，尽可能

使所建设的实训基地适用性强，能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实训，相关专业尽可能通用。

5.建设内容与举措

整合校内现有实训资源，新增实验设备，开发实训项目，建成专业综合实训

中心。中心设 1个医用物理实训室、1个电子技术实训室、1个电工技术实训室、

1 个机械制造实训室、1 个药剂设备维修车间、药剂设备检修车间、1 个单片机

应用技术实训室、1 个机电一体化综合实训室、1 个机械零件测绘实训室、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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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操作实训室。通过建设，提升实训水平和技术服务能力。

（1）成立实训基地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确保实训基地项目建设进程。由系

主任担任组长，设立实训基地管理办公室，加强实训基地常规化管理。

（2）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实训基地建设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实训设备使用管理制度，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等等，实现科学化管理保障实训基地

正常运行。

（3）为确保实训基地高效正常运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加

大师资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专业教师的业务、科研和技术服务水平。为此

每年将派出 3~5名专职教师或实验实训管理员，围绕实训和教学进行专业培训，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

（4）成立实验实训实习工作委员会，对本基地进行建设论证，中期检查，

过程监督，使用考核等工作；教务处负责对本基地实践教学质量进行监控。

6.建设进度

目前，实践教学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教学要求，师资队伍建设、生产性实训

指导能力、实习、实训资源能力仍需进一步加强。因此，建设新型的实训基地，

把学生实习实训、教师技术开发融为一体，建设教学、科研、技术开发、生产、

服务、培训相结合的多功能综合实训基地迫在眉睫。本专业未来三年实训基地建

设进度及资金预算，详见下表。

表 5 实训基地建设进度及目标

序

号
建设内容

建设进度及目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
实训设备建设
(省财政投入)

电工实验设备20台

电子实验设备20台；
多功能数字测定仪10台；
外径千分尺 10把；
游标卡尺 10把；
中型摄谱仪1台；
双迹示波器6台；
转动惯量测定仪6台；
多用电源6台；
单缝衍射仪6台；
物理光学仪器6台；
音频信号源8台；
单片机开发综合实验台10台；
中央监护系统1套

齿轮油泵30台;
减速器20台;
内外卡钳25套;
模型陈列柜2组;
工量具柜1组;
机械基础教学模型11套；
压片机（自动）1台；
血液净化装置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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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设内容

建设进度及目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实训设备建设
(学院自筹)

物理天平10台；
全息摄影仪2台；
电工实验设备5台；
电子实验设备5台；
数字脑电地形图仪6
台

抗生素瓶自动洗瓶机1台；
单片机开发综合实验台15台；
线路故障测试器6台；

晶体管毫伏表10台；
迈克尔逊干涉仪5台；
灌装轧盖机1；
PCLAB-800嵌入式生物医学电
子实验箱25台；
DR 1台；
免疫发光分析系统1套

2
实训内涵建设

(省财政投入)

校内实训管理制
度；
开发实训项目，制
定考核办法和标
准等；
教师培训；

完善校内实训管理制
度；
完善实训项目，制定考
核办法和标准等；
教师培训；

完善校内实训管理制度；
完善实训项目，制定考核
办法和标准等；
教师培训；

表 6 实训基地建设经费预算

序

号
项 目

经 费 预 算（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1
实训设备建设（省财政投入） 20 100 65 185

实训设备建设（学院自筹） 20 50 130 200

2 实训内涵建设 5 5 5 15

小计 65 245 290 600

（三）项目实施方案的保障机制

1.人才培养规划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施“321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编制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严格执行方案。通过第 1、2、3学期在校内完成公共基础课，培养专业基

本技能；第 4、5学期，依托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以岗位技能项目为教学任务,

开展工学交替及综合实训，实现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的结合，掌握制药专业技能；

第 6学期，依托校外实训基地，开展生产性顶岗实习，培养岗位技能。

本专业面向中药生产企业，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备中药

炮制、提取分离纯化、中药材前处理、中药制剂制备、制药设备使用与维护、GMP

应用、产品质量控制等能力，在生产一线从事中药饮片生产、中药提取物生产、

中药制剂生产及质量控制等工作，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基地建设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

（1）思想保障

组织全系教师认真学习《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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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号）、《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

16 号）》、《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

成〔2011〕9 号）》、《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

业发展能力的通知（教职成〔2011〕11 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树立创新意识和质量意识，为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顺利

实施奠定思想基础。

（2）组织保障

成立“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专业群）建设项目领导组，制订项目的建设计

划和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由项目建设负责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企业专

业技术人员组成管理团队。同时聘请行业专家作为项目建设技术顾问，开展技术

咨询、技术指导、阶段评估与验收工作，确保本专业建设质量。

（3）制度保障

依据《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山西药科职

业学院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设备采购管理办法》、《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以及项目质量监控制度、绩效奖励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等，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协调、监督、检查。从制度上保障专业建设的的正常实

施和运转。

（4）经费保障

由省财政、学院自筹共同出资建设该专业。该专业拟投资 400 万，其中申请

省财政经费 200 万元，学院自筹 200 万元。开源节流，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保

证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建设项目计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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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建设项目资金预算

表 7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资金预算及年度经费安排明细表（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资金预算及来源 投入合计

省财政投入 学院自筹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计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小计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小计

实训基地建设
实训设备建设

20.0 100.0 65.0 185.0 - - - - 20.0 100.0 65.0 185.0

- - - - 20.0 50.0 130.0 200.0 20.0 50.0 130.0 200.0

实训内涵建设 5.0 5.0 5.0 15.0 - - - - 5.0 5.0 5.0 15.0

合 计 25.0 105.0 70.0 200.0 20.0 50.0 130.0 200.0 45.0 155.0 2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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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内实训基地资源共享的措施及建设进度等

（1）实训基地资源共享措施

①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由我院牵头并提供场地，建设和使用，由

我院的实训中心负责日常管理。

②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设备的购置、维护、管理及其产生各种费

用的支出由我院负责。

③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全面对外开放，负责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和

相关专业、共享院校以及社会培训，并提供加工服务和社会技术服务。

④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在培训过程中需要的师资主要由合作单

位共同承担，其酬劳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⑤我院保证每年接受共享单位一定数量学生到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中药制药

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进行实训，实训费用原则上由我院接成本价收取。必要时

资源可共享。其他职业院校的学生到我院中药制药技术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实训期

间，必须派出带队教师，配合对学生的实训工作和日常生活进行管理；学生应遵

守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校内实训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安排，积极参加实训教

学。

⑥共享我院实训基地的院校必须签订我院实训基地共享协议。协议内容可双

方协商确定。

（2）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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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建设进度表

建设内容 预期目标
分年度建设内容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实训基地
建设

实 训 设
备建设
(省财政
投入) 将中药制药综

合实训中心建成

省内同类院校工

学结合成效显著、

服务能力强、示范

作用大、资源共享

的校内生产性实

训基地。

●年度目标:

完成电工实验设备 20台的采

购任务，并使用。

◆验收要点：

①采购发票；②设备验收等

过程资料；③设备使用及维

护记录。

●年度目标:

完成电子实验设备 20 台；多功能数字测

定仪 10 台；外径千分尺 10 把；游标卡

尺 10 把；中型摄谱仪 1 台；双迹示波

器 6 台；转动惯量测定仪 6 台；多用电

源 6 台；单缝衍射仪 6 台；物理光学仪

器 6 台；音频信号源 8 台；单片机开发

综合实验台 10 台；中央监护系统 1 套等

的采购任务，并使用。

◆验收要点：

①设备安装、调试，初步满足部分实训教

学的需要 , 提供学生实训项目及情况记

录；②职业技能训练和职业资格鉴定记

录；③维护记录等过程资料

●年度目标:

完成齿轮油泵 30 台;减速器 20
台;内外卡钳 25 套;模型陈列柜 2
组;工量具柜 1 组;机械基础教学

模型 11 套；压片机（自动）1 台；

血液净化装置 1 套等的采购任

务，并使用。

◆验收要点：

①设备安装、调试，初步满足部

分实训教学的需要, 提供学生

实训项目及情况记录；②职业技

能训练和职业资格鉴定记录；③

维护记录等过程资料

实 训 设
备 建 设
(学院自
筹)

●年度目标:

完成物理天平 10 台；全息摄

影仪 2 台；电工实验设备 5
台；电子实验设备 5 台；数

字脑电地形图仪 6 台的采购

任务，并使用。

◆验收要点：

①采购发票；②设备验收等过

程资料；③设备使用及维护记

录。

●年度目标:

完成抗生素瓶自动洗瓶机 1 台；单片机开

发综合实验台 15 台；线路故障测试器 6
台的采购任务，并使用。

◆验收要点：

①采购发票；②设备验收等过程资料；③设

备使用及维护记录。

●年度目标:

完成晶体管毫伏表 10 台；迈克尔

逊干涉仪 5 台；灌装轧盖机 1；
PCLAB-800 嵌入式生物医学电子

实验箱 25 台； DR 1 台；免疫发

光 分析系统 1 套的采购任务，并

使用。

◆验收要点：

①采购发票；②设备验收等过程资

料；③设备使用及维护记录。

实 训 内

涵建设

完成实训实习
项目设计，完善与
修订管理制度，确

●年度目标:

校内实训管理制度；开发实

●年度目标:

完善校内实训管理制度；完善实训项目，

●年度目标:

完善校内实训管理制度；完善实
训项目，制定考核办法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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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预期目标
分年度建设内容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省财政

投入)

保实训实习正常
运行。

训项目，制定考核办法和标

准等；教师培训；

◆验收要点：

①校内外实训运行记录，实训
管理制度；②校内外实训项目
的开设记录，考核人数，成
绩，实训考核办法和标准等；
③工学交替及顶岗实习管理
制度，工学交替及顶岗实习
的计划、运行记录、考核及
评价等过程资料；

制定考核办法和标准等；教师培训；

◆验收要点：

①校内外实训运行记录，实训管理制度；
②校内外实训项目的开设记录，考核人数，
成绩，实训考核办法和标准等；③工学交
替及顶岗实习管理制度，工学交替及顶岗
实习的计划、运行记录、考核及评价等过
程资料；

等；教师培训；

◆验收要点：

①校内外实训运行记录，实训管
理制度；②校内外实训项目的开
设记录，考核人数，成绩，实训
考核办法和标准等；③工学交替
及顶岗实习管理制度，工学交替
及顶岗实习的计划、运行记录、
考核及评价等过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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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西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

基地名称：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实训基地

学校

基本

情况

学校名称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在校生 5457

详细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民航南路 16号 管理星级（人才培

养工作评估结果）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手机

学校占地面积（亩） 439 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3042.24

校舍建筑面积

（平方米）
107706 专任教师总数 206

基

地

基

本

情

况

专业设置情况 专业设置时间 2001.04
本专业在校生 562 本专业年招生数 平均 250
本专业累计毕业生数 3000余人 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90.03
项目现有设备总值（万元） 188(仅统计 1000元以上)

按 照 资 金

来源分类

（万元）

中央财政经费 无

地方（省、市、县）财政经费 无

学校自筹经费 188(仅统计 1000元以上)
其他（行业、企业经费等） 无

按照设备采购方式

（万元）

中央采购 无

地方采购 无

学校自行采购 188(仅统计 1000元以上)
其他 无

师资队伍情况

其中：

专任教师总数 9
高级职称教师数 3
中级职称教师数 3
初级职称教师数 3

有行业企业经历的教师数 9
具有高级工、技师、工程师等职称的教师数 9
基 地 运 行 情 况 2013年 2014年
现有实训设备（台/套） 150(仅统计 1000元以上) 150(仅统计 1000 元以上)

全年实训人数（人） 660 690
其中：校内学生实训数（人） 430 479
全年实训人时数（人·小时） 365730 160572
其中：校内学生实训（人·小时） 262230 65622
全年基地运转经费（万元）

基地实习指导教师数（人） 8 8
其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人） 8(高级工) 8(高级工)

注：1.“基地名称”须填写全称，包括所在地区、学校与专业等。
2. “全年实训人时数”=全年实训人数*人均实训学时。
3. 每个实训基地项目填写一页。数据截止到 2014年 7月。

填表人及电话：宋金玉 13934239471填表时间：2014.11.29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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