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身教授  

王宁生教授简介 

    王宁生，男，1946年11月生，贵州人，1970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首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基础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现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农工党广东省主委, 广州中
医药大学副校长，广州中医药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广东省药品非临床安全性研究
中心主任，国家新药（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及广东省新药审评
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等职，是《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杂志主编，《中国中西
医结合杂志》等杂志编委。1992年获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中药药物动力学和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1981至1994年先后赴德，在德
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等地进行临床药理学及药物动力学研究。主
持或参加各级各类课题10多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课题1项，国家攀登课题1项，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2项，WHO合作课题2项。冰片穿透血脑屏障的定量及在组方中作为
“使药”作用的研究，1994年获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及1996年获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甲类三等奖。2000年获吴阶平–杨森医学药学奖。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称号。中药不良反应数据库的建立与应用研究，2004年获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05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主编《中药毒性与临
床前评价》，获2005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著作）奖一等奖。主编《中药及其制剂不
良反应大典》，参与编写《临床药物动力学基础与应用》、《中药新药研制开发技术与
方法》等书。发表论文40多篇。多次出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培养博士后2人，博士9
人，硕士6人。 

陈蔚文教授简介 

    陈蔚文，男，籍贯台湾省，1950年10月出生。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
士生导师，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中药学院院长、脾胃研究所
所长、中药资源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药理学会理事、广东省药学
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药理学会常务理事、《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主编、《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编委等。为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的科研、临床与教学工
作。先后承担各级科研课题20多项，主要的国家级课题包括：主持完成“九五”国家攀
登计划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重点项目“脾虚证消化吸收障碍亚型的功能基因谱与模式识别研究”，主要参与承担
完成国家“973”课题“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主持广东省科技厅和广州市
科技局联动资助项目“华南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其中该项目中的巴戟天、山
银花等品种被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整
合共享平台试点”之中；分别在广东平远、湛江、中山、阳春等地主持与四家中药企业
合作共建“中药产学研示范基地”。先后获科研成果奖4项，其中省部级二等奖1项、三
等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合作开发获国家新药产品1个。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
近年发表论文SCI收录3篇。主编和参编出版学术专著5部。培养研究生总数28人，其中
已培养博士生12人，在校博士生12人，已培养硕士生6人。 

李国桥教授简历 

    李国桥，男，1936年8月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
中医，国际知名疟疾防治专家。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获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人大第八届代表。现任中华传染病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热
带病与寄生虫学学会常委，广东省热带医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家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
疟疾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特邀委员，卫生部药品审评委
员会委员，WHO西太平洋区域疟疾临时顾问。 

    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防治疟疾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是青蒿素类药防治疟疾临床
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在国际上首先提出恶性疟两次发热、两种昏迷期的理论并创新



诊断方法，救治脑型疟居国际先进水平。从1967年接受国家疟疾防治任务（“523”任
务）至今的30多年间，在青蒿素类药防治疟疾临床研究与应用推广、发明青蒿素类复方
抗疟新药等方面取得系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其中复方哌喹片、复方双氢青蒿素
片、双氢青蒿素哌喹片3个新药已经获得我国专利授权。学风端正，治学严谨，为探索
针刺治疟有效方案及证明恶性疟两次发热的理论，两次将疟原虫注入自己身体，表现出
勇于为科学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境界。带领的研究所团队还因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成绩获
得卫生部、教育部等四部局授予的“全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先进集体”称号。1986
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人民教师奖章”，1987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6年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0年荣获“白求恩奖章”等。
在青蒿素类药防治疟疾研究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
（1979年）、国家发明三等奖（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求是科
技基金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教委颁发的3项部级
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1998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中华中医学会科技二等奖
（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论文被SCI收录
引用。主持编著《疟疾的临床研究》、《中国疟疾防治与研究》等著作。 

陈纪藩教授简介 

    陈纪藩，男，江西省玉山县人，1941年4月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医临床基础学科（金匮要略专业）学术带头人，广东省名中医，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广东省中医风湿病重点专科专病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广
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
东省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南六
省风湿病防治协作组副组长。曾历任广州中医学院金匮教研室主任，广州中医学院办公
室副主任，医疗一系副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院长等职。 

    从事中医教学、医疗与科研实践41年，长期致力于中医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在全国倡导将经典医著教学回归临床，开创了中医人才培养的新模式。1995年、1998
年分别获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特等奖，2002年获“新南方”优秀教师称
号，2005年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学术上师古而不泥，致力
推动中医现代化；医技上推陈出新，兼收百家之长，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研究之成果。创
制抗风湿中药“通痹灵”系列，由于疗效显著，国内外患者求治络绎不绝。科研上勇于
创新，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日合作项目等共15项，发表学术论文50多
篇，出版中医学高级丛书《金匮要略》等论著10余部。1991年获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
一等奖，1992年获广东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2001年获广州中医药大学重大科研
奖，2005年广东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培养硕士生20名，博士生10名，其中两位博
士毕业后先后在美国NIH和日本神户药科大学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陈镜合教授简介 

    陈镜合，1937年生，籍贯广州。1991年12月评聘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
师；1998年１２月聘为首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国家
级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心血管方向学术带头人；全国中医急症诊疗中心主任；国家
局、省市科技专家评审成员；中华中医内科学会常委、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常委、广东省
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是国家级具有接受学术继承人资格的名中医，广东省人民政
府参事。 

    治学严谨，富于创新，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所共有的，西医可以学，中医
也可以学。“固步自封” “互筑门墙” 在中医“宝库”面前沾沾自喜是自我消灭。
1995年底在“中国中医药报”及其代表作“现代中医急诊内科学”中，首次在国内提出
“现代中医”“现代急症中医”与“现代心脏急症中医”的“现代”概念。1988年至
1990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留学，主攻心脏介入，师从世界著名心血管专家河合忠一
教授。临床、教学、科研４０多年，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主攻“心脏内科急救中
西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曾获中华中医药学会著作三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2等奖
〔参与〕、省部级科技进步３等奖、国家科技图书奖、省科委著作3等奖。已毕业博士
10人、己出站博士后４人。在国家及省级出版单位主编的书著十余种,发表以心血管疾
病为主的文章七十多篇。 

靳瑞教授简介 

    靳瑞，男，1932年1月出生，广东省广州市人，岭南针灸新学派“靳三针疗法”创
始人。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
导老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名中医”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待遇。历任国务院第二、三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员，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专
家组员，中国针灸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针灸考试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
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针灸学会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广州中医药针灸研究
会会长，广东省儿童福利会弱智儿童医学顾问，广东省银行医院靳三针治疗康复中心医
学顾问。曾任广州中医学院针灸系主任，针灸研究所所长。 



    针灸治疗脑病40余年，《智三针为主治疗儿童精神发育迟滞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靳三针疗法》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为国家级中医
药继续教育项目；《救治脑型疟疾》、《针刺颞部穴位治疗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的临床和
实验研究》均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已出版专著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 

赖世隆教授简介 

    赖世隆，男，汉族，1940年出生，籍贯广东省潮州市。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
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DME中心主任。现任广东
省中医院国家新药(中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GCP）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
东省中医院药品临床研究基地主任、广东省中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兼任国家
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学会常委。 

    80年代先后赴美国、加拿大研修。回国后，致力于引进、推广、应用临床流行病
学／DME方法于中医药领域，积极开展中医证候研究、倡导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积极推动中药临床试验的规范化，从流行病学－临床－基础多层次相结合开展老年性痴
呆等研究。承担多项各级课题研究，包括“九五”国家1035计划“筹建广东省中医院国
家新药（中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补肾法为主治疗
Alzheimer氏病的研究”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证的应用基础研究”等重大
课题。主持和组织了多项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积极推动中药临床试验的规范化。多次获
得省部级奖励。“DME课程的开设及其推广和应用”获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补肾法为主治疗Alzheimer氏病的研究”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建
立中医药临床疗效系统评价体系关键技术的研究”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三等奖、“血瘀证
实质的探讨”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临床流行病学/DME方法在中药临床试验研究
的应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药
临床试验》（主编）、《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学》（主编）、《中药新药研制开发
技术与方法》（常务副主编）、《中国老年医学》（副主编）、《美国药品管理与中医
药》（副主编）、《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衡量与评价》（编委）、《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编委）、《循证医学》（参编）等。1992年被国务院
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年被国家科技部、财政部、计委、经
贸委授予“九五国家科技攻关先进个人”称号。 

李锐教授简介 

    李锐，男，福建省建瓯市人，1937年8月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新药评审委员，中国药学会全国理事，中
国药学会老年药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食品学会全国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实验药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任广东省药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广东省食品学会副理
事长、广东省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是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特邀评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议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
步奖等各级多层次科技成果的评委。 

    具有中西医药结合广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应用现代科学技
术和方法研究中药及复方的药效学与药动学，并率先提出对中成药进行第二次再科研的
观点。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级、部（省）级科研课题二十余项，集体获得国家创造发明
二等奖，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在国际与全国性专业杂志发
表论文100余篇，其中7篇12次载入SCI，担任《Asian Journal of Drug Metabolism 
and Pharmacokinetics》等10个专业杂志的编委，主编、副主编出版《广东中药志
(药理)》、《现代中药药理学》、《中成药药理与应用》、《中药药理学》、《现代中
药药理与临床》等著作12部。曾多次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访
问、讲学，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连至诚教授简介 

    连至诚，男，浙江乐清人，1944年11月出生，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员，首席
教授，中西医结合博士研究生导师，脾胃研究所病理生理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审评专家，中国胃肠电及动力研究会组委。兼任广州市蓝辉医
疗仪器公司首席执行官。 

    主要从事消化道病理生理与临床、胃肠动力学基础与临床、衰老与抗衰老研究，
以及消化道动力-血流检测治疗仪器研制与应用研究。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攀登计划和省部级科研课题九项。已培养和正在培养的博士及硕士研究生33名。研制
的“微电脑胃肠电检测分析系统”为国内首创，获全国中医药重大科研成果奖。建
立"肠道流体推进检测系统"填补国内空白。与“辉大高科”联合研制“多道导纳胃肠动
力检测分析系统”为国内首创。主持研制新一代“医用数码电针治疗仪”、“胃肠促动
仪”和“高压静电综合理疗仪”，具有优秀的电生理效应及临床疗效。建立溃疡性结肠
炎模型,并研究其结肠电与动力异常, 发现二氢黄酮B3的良好促动力, 以及白术羟内酯
抑制推进波频率过高的作用，其复方"胃肠康"对溃疡性结肠炎及动力异常有良好的治疗



调整作用。建立早衰动物模型，作衰老的细胞与分子病理机制研究。作老年消化道动力
障碍的机制及基因治疗研究。建立糖尿病性肾病动物模型，发现中药复方“糖肾康”具
有良好的防治糖尿病性肾病的作用。建立小型猪消化道动力障碍模型，作动力障碍发病
机制、中药药理及有关临床研究。先后发表科研论文108篇，出版著作12本。为《消化
道生理及病理生理学》和《胃肠电及胃肠动力研究在中国》的执行主编单位。主编的
《消化道生理及病理生理学》获甘肃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胃肠电及胃肠动力研究
在中国》获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课题成果“脾虚证辨
证施治基础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
委及国务院学位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位获得者”称号。 

梁颂名教授简历 

    梁颂名，男，广东省广州市人，1935年出生，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担任教
学及研究工作，历任广州中医学院中药系主任、中药研究所所长、中医方剂学首席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家暨广东省新药审评专家、
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麻醉品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
编审委员会委员、广东中药学会会长等职务。从事中药学、方剂学教学、科研和医疗工
作近四十余载，是全国著名中医方剂学专家。 

    治学严谨，中医药学术造诣深厚。先后师承祖父梁翰芬、先父梁具天以及朱敬
修、周子容、关济民等名老中医，做到寻求古训，博采众方之长。在治疗上注重调理脾
胃，尤其小儿脾胃常不足，易为乳食积滞、生冷水湿及不正之气所伤，故更应从脾胃入
手。对肝炎的治疗，强调要遵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训，以健脾消
导为主，辅以清肝泄热之法，每收良效。并善于运用理气活血药配伍虫类药治疗老年胃
气痛，疗效满意。先后著有《中医方药学基础》、《中国药酒》、《延缓衰老的中药应
用》、《中药学发凡》、《成方新编》、《中医脏腑概论》、主编《中医方药学》、
《中医方剂学》、《方剂学》(全国统编教材第三、四版)、《中药药性概要》等15本，
发表论文《三冬茶治疗急性咽炎400例临床疗效总结》、《梁翰芬老中医治疗经验琐
谈》、《启膈散的运用》、《自由基与糖尿病》、《消肝扶脾丸对中毒性肝炎的实验研
究》等20多篇。《中医方药学》获卫生部科学大会二等奖，主持科研项目《五子衍宗丸
药理研究》获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茂才教授简介 

    刘茂才，男，1937年生，广东省兴宁市人，1963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
随后进入广东省中医院从事医教研工作。并先后在中山医学院附一院内科、神经内科进
修深造。先后任广东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
任、教授、首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省中医院副院长、老年脑病研究所所长、广东
省中医急症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并曾先后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中医
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
医药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内科脑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终
身理事、广州市越秀区第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等。 

    擅长中医脑病诊疗，对中风病尤有心得，先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名
中医”，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师带徒名老中医。
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名。主编出版《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萃》、《专科专病中
医临床诊治丛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等书。主持国家“九
五”攻关中风课题，获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九五”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获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一等奖。曾被广州中医药大
学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被省中管授予广东省优秀中医药科技工作者，被
评为广东省卫生系统白求恩式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罗荣敬教授简介 

    罗荣敬，男，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中西医结合基础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生理学会中医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生理学会常务理
事，广东省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从事教学、科研、医疗30余年。80年代曾先后两次赴美进行心血管生理研究，受
聘为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客座教授。回国后致力于生理教学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热爱教
育事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努力搞好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教学法研究。领导的教
研室被评为省重点课程，省重点学科。主编和参编《人体生理学》、《中西医结合生理
学》、《西医学概论》、《消化道生理、病理生理学》、《解剖生理学》等教材专著10
多部。曾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项教学成果。长期从事心血管病和脑病的中西医
结合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部省级课题10余项，在国内外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
文70多篇。擅长细胞跨膜电位、脑片灌流、中枢核团注射，膜片钳、无创心功能测定等
电生理技术。从事的《毛冬青甲素对心血管功能及其神经调节的影响》、《中药抗衰
老、防治老年性痴呆和帕金森氏病》及脏腑相关理论等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国内



外享有较高声誉。先后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二
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培养硕士研究生13名，博士生8名。 

彭胜权教授简介 

    彭胜权，男，江西省波阳县人，1939年12月生。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
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学术带头人，全国第
二、三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导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
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终身理事、广东省感染病（热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广
东省防治SARS专家组成员、广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成员。自1992年起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受学生欢迎的好老
师”。1982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获广东省 
“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特等奖”及“全国优秀教师”并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奖章。 

    自1986年起，提出本学科以研究岭南温病学说为方向。一直开展多病种、多层
次、多侧面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于1998年获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
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尤其注重临床，主持总结“大胆改革，回归临床，首创温病学
教、医、研三位一体新体制”教研项目，获1993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
省级二等奖”。“中医类专业课程优化整合的研究与实践” 2004年获广东省优秀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及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5年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2003年在广州抗击“非典”战役中贡献卓著，先后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
予抗“非典”一等功、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抗
非典模范”、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奖
章。共培养博士15名、硕士生5名。主编、参编出版著作二十六部，包括国家新版规划
教材《温病学》、《中医药高级丛书?温病学》、《中医生手册》、《中医急症实用手
册》等，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曾多次被邀赴日本及芬兰、港澳台地区进行
学术交流和教学，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主编《中医内科学》获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优秀教材二等奖；《紫地合剂开发研究》获1998年国家教委三等奖；《血证系列研
究》获1998年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医名言录》获1991年广东省
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区永欣教授简介 

    区永欣，男，1939年7月生，广东番禺人。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导师。
历任学校基础部主任、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常务副总编
等职，广东省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现任中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
会内经专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美?中国
医学研究会学术雇问等职。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获省政府授予“省
名中医”称号。 

    从事中医理论研究、临床、教学42年，具有坚实的中医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擅长血液、消化、呼吸和疑难杂病。研究主要方向为中西医理论、方法及实践环节
的差异。主持卫气病理生理研究等多项课题，近十年在国家一级杂志发表论文40篇。组
织和领导本学科的教学改革及创建中医基础实验室，1999年被评定为广东省重点学科。
主编中医基础理论应用研究教材3门及中医辞典系列工具书10门，其中包括《中医大辞
典》，参与《中医大百科全书》、《医学百科全书》、《实用医学辞典》、《中医学新
编》等工具书的编撰。早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及省级成果二等奖2项，1985年及1997年
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1993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荣誉证书，1996年主持的《卫气
的病理生理研究》获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中医大辞典》分别于1997年获部级二
等奖（排名第二）及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排名第二）。组织和领导的“内经课
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改革”获2000年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共受邀赴美国、香港等地参加学术交流20次，做专题讲座20场。培养硕士生12
名，博士生18名。 

王培训教授简介 

    王培训，男，1941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广州中医药
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免疫研究室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国家新
药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质量保证部门（QAU）主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广东省新
药评审专家，中国免疫学会理事，中国免疫学会中医药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
省微生物与免疫学会和广东省免疫学会常务理事，《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和《中国免
疫学杂志》编委。 

    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工作，对中药免疫药理、“肾”与免疫关系等研
究有很高的造诣，并较早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中医药研究。主持或直接参与各
级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包括“七五”国家攻关《肾与免疫关系探讨》，2项“九五”国



家攀登计划项目《含矿物药制剂中汞、砷的作用特点和安全性评价研究》和《四君子汤
益气健脾药效的物质基础及其作用》，“863”计划项目《临床前安全评价关键技术及
平台研究》，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中医药现代研究与产业化开发：中药活性筛选评价
技术》，卫生部基金项目《引种西洋参与加拿大西洋参DNA指纹图的构建及比较》等。
研究成果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3次，广州市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1次。主编《中
药材的分子生物学鉴别》、《免疫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变态反应病学》等著作。
主讲研究生课程《医学免疫学》和《医学分子生物学》，多次主持修订相应教材，并主
持国家继续教育项目各2项。培养硕士29名，博士10名。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后工作人
员。 

熊曼琪教授简介 

    熊曼琪，女，湖南桃江人。1938年1月生。现为广州中医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
师。历任伤寒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第一临床医学院糖尿病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组成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女医师协会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糖尿病
分会副主任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广东省中医药
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曾荣获全国“三育人”先进个人、“广东省优秀
中医药工作者”、“南粤教书人优秀教师”、“广东省先进女职工”和“八五期间在科
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等称号。1992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4年被评为“广东省名中医”，1996年被评为“广东省卫生系统科教兴医工程学术
与技术带头人”。 

    力倡伤寒论回归临床，率先建立以教研室为主体的病区，创立了紧密结合临床、
科研的伤寒论教学新模式，擅长运用经方治疗各种疑难重症。率先提出气阴不足、瘀热
互结是2型糖尿病的主要证型，中医药治疗2型糖尿病必须研究胰岛素抵抗的新观点，首
创泄热逐瘀法治疗2型糖尿病的新途径，并研制了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的系列方药。发
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21部，其中主编14部。主持的科研课题1994年获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获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三等奖。主持的教学研究1996年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
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徐鸿华教授简介 

    徐鸿华，男，广东省蕉岭县人，1933年3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广
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曾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中药开发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兼
任中国药学会广东省药学分会理事，广东中药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特用经济林学会理
事，广东省生态学会理事。现任中国药材GAP研究促进会理事，中国生态学会中药资源
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技术顾问、广东省中药现代化重大科技专
项专家组成员。曾被评为“深受同学欢迎的好老师”、“广东省高教局教学优秀奖”、
第四届“新南方教学奖”优秀教师、“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千百十工程”优秀
指导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广东省优秀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卫生部“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 等称号，从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八五”、“九五”、“十五”重点科
技计划攻关子专题和部（省）级以上科研课题12项。发表学术论文40篇，主编、副主编
14部学术专著，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子专题）、三等奖（子专题）
和部、省级等各级科技奖励11项。主讲《药用植物栽培学》、《中药资源学》、《中药
学专论》等课程，主持建设了我校中药资源学科并申办了中药资源新专业。共培养硕士
研究生7名、博士研究生11名（其中4人在读），培养的多名研究生分别获得“广东省南
粤教坛新秀”、“广东省南粤优秀研究生”、“曾宪梓奖学金一等奖”等称号。近年来
致力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GAP）的研究与基地的建设，先后主持在广东省建立了阳春
砂等19个品种的GAP研究与示范基地，为我校中药学的教学、科研、开发工作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也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医、中药强省做出一定的贡献。 

禤国维教授简介 

    禤国维，男，籍贯广东省三水，生于1937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广东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人事部、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第二、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曾任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兼皮肤科主任。现任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病研究所所长，广州中医药
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顾问、《新中医》杂志编委、中华中医药学
会皮肤科分会顾问、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顾问、广东省中医药学会
终身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外科
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顾问。 

    长期致力于皮肤病的临床实践，对中医补肾法的理论有深入研究，应用补肾法治
疗皮肤疑难病，取得满意疗效。擅长中医外治法的运用与研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结
缔组织病、性病、脱发病、色素性皮肤病等疾病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先后在省级以上
医学杂志发表论文60多篇，主编出版《皮肤性病科专病中医临床诊治》、《中医皮肤性



病科治法锦囊》等专著，副主编和参与编写《中医外科学》、《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
萃》等多部专著。近年来，先后主持《中药疣毒净治疗尖锐湿疣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等7项部、省级科研课题，分别获得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奖，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
奖、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进步奖多项。长期担任中医外科学的课堂教学及临床带教工
作，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16名，多次被评为优秀授课教师和优秀带教
老师，先后获“全国优秀教师”、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白求恩式先进
工作者”、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届“新南方教学奖”优秀教师、“广东省高等学校师德标
兵”等荣誉称号。作为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学术带头人，带领该科先后被评为省“五个
一科技兴医工程重点专科”、广东省皮肤病性病重点专科、广州中医药大学重点专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袁浩教授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