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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药学会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一、学会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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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会成立于 1907 年，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团

体会员，国际药学联合会、亚洲药物化学联合会成员。学会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支撑单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5 年被民政部评定为 5A 等级社会组织。

主要任务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与合作；编辑出版发行药学期刊，组织编写药学图书；

开展人才举荐、表彰奖励、继续教育与培训；开展科普宣传、医药展览、成果推广转化等；反

映会员和药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维护其合法权益；促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接受政府委托，

承办有关药学发展、药品监管等有关事项，组织有关科学论证、科技咨询，开展科技评价等。

2017 年召开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完成理事会换届，优化理事会构成，成立

监事会；修订了学会章程，制订了学会监事会工作规则。24 届理事会，有理事 180 人，常务理

事 60 人。现有普通会员 12 万余人，高级会员 3700 余人，单位会员 71 家。

2017 年学会围绕“不忘初心，超越百年

梦想　砥砺前行，续写世纪华章”主题，喜迎

建会 110 周年，制作了纪念 110 周年宣传片、

编辑 110 周年大事记、举办历史图片展，展

示学会 110 年发展的风雨历程，表彰了“中

国药学会终身成就奖”1 名、“中国药学会突

出贡献奖”10 名。
2017 年 11 月 5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中国药学大会

暨第十七届中国药师周会议上举办庆祝中国药学会成立 110 周年活动

中国药学会 24 届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和副理事长 中国药学会监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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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国卫院士致力于我国新药研发、医药行业管理五十余载，在

担任学会理事长期间，团结和带领 22 届和 23 届理事会，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服务国家、行业和社会发展，使中国药

学会在全国学会改革发展中达到领先水平，分别荣获民政部 5A 等

级社会组织、中国科协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优秀社团奖，

为学会创建世界一流学会夯实了重要基础。2014 年，桑国卫院士

获国际药学联合会药学科学终身成就奖，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桑国卫院士以其为民尽责的认真精神和重大学术成就，成为广

中国药学会终身成就奖(2017年)
桑国卫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临床药理学家，中国药学会22届、23届理事长，曾任农工

民主党中央主席，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2017年)
1.刘昌孝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学会22届、23届、24届常务理事

2.汤    光  主任药师，中国药学会16届、17届、19届常务理事

3.李大魁  主任药师，中国药学会20届常务理事，21届、22届副理事长

4.杨峻山  研究员，中国药学会21届、22届常务理事

5.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学会监事长，22届、23届副理事长

6.金少鸿  研究员，中国药学会22届常务理事

7.侯惠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学会21届、22届常务理事

8.黄乔书  主任药师，中国药学会17届常务理事，18届、19届、20届副理事长

9.蔡年生  研究员，中国药学会21届、22届常务理事

10.管华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学会22届、23届常务理事

孙咸泽理事长为桑国卫院士颁发终身成就奖

大会员和医药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为衷心感谢桑国卫院士对学会事业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经中国

药学会评审委员会评审，并经学会 24 届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特授予桑国卫院士中国药

学会终身成就奖，授予刘昌孝 、汤光等 10 位专家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二、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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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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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领导机构

副理事长

陈志南 黄璐琦 丁  健 李  松 王晓良 吴春福

丁丽霞 孙飘扬 李  波 来茂德 张晓东 蔡东晨

桑国卫
名誉理事长 理事长

孙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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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届名誉理事长

桑国卫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临床药理学家，中国药学会 22 届、23 届理事长， 

             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24 届理事长

孙咸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24 届副理事长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

黄璐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丁   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   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共十九大代表

王晓良   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副院长

吴春福   教授，沈阳药科大学党委书记

丁丽霞   研究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孙飘扬   研究员级高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   波   研究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共十九大代表

来茂德   德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张晓东   副主任药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师职助理员

蔡东晨   研究员级高工，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 三 ) 监事会

监事

吴晓明   教授，中国药科大学原校长

王生田   主任药师，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

监事长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 , 上海市科协主席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监事长
陈凯先

监事
王生田

监事
吴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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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分支机构

28 个专业委员会及主任委员
序号         名称                                                                                          主任委员               

中药和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

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专业委员会

军事药学专业委员会

老年药学专业委员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抗生素专业委员会

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

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药剂专业委员会

药学史专业委员会

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

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

海洋药物专业委员会

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应用药理专业委员会

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

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

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

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

生物药品与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药资源专业委员会

药物检测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

抗肿瘤药物专业委员会

毒性病理专业委员会

纳米药物专业委员会

药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药物警戒专业委员会

临床中药学专业委员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陈士林

陈志南

柴逸峰

蒋建东

朱   珠

邵荣光

俞   雄

张爱萍

陆伟跃

万   芳

马双成

陈凯先

林文翰

詹思延

王广基

刘国恩

张清奎

王   睿

李   波

王军志

黄璐琦

丁丽霞

石远凯

任   进

赵宇亮

姚文兵

杨   威

肖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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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工作委员会及主任委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序号         名称                                                                                          主任委员               

学术工作委员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

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

科技开发与医药信息工作委员会

继续教育工作委员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

产学研与创新工作委员会

财务与基金工作委员会

学术自律与学术维权工作委员会

科技评价工作委员会

团体标准与技术规范工作委员会

陈志南

丁丽霞

王晓良

黄璐琦

蔡东晨

张晓东

吴春福

来茂德

孙飘扬

丁丽霞

丁   健

李   松

李   波

( 五 ) 秘书处

王爱国       何莉 ( 女 )

丁丽霞 ( 女 )

副秘书长

秘书长



( 一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一是认真组织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组建党的

十九大宣讲团，在学会、高校、科研院所、学术会议上开展宣讲活动，组织学习十九大精神党

课 5 次；二是认真组织学习培训。组织秘书处、实体机构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党的十九大会议盛况、

专题片《厉害了，我的国》《我们的自信》《习近平为你描绘“新时代》，为全体党员配备党

的十九应知应会学习材料，理事长、秘书长、秘书处党务干部分别参加中国科协、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三是加强学习效果考核。秘书处党支部组织 4 次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闭卷考试，并在党建工作 APP 进行测试，督促学习效果。

( 二 ) 理事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思想引领、组织保障作用。5 月，与理事会同期换届，产

生第 24 理事会党委。按照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要求，11 月，召开理事会党员大会将党委委

员扩增至 7 名。理事会党委牢牢把握发挥“政治核心、思想引领、组织保障”作用，团结凝聚

带领广大会员和药学工作者勇担创新发展主力军重任，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中国科协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不断强化学会改革发展责任担当。组织召开 5 次理事会党

委会议，研究审议学会重要事项，组织推荐宣传优秀党员科技工作者，组织实施中国科协“两

个全覆盖”、“党建调研课题”、“党建强会”等专项党建活动。

三、党建工作

9

2017 年 11 月 5 日，中国药学会 24 届理事会党委成员2017 年 5 月 17 日， 中国药学会 24 届理事会党员大会



( 三 ) 办事机构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秘书处党支部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认真落实和完成中央专项巡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党组巡视学会要求的各项任务。

认真开展学习型党支部建设，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组织讨论、通讯会议、QQ 群、微信群、

门户网站、墙报、通读文件等形式。加强党风廉政学习宣传教育，重点学习党章党规、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历次全会和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组织优秀共产党员评

选，创建共产党员示范岗。认真开展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议。组织党员开展“铭

记历史，不忘初心”主题党日活动以及“以案释纪明纪 严守纪律规矩”主题警示教育活动。全

年组织召开秘书处党员大会 8 次，支委会 26 次，党课 6 人次。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优秀党员 2

人 / 党务工作者 1 人。

2017 年 7 月 26 日，秘书处党支部开展“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

10



2017 年 10 月 27 日，“创新药品支持和推广战略研究”
项目专家研讨会

2017 年 7 月 27 日，“医药工业 2025 重点领域和
关键技术发展方向战略研究”项目中期研讨会

四、学会主要工作

2017 年，学会依靠专家资源和数据资源，在辅助决策研究、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信息技术

服务等方面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承担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卫计委、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中国科协等各项研究任务 13 项，已完成 11 项任务，包括 3 项评估和 5 项药物政策

及数据研究任务。

1. 为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和预警提供政策及数据支持

建立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短缺药品数据库，对 2016 年全年上报短缺数据进行汇总整理，

完成短缺品种研究报告。开展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信息监测分析和预警模型研究，为国家和省两

级清单内短缺药品的会商联动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保障。

2. 为国家药品供应保障情况提供监测报告与评估意见

持续开展国家药品供应保障监测研究，完成 2017 年度报告及 3 个季度的“药品供应保障

监测报告”，报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计委等部门，同时，完成工信部、国家发改委、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和国家卫计委委托的“第一批定点生产试点工作情况评估”，评估意见被全部采纳。

3. 为完善药品可及性相关政策建言献策

一是开展国家卫计委“药物信息监测研究”项目， 完成《2016 年全国药品集中采购监测

报告》。二是完成科技部“促进我国仿制药发展政策研究”项目，分析我国仿制药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三是承担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改革政策执行情况后评估”项目，评

估价格政策对药价的影响，建立价格监测模型。四是承担国家卫计委“提高基本药物保障水平

政策研究”项目，提出提高高血压、糖尿病两个疾病基药保障水平的政策建议。

4. 承担战略研究专项任务

承担工信部“医药工业 2025 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发展方向战略研究”项目，通过文献研究、

调研分析、预测研究， 科学提出医药工业 2025 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建议。承担科技部战略专

项“创新药品支持和推广战略研究”项目，遴选我国优秀创新药品目录，提出鼓励目录产品推

广的支持政策建议，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11

( 一 ) 智库及决策咨询



6. 参加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工作

积极承担 289 个品种中未作参比制剂备案品种原研信息的调研工作，开展 49 个未作备案

品规的原研信息研究，通过文献调研、检索数据库及搜索引擎，初步确定 49 个原研药信息。对

甲硝唑胶囊等 16 个未开展评价品种是否可能出现短缺开展评估研究，为减少药品短缺风险提供

了技术支撑。

7. 承担科技评价和科技成果转化

受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标准司委托，在系统内组织开展食品药品监管科技成果登记工作，

145 项符合要求的成果入库，为了解和掌握系统内科技发展状况和整体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协助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标准司起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实施意见》。

8. 组织专家提出相关政策制定意见建议

坚持在制订国家药品领域中法律法规征求意见以及每年“全国两会”征集提案方面，发挥

学会科技智库作用。组织专家学者参加 2017 年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议，听取代表、

委员对食品药品监管、医药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9. 数据支持和技术开发持续稳定

2017 年，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共接收数据总量 1400 万条， 数据处理 1500 万条，为政府

部门、科研院所、企业等提供了大量数据支持。软件研发水平进一步提高，取得 8 个软件著作权。

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医药储备信息系统”的开发。承接国家卫计委“国家药管平台药品分类

编码与基本数据库更新维护”任务，为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以及数据分析奠定基础。承接总

局“科技成果登记系统”、“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平台”开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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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担过度重复类和鼓励类药品审批目录动态监测项目

2017 年 3 月 28 日，过度重复类和鼓励类药品审批目录研究专家研讨会

利用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医院药品采购数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样本

药店采购数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信息中心批

文数据，完成三大数据库关联，全面分析我国

现有药品注册批文情况以及动态监测药品产销

状况。2017 年，遴选出 298 个过度重复品种，

于 2018 年 2 月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站发布，

为准确反映药品市场的供需动态，科学引导研

发机构和企业有序研发和理性申报发挥了重要

参考作用。



2017 年召开国内学术会议 39 个，参会人数 15076 人次，交流论文 440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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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学术交流

1. 坚持品牌示范，推动学术交流活动创新多样化
围绕药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热点问题，推进学术会议品牌建设，搭建高水平学术研讨交流

平台。

大会主题为“推进药学事业创新发展、共圆健康

中国伟大梦想”，同期举办了庆祝中国药学会成立 110

周年活动。大会特邀 96 位专家在 15 个分会场作专题

报告。

(2) 第五届生物技术药物理化特性分析与质量研究技术研讨会

会议围绕在生物技术药品的药学研究和质量评价工作中所涉及的理化特性分析、生物活性

检测和质量控制方法进行深入研讨交流，报告内容反映了生物技术药品领域新研究进展和成果。

会议期间还举办生物活性方法开发与验证、理化特性分析与QC等实用性和新颖性强的技术培训。

(3) 第四届药物检测质量管理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为提升药物检测检验质量科学管理水平搭建高端合作交流平台，就新时期药品检

验检测工作的思考、2020 年版药典编制方向和工作进展、CNAS 认可药品质量控制检测实验室

现场评审中常发现的问题分析、基于药品生命周期的质量特性研究等内容作大会报告，还设立

实验室管理和检测技术两个分会场进行论文交流。

(4) 第四届中国医药创新和发展高层论坛

论坛以“加快中医药发展扩大海内外影响”为主题，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工程，充分展示了我国在分子生药学、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精准医疗等中医药领

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着力助推我国中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供广

阔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5) 第十一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

(1) 2017 年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药师周

2017 年 11 月 5 日，中国药学大会
暨第十七届中国药师周主会场

2017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一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主会场

会议以“能级提升——药物制剂创新与产业化”为

主题，就药物制剂新技术发展现状、新研究成果以及未来

发展趋势和挑战等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会议为把握药物

制剂领域发展的国内外新动态，获取全球最前沿的药物制

剂研发技术信息，提供全方位产品成果展示平台，促进药

物制剂行业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药物新型制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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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题学术交流成绩显著

学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各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相继召开了创新药物成药性评

价高层学术论坛、中药质量标志物高峰论坛、制药工程技术创新发展论坛、第八届临床药学实

践与个体化用药研讨会、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首届肿瘤临床药学高峰论坛等。这些

会议顺利召开，对我国广大药学专家学者交流学术经验和体会，促进药学学科健康发展，增进

广大药学工作者的友谊与合作，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1) 2017 年全国药物化学学术会议暨中 - 欧药物化学研讨会

8 月 27-30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药物化学家和相关学科

的学者参加会议， 通过学术交流研讨， 与会者交流了全球范围内药物化学发展前沿动态和新成

果，分享了研究进展和开展药物研究经验。

(2) 2017 年全国药物流行病学学术年会会议

7 月 19-21 日在兰州召开。会议以 “安全、有效、优化、精准”为主题，为临床药师、医

师、循证医学研究与教学人员、卫生政策制定者及医药企业研发人员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

共同推动临床实践与药物研究的发展。

(3) 第 27 届全国医院药学学术年会暨第 77 届 FIP 卫星会

11 月 17-19 日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围绕“安全用药与医院药学服务”这一主题，通过特

邀报告和 8 个分会场对医院药学服务内涵、医院药师服务能力、药学服务社会化及慢病用药管理、

青年药师优秀论文等进行交流。

(4) 第十三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暨 2017 国际海洋药物研讨会

11 月 5-9 日在青岛召开。大会以“开拓深蓝生物资源，驱动海药源头创新”为主题，就海

洋药物先导化合物发现、活性功能分子的大规模制备技术、候选药物及新药研究、海洋生物功

能制品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新进展新成果进行广泛交流和探讨。

(5) 岛津杯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

9 月 14 日 -16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主题为创新驱动精准药物分析、保驾护航药品质量安全。

会议交流了最新检测技术、讨论药分学术进展，进一步推动中国药物分析事业的发展，提升中

国医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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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周”期间，我会联合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科标司、新闻司、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

国健康传媒集团、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共同承办，

以“食药安全 创新圆梦”为主题，开展全国食品药

品监管系统创新科技成果展、“我为食药科技点赞”H5

作品征集等活动。此外，开辟了科技活动周资料下载

专区，将 72 款宣传素材提供给全国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开展科普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与活动的单

位达 9848 家，公众参与共计 872 万人次，各种媒体

宣传 110 万次。

2017 年 5 月 22 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副局长、我会理事长孙咸泽同志参观活动

以提升公众安全合理用药水平为目标 , 以科普资源建设、平台建设、队伍建设为基础，先

后开展形式多样、以安全用药为主要内容、服务于公众健康的科普宣传活动 12 项，充分利用互

联网时代的信息化传媒手段，通过媒体传播覆盖公众 5381 万人次。

1. 夯实科普人才队伍
我会是 2013 年第一批成立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的学会之一，经过多年的积淀，形成了“专

家 + 骨干 + 志愿者”三位一体的科普人才队伍。2017 年成立新的科学传播团队，聘任长期致

力于科普工作的两位专家为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2. 开展品牌科普活动
(1) 科技活动周“食药安全 创新圆梦” 科普宣传活动

2017 年 9 月 16 日，科普互动吸引老少观众积极参与活动

( 三 ) 科普活动

(2) 全国科普日“健康伴我行”主题宣传活动

继 2016 年成功举办“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健

康伴我行”活动，2017 年我会再次受中国科协委托，

牵头负责“健康伴我行”专区的创意策划和组织实

施，牵头联合 13 家全国学会和 5 家权威媒体，开展

30 余项线上线下互动科普活动，覆盖人群逾 2971

万人次。12 家在京医院的药学专家和科普志愿者，

为公众解答用药问题。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全国安全用药月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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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用药月“安全用药  共享健康”主题宣传活动

2017 年的“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是我会连续第 11 年承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安全

用药”系列科普活动。10 月 10 日，我会主办的全国安全用药月启动仪式暨第二届中国药品安

全论坛在京举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我会理事长孙咸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我会发布“保健食品当药品 贻误病情危生命”等十大公众用药误区。药学专家同新闻媒体、志

愿者、消费者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形成较大的社会反响。

(4)“第六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

10 月 10 日 -11 月 10 日开展，在前五年工作的基础上，坚持公

众体验至上，继续采纳网络闯关游戏这种跨地域、跨时空的科普手段，

吸引公众通过趣味答题游戏了解药学知识。并坚持不断创新科普形式，

开发安全用药科普知识数据库，囊括了历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梳

理的常见用药误区权威解读，与竞赛页面相互呼应，提升公众安全用

药科学素养。本次活动参与人数 102.9 万人次，共吸引 1122.9 万人

次关注。 第六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

(5) 第二届“安全用药 守护健康”互动体验活动

11 月 8 日，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10 家医疗机构的临床

药师现场接受用药咨询，答疑解惑。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体感互动

体验区，通过体感翻书的形式展示公众十大用药误区，公众还可

通过知识问答触屏游戏，学习用药知识。发放折页、科普光盘、

书籍、手提袋等宣传品 8000 多件。2017 年药盾论坛—益老益

小“药”知道等全国安全用药月重点活动活动也得到广泛关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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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药师周”系列科普公益活动

2017 年“全国安全用药月”重点活动共 11 项，其中我会主

办 5 项，支持 1 项，“中国药师周”的经典科普公益活动也被纳

入其中。2017 年“药师您好”科普文艺作品展演活动以“安全用

药 共享健康”为主题，各参演单位围绕安全用药知识、健康辟谣，

对于增强药学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荣誉感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科海扬帆 梦想起航”科普进校园活动从 2012 年起已连续

开展六年。许多大学生通过活动积极投入到药学科普的志愿者队伍

中，为药学科普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2017 年在西安交通大学

开展的活动中，药学专家和科普专家与现场 200 余名大学生科普

志愿者进行了访谈对话和互动交流。

药学科普志愿者宣誓

科普志愿者代表宣誓

(2)“智爱妈妈”农村妇女安全用药科学素质促进行动项目

2017 年，中国科协启动了“智爱妈妈行动”试点项目，我会

科技开发中心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承担了该项目。

先后开展创作《“智爱妈妈”安全用药知识》系列读本、大学生

药学科普志愿者“小手拉大手”社会实践活动、农村妇女“安全

用药科普大讲堂”活动、“智爱妈妈”妇女安全用药专栏宣传等

重点活动 4 项，覆盖公众达 175 万人次。

3. 创新药学科普研究

(1) 开展中国科协科普信息化试点项目

2017 年我会承担中国科协《全国科普信息化建设试点项目》，

是全国 41 个试点单位之一。项目聚焦公众需求，搭建安全用药科普

信息化服务平台，探索科技社团开展科普信息化并参与“科普中国”

品牌建设，促进实施精细分类、精准推送、精准服务的精准科普。作

为项目的成果产出， 在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网”设立《科学用药》

栏目，我会作为主要资源提供方，为“科普中国云”提供强有力的科

普资源和应用支撑。 科普中国网《科学用药》栏目

志愿者向农村妈妈发放科普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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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展科普信息化建设

为扩大科普传播的影响力， 2017年将科普传播渠道由“两微一端”拓展到“两微五端”，  微博、

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科普中国微平台、搜狐健康、天天快报、一点资讯，定期发布科普知识。

同时，对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界面改造，加大科普资源的创作。新媒体阅读量总计约 5900 万，

其中 “两微”的阅读量约 3000 万，“五端”自媒体平台阅读量共计约 2885 万。

( 四 ) 国际交流与合作
1. 有力支撑药品监管改革和医药产业发展
紧密围绕药品监管改革和医药产业发展大局，基于改革需要和产业需求，拓宽国际交流领

域，着力于搭建高层次、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推进政府与企业对话以及国内外企业交流合作，

为推动我国监管能力建设和水平提升、医药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医药产品走向国际提供科技支撑。

(1) 服务中心、围绕大局，促进政府和企业对话

9 月 6-10 日，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主要领导访美期间，受委托组织总局与我国在美发展药

品企业圆桌会，以及总局与美国药品企业圆桌会。总局领导亲自主持，听取国内外企业家意见

和建议，宣传改革成效，坚定投资信心，提升中国药监良好形象。

(2) 积极参与 ICH 相关工作，促进监管创新与产业提升

学会作为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ICH 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积极参与相关工作，为缩小我国政

策法规标准与发达国家差距、促进医药产业转型提供助力。起草 ICH 培训工作方案草案；向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 ICH 工作办公室积极推荐学界和业界专家，协助筹建 ICH 国内专家工作组。



19

(5) 举办 2017 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

9 月 16-18 日，与烟台市政府等共同主办

2017 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副局长、学会理事长孙咸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以“创新、合作、投资、发展”为主题，集

聚数百名全球医药行业顶尖科学家、药企高管，

深度解读生物医药创新和行业发展。
2017 年 9 月 16 日，在山东烟台召开

2017 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

2. 推动药学科技国际交流，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
积极举办及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大力支持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努力提升我国药学

科技界在国际科技组织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1) 积极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10 月 21-24 日，我会与国际用药安全网络组织在北京

共同举办 2017 年国际用药安全网络年会暨第五届国际安全

用药论坛。

11 月 21-24 日，我会与亚洲药学科学联盟在厦门市共

同主办亚洲药学科学联盟 2017 年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整

合、提高、创新靶向药物研发”。我会王晓良副理事长在本

次会议中当选为亚洲药学科学联盟主席，任期为 2017 年至

2019 年。

2017 年 10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
国际用药安全网络年会暨第五届国际安全用药论坛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福建厦门召开
亚洲药学科学联盟年学术会议

(3) 利用 APEC 平台，促进政产学研国际合作

受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委派，副秘书长何莉代表总局作为 APEC 生命科学创新论坛监管协调

指导委员会副主席，率总局代表团于 8 月赴越南参会，就临床研究、生物治疗产品、细胞和组

织治疗、良好注册管理、供应链完整性、药物警戒等项目与各经济体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交流，

促进政产学研国际合作。

(4) 承办金砖国家药品监管合作会议业界合作讨论会

7 月 13-14 日，协助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郑州

举办金砖国家药品监管合作会议， 并组织召开业界

合作讨论专场。中、巴、俄、印药监机构负责人出席。

邀请我国企业、金砖国家 ( 印度 ) 企业、大型跨国企

业和中古合资企业作报告，介绍创新药、仿制药、

生物制品在金砖五国发展情况、机遇和挑战。

	

2017 年 7 月 14 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
金砖国家药品监管合作会议业界合作讨论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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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大在国际药学科技组织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会组织参加国际药学联合会 (FIP) 第六届世界药学科学大会，以及国际药学联合会第 77

届世界药学大会。会议期间，我会有关领导与国际药学联合会主席、秘书长等高层人员分别进

行深入交流，探讨后续合作，积极推动我会专家在 FIP 任职。

支持我会专家赴印尼参加 2017 年亚洲临床药学大会，我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珠教授获得会议组委会颁发的特殊贡献荣誉奖。

(3 ) 加强与国外药学团体的联络

与韩国药学会、韩国药协会、美国药物信息协会 (DIA)、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

(PhRMA)、生物技术创新协会 (BIO)、美国药学科家协会 (AAPS)、美国药典委员会 (USP) 等国

际组织和机构积极联络、开展合作。

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精准务实服务，助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助力医

药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1. 组建创新专家团队，助力企业，破解关键技术难题
学会与 9 家地方科协取得联系，共组织 9 批专家 20 余人次，到吉林省长春市、四平市、

白山市、通化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辽宁省本溪市，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湖南省长沙市

等地市开展调研活动，其中服务企业 40 家，与地方政府、科协签订协议 2 项。

( 五 ) 创新驱动与助力工程

在中国科协 2017 年学术年会期间，与通化医药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及通化市科学技术协会友

好协商，签订了《关于促进通化医药高新区创新驱动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是中国科协系统与吉林

省有关市签订的 6 个协议之一。在此基础上， 12 月

6 日在通化医药高新区创业基地共同建立中国药学

2. 建立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工作站，整合资源助力地方医药产业发展

2017 年 12 月 6 日，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通化服务工作站揭牌仪式

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通化服务工作站，签署了《中国药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通化服务工作站

三方合作协议》，并分别举行了中国药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通化服务工作站院士与企业交流

会和专家报告会。



2017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药师周开幕上，
领导和嘉宾颁发第十二届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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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推评 6 个奖项，评选出第十二届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15 项，授予“我国大规模多

中心心血管药物评价体系的构建和推广”等 3 个项目为一等奖；授予“心室重构创新靶点与活

性药物的研究与应用”等 5 个项目为二等奖；授予“缺血性心脏疾病干预靶点及活性药物研发”

等 7 个项目为三等奖；第二十届中国药学会 - 施维雅青年药物化学奖 5 人；第五届中国药学会 -

( 六 ) 表彰奖励

3. 紧紧围绕产学研，助力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7 月 18 日至 20 日，在辽宁本溪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召开第五届生物技术药物理化特性

分析与质量研究技术研讨会，建立了一个科技与法规的沟通桥梁，搭建了“政、产、学、研、用” 

助力工程平台。会议期间组织专家对本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生物医药产业进行调研，为本溪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4. 开展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精准扶贫项目
9 月，第四届中国医药创新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安徽省合肥

召开，作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扶贫项目内容之一。12 月，组

织相关专家为安徽省贫困地区金寨县提供中药材种植、加工及

药学领域的技术指导，为推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程作出贡献。

( 七 ) 人才举荐
1. 向中国科协推选 2017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5 名，我会推选的王锐教授成功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

2. 向中国科协推荐创新争先优秀科技工作者宣传人选，5 名候选人进入中国科协宣传人选

数据库。

2017 年 12 月 13 日，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扶贫项目专家研讨会

施维雅青年医院药学奖 8 人；

第九届中国药学会 - 赛诺菲

青年生物药物奖 8 人；第二

届中国药学会 - 以岭生物医

药奖 10 人；2017 年中国药

学会优秀药师 7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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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推荐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对象 5 名及 1 个候选团队。我会推荐的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王军志研究员、厦门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夏宁邵教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4. 组织实施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动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优化升级，探索青年

人才培养有效路径和创新模式，制定《中国药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成

功申请 2016-2018 年度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项目，顺利托举 4 位青年药学科技工作者。推

举海军军医大学庄春林、四川大学高会乐两位青年学者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2017-

2019 年 )，并为两位入选者建立了 2 个专家团队。

5. 开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制定《中国药学会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工作流程》，完善继续

培训制度，细化项目流程管理，制定评估指标体系，规范评估程序。按照继续教育工作计划，

完成 13 项、42 场次培训活动，培训人数 16445 人次。

6. 利用互联网 + 学会优势 , 创新网络大讲堂活动。自

2015 年创办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2017 年搭建完

成网络大讲堂直播平台，实现了网上注册报名信息发布、

开课提醒、数据统计、在线收看及回放等专业功能，同时

支持手机及移动 pad 在线收看。2017 年以老年健康、肿

瘤防治、中枢神经疾病防治、慢病治疗与管理四个领域为

主题 , 共举办 8 场、24 课时培训活动 , 通过各网络节点进

行培训人数 10620 人次。

 2017 年发展高级会员 167 人， 单位会员 7 家， 会员总人数 123783 人；单位会员总数 71 家。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 建立开发中国药学会会员管理平台和中国药学会会员代表大会系统，

加强与个人会员和联系，建设“网上药学工作者之家”，提高管理服务水平，为会员提供针对

性服务，不断增强会员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全年编辑发布中国药学会会讯 4 期，寄送并通过网络发送给广大会员，让广大会员及时了

解学会工作动态等信息。

五、会员服务



23

学会主办学术期刊 28 种。英文期刊 3 种，中文核心期刊 11 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23 种，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 (CSCD) 收录期刊 17 种，被 SCI 收录期刊 2 种 (《中国天然药物》、《药学学报英文》)；

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第四期项目 TOP50”期刊 5 种 (《中国药学杂志》、《药学学报》、《中

国中药杂志》、《中草药》、《中国药物化学杂志》)；获评“2017 年第三届百强科技期刊”2 种 (《中

国天然药物》、《药学学报》)。

六、学术期刊

序
号 刊名 创刊时间

1 中国药学杂志 1953 年

2 药学学报 1953 年

3 中国中药杂志 1955 年

4 药物分析杂志 1957 年

5 国际药学研究杂志 1958 年

6 药学进展 1959 年

7 中草药 1970 年

8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1970 年

9 药物评价研究 1978 年

10 现代药物与临床 1980 年

11 世界临床药物 1980 年

12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81 年

13 中国海洋药物 1982 年

14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1982 年

15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1984 年

16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1985 年

17 中国药物化学杂志 1990 年

18 今日药学 1991 年

19 中国药学 ( 英文版 ) 1992 年

20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 1992 年

21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1992 年

22 中国新药杂志 1992 年

23 药物生物技术 1994 年

24 实用药物与临床 1998 年

25 中国医药导刊 1999 年

26 中国天然药物 2003 年

27 ACTA pharmaceuticaSinica B 2011 年

28 中国药物评价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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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学会不断推动主办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发展，均衡提升刊物国际影响力、学术质量和出

版质量，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医药科技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作用，更好服务于药学科学创新、学术成果

转化、信息知识传播等各个领域。

( 一 ) 探索主办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发展新模式
2017 年，学会制定《中国药学会学术自律制度》， 修订了《中国药学会主办期刊管理办法》、

《主办期刊主办协议书》等，进一步规范主办期刊管理，统一主办期刊编排规范。在中国科协

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第四期项目“期刊集群 ( 联盟 ) 建设项目”的支持下，扎实有序推动期刊改革，

推进主办期刊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与国内知名数字出版平台共同构建的“中国药学知网”是

学会将期刊数字化出版提高到主动参与信息知识服务的有益尝试。

( 二 ) 创新期刊审读模式、提升审读成效
7 月，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学会主办期刊第二十三次审读会。会议对学会主办的 9 种期

刊进行审读，还围绕学术期刊发展特点与要求等安排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孔令义教授等 4 个专

家作学术报告，并请 6 月份被 SCI 收录的《药学学报英文》编辑部就英文期刊办刊思路作了专

题介绍。在此次审读会上启动的学会主办期刊 2017 年度优秀论文评选工作围绕主办期刊吸引优

质稿源，提高刊物编校质量等核心任务展开。评选工作 11 月底完成，共有 70 篇论文入选。

( 三 ) 主办期刊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
6 月，《药学学报英文》(APSB) 被 SCIE 收录，成为我国第一本被该数据库收录的药学综

合性学术期刊。

11 月，《中国中药杂志》、《药学学报》、《中国天然药物》、《中草药》等 4 刊入选

2017 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中国天然药物》、《药学学报》获评“2017 年第三届百强科技期刊”。

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推动办事机规范化发展。 修订《中国药学会供应商管理办法 ( 试

行 )》《中国药学会项目管理办法》等 16 项制度。召开理事会 2 次，监事会 2 次，常务理事会

4 次，理事长办公会 6 次，秘书长办公会 6 次。加强分支机构建设和管理，成立中国药学会药

物警戒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药学会临床中药学专业委员会。新增学术自律与学术维权、科技评价、

团体标准与技术规范等 3 个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组织召开办公会 23 次。

七、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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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决算收入合计 4729.20 万元，包括：会费收入 14.57 万元；提供服务收入 2507.28 万

元；政府补助收入和项目经费 1581.65 万元；投资收益 578.94 万元；其他收入 46.77 万元。

本年支出合计 3804.03 万元，包括：业务活动成本 2474.60 万元，管理费用 1237.32 万元，

其他费用 92.11 万元。

2017 年学会获中央国家机关社会治理综合治理基层平安建设优秀单位；连续 7 年获“中国

科协科普工作优秀学会”；连续两年获中国科协“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和“优

秀活动单位”；宝葫芦娃被评为 2017 年度搜狐号 • 健康最受搜狐网友喜爱医疗机构；获中国科

协学会综合治理改革项目奖补资助；获中国科协 2017 年度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全国学会奖补二类

学会。

学会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四号建外 SOHO 九号楼 18 层

电话：010-58699270

网址：http//www.cpa.org.cn

八、财务报告

九、其他

药学会官方微信 药葫芦娃微博

药葫芦娃搜狐健康微信药葫芦娃今日头条微信 药葫芦娃天天快报微信

药葫芦娃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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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药物警戒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杨威任第一届主任委员，本届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 人，委员共 37 人。

3 月，受工信部等 4 部门委托开展“第一批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试点工作情况评估”项目。

3 月，开展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内的科技成果登记和备案工作。

4 月 10 日，陈越磊等 5 位同志获第二十届中国药学会 - 施维雅青年药物化学奖。

4 月 22 日，临床中药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肖小河任第一届主任委员，本届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 人，委员共 39 人。会议正式颁布了《中药品质评价方法指南》。

4 月～ 9 月，合理用药与持续改进－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提升项目培训班共举办 4 期 , 

883 名药学人员参加培训。第八期在西藏自治区拉萨举行，来自西藏 28 个地市级医院和高校的

113 名药学工作者参加了本次培训班。

5 月 15 日～ 17 日，第二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学会 23 届理事会负责人，

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办期刊、各地药学会以及全国药品研究、生产、流通、使用、教育、监

管等领域会员代表 , 新闻媒体、兄弟学会和社会各界人士共计 470 多人参加了会议。

5 月 16 日，第二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中国药学会 24

届理事会理事 180 人。

5 月 16 日，第二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药学会监事会，选举产

生王生田、吴晓明、陈凯先 3 位监事。

5 月 16 日，第二十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普通会员 100

元 / 年 / 人、高级会员 200 元 / 年 / 人、单位会员 10000 元 / 年的新会费标准。

5 月 16 日，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无记名投票选举陈凯先院士为监事长。会

议通过了《中国药学会监事会工作规则》。

5 月 17 日，24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47 名理事出席会议，会议无记名投票

选举产生 24 届常务理事会 60 人。

5 月 17 日，24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无记名投票选举孙咸泽同志为 24 届理事会理事长，陈

志南、黄璐琦、丁健、李松、王晓良、吴春福、丁丽霞、孙飘扬、李波、来茂德、张晓东、蔡

东晨同志为 24 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5 月 17 日，24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中国药学会 22 届、23 届理事长桑国卫院士为 24

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5 月 17 日，24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丁丽霞为 24 届理事会秘书长。

十、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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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24 届理事会第一次党员大会表决通过 24 届理事会党委由孙咸泽、丁丽霞、王

晓良、李波、张晓东同志组成。24 届理事会党委第一次会议，决定孙咸泽同志任党委书记、丁

丽霞同志任党委副书记、王晓良同志任纪检委员、李波同志任统战委员兼青年委员、张晓东同

志任宣传委员兼组织委员。

5 月 17 日，24 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42 名常务理事出席会议。会议

聘任王爱国、何莉为 24 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5 月 17 日， 24 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了学术、组织、国际交流、编辑出版、

科普、科技开发与医药信息、继续教育、青年、产学研与创新、财务与基金、学术自律与学术维权、

科技评价、团体标准与技术规范 13 个工作委员会设立及其工作职责。

5 月 22 日～ 27 日，“科技活动周”期间，我会与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标司、新闻司、中检院、

中国健康传媒集团、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共同开展以“食药安全 创新圆梦”为主题的食品药

品安全宣传活动。全国参与活动的单位达 9848 家，公众参与共计 872 万人次，媒体宣传 110

万次。

5 月 29 日，我会推荐的石远凯教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章，王军志、夏宁邵教授获得全国

创新争先奖状。

5 月，完成中国药学会网络大讲堂直播平台建设工作，实现了网上注册报名信息发布、开

课提醒、数据统计、在线收看及回放等专业功能，同时支持手机及部分移动端在线收看。

5 月，在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组织开展的全国学会“党建强会计划”项目申请中，我会

申报的主题为“在立体化党建宣传阵地上树起优秀党员旗帜，团结带领广大会员投身创新争先

行动”的创建党建学习宣传阵地项目获批。

5 月，《中国天然药物》杂志主任郑晓南编审获首届江苏省创新争先奖。

6 月 6 日，我会以“ 防止和克服学会党组织 “三会一课”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

化研究”为题向中国科协学会党建研究会申报的调研课题获得批准。

6 月 14 日，授予邓晟等 8 位青年学者第五届中国药学会 - 施维雅青年医院药学奖。

6 月，我会主办的《药学学报》英文版 (APSB) 被 SCIE 收录。

6 月，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专家参加 2017 年亚洲临床药学大会，朱珠教授获得特殊贡献大

奖，张海莲教授任 2018 年亚洲临床药学大会会议主席。

7 月 13 日～ 14 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办，我会协办的金砖国家药品监管合

作会议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药监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40 多家国

内外制药企业代表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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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 19 日，我会主办期刊第二十三次审读会在西宁召开。主办期刊主任、编辑等

50 人参会。

7 月 18 日～ 20 日，第五届生物技术药物理化特性分析与质量研究技术研讨会在辽宁省本

溪市召开，307 人参加会议。

7 月 20 日，科技开发中心联合北京妇产医院承担了中国科协“智爱妈妈行动”试点项目——

“智爱妈妈”农村妇女安全用药科学素质促进行动项目。

8 月 27 日～ 30 日，2017 年全国药物化学学术会议暨中 - 欧药物化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共 1597 名代表参会。

8 月 28 日，在 2017 年中国药物化学学术会议暨中 - 欧药物化学研讨会开幕式上举行了“中

国药学会 - 施维雅青年药物化学奖”20 周年纪念活动。

9 月 6 日，经民政部审核通过了中国药学会 2016 年度检查为合格。

9 月 6 日～ 10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领导访美期间，我会受总局委托在美国

华盛顿组织召开与美国制药企业圆桌会议和与中国在美发展企业圆桌会议。

9 月 14 日～ 16 日，《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第十三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

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会议共收论文 164 篇， 291 人参会。

9 月 14 日～ 18 日，受中国科协委托，我会牵头负责“健康伴我行”专区的创意策划和组

织实施，联合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等 13 家全国学会和 5 家媒体，开

展 30 余项线上线下互动科普活动，覆盖人群逾 2971 万人次。

9 月 16 ～ 18 日，与烟台市政府等共同主办 2017 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

9 月 17 日～ 19 日，第四届医药创新和发展高层论坛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论坛主题为“加

快中医药发展扩大海内外影响”，387 人参加论坛。

9 月，在第二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遴选中，《中草药》发表的两篇论文入选中国科协

第二届优秀论文。

10 月 10 日，我会主办的全国安全用药月启动仪式暨第二届中国药品安全论坛在京举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我会理事长孙咸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会上发布十大公

众用药误区。药学专家、新闻媒体、志愿者、消费者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中央电视台 2 套财

经频道《整点财经》、1 套综合频道《生活圈》对活动进行报道，人民网对活动开展直播。

10 月 10 日～ 11 月 10 日，开展第六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公众通过趣味答题游戏了

解药学知识、常见用药误区，指导公众安全合理用药。参与人数 102.9 万人次，共吸引 1122.9

万人次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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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授予何红伟等 8 位青年学者第九届中国药学会 - 赛诺菲青年生物药物奖。

10 月 18 日～ 24 日，副理事长李松、李波同志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

10 月 21 ～ 24 日，我会与国际用药安全网络组织在北京共同举办 2017 年国际用药安全网

络年会暨第五届国际安全用药论坛。

10 月 23 日，通讯召开学会 24 届理事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24 届理事会 13 个

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10 月 27 日～ 29 日，第十一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主题是“能级提升—

药物制剂创新与产业化”，国内外药物制剂专家学者共 1456 人出席。

10 月 30 日，中国药学会官方微信号上线。

10 月 31 日，决定给予“La 蛋白特异性抑制剂及其衍生物在抗乙肝病毒相关性肝癌中的分

子机制研究”等 6 个项目首届中国药学会 - 以岭生物医药创新基金资金资助。

10 月 31 日，颁发第二届中国药学会 - 以岭生物医药奖决定，授予高申等 5 位专家以岭生

物医药创新奖，授予高昊等 5 位青年学者以岭生物医药青年奖。

10 月 31 日，决定对 15 项研究项目授予十二届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 3 项、

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7 项。

10 月，《中国现代应用药学》编辑部主任梁天天编审被评为首届浙江省优秀期刊社社长。

11 月 1 日，2017 年中国药学会主办期刊优秀论文评选完成，共 70 篇论文入选。

11 月 3 日，“科海扬帆 梦想起航”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进西安交通大学。

11 月 3 日～ 6 日，2017 年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七届中国药师周在西安市召开，1981 人

参加大会。

11 月 4 日，党的十九大代表、学会副理事长李波同志在理事会党员大会上进行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

11 月 4 日，学会理事会党员大会决定增补吴晓明、王生田两位同志为理事会党委委员。

11 月 4 日，举办学会成立 110 周年纪念活动，向“中国药学会终身成就奖”(1 名 )、“中

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10 名 ) 获奖者颁奖。活动期间播放了建会 110 周年宣传片，举办了历史

图片展，前期还编辑了中国药学会成立 110 周年大事记。

11 月 4 日，开展“中国药师周”系列科普公益活动—“药师您好”科普文艺作品展演。

11 月 5 日～ 9 日，第十三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暨 2017 国际海洋药物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会议以“开拓深蓝生物资源，驱动海药源头创新”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 560 余名海洋药物

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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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第二届“安全用药 守护健康”互动体验活动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10 家医

疗机构的临床药师现场接受用药咨询， 答疑解惑。接待 5000 名游客， 发放折页、科普光盘、

书籍、手提袋等主要宣传品 8000 件。

11 月 10 日，取得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核准通知书》，经中国药学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

表大会修订的《中国药学会章程》核准生效。

11 月 15 日，取得民政部《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通知书》，同意 24 届理事会负责人备案。

11 月 21 日～ 24 日，由亚洲药学科学联盟、中国药学会联合主办，厦门大学承办的“亚

洲药学科学联盟 2017 年学术会议”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等 18 个

国家及地区的 300 多名药学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王晓良副理事长在此次会议中当

选亚洲药学科学联盟主席，任期为 2017 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24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王锐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月 28 日，24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赵宇亮研究员、蒋华良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月，中国药学会获得中国科协学会综合治理改革工程项目。

11 月，《中国药学》( 英文版 ) 编辑部入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团队”、编辑部主任

黄河清编审入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主编”。

12 月 5 日，学会党支部与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第三党支部共同组织召开期刊建设与发展

调研座谈会，50 余人参加会议。

12 月 6 日，中国药学会创新驱动助力工程通化服务工作站揭牌仪式在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创业基地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李松出席。揭牌仪式后举行了

学术报告和企业专家座谈会。

12 月 12 日～ 14 日，我会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组织 5 位专家赴安徽省金寨县召开了中国

药学会金寨精准扶贫座谈会，并深入到贫困户茯农种植地进行调研指导。

12 月 13 日，我会荣获中国科协“2017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健

康伴我行”、“健康伴我行——健康药知道”两项 2017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优秀活动。

12 月 18 日，我会推选的王佑春、耿美玉两位教授获第十八届吴阶平 - 保罗 · 杨森医学药

学研究奖 ( 吴杨奖 )

2017 年，科技开发中心取得《CMEI 药葫芦娃药师辅助工具软件》《CMEI 药剂科微云平台》

《CMEI 药学会微云平台》《CMEI 医院处方即时点评系统》等 8 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表 1 中国药学会 2017 年举办学术会议
一类会 6 个 ( 中国药学会主办 )

序
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人数 论文数 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1 中国药学会第四届药物检测质量管理
学术研讨会

4 月
19-20 日 272 106 厦门 中国药学会 厦门市药学会

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2 第五届生物技术药物理化特性分析与
质量研究技术研讨会

7 月
18-20 日 307 20 本溪 中国药学会 生物药品与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 

3 第四届中国医药创新与发展高层论坛 9 月
17-19 日 387 - 合肥 中国药学会 安徽中医药大学

4 第十一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 10 月
27-29 日 1456 800 上海 中国药学会 药剂学专业委员会等

5 2017 年中国药学大会
暨第十七届中国药师周

11 月
4-6 日 1981 360 西安 中国药学会 学会秘书处

6 全国生物技术药物高峰论坛 11 月
4-6 日 193 - 西安 中国药学会 生物药品与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

生化与生物技术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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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会 33 个 ( 专业委员会主办 )

序
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人数 论文数 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1 药学品管圈研讨会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65 -

北京
成都
上海
长春

药事管理专业
委员会等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
监管研究专业委员会

2 第七届仿制药峰会 4 月
20-21 日 291 280 上海 制药工程

专业委员会 -

3 制药工程创新发展论坛 4 月 20 日 189 - 青岛 制药工程
专业委员会 -

4 中国药学会临床中药学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学术会议 4 月 22 日 94 - 北京 临床中药学专业

委员会 -

5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首届肿瘤临床药学高峰论坛 4 月 23 日 329 200 北京 医院药学

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国家癌症中心

6 老年性疾病相关的新研究方法与
新策略研讨会

5 月
20-23 日 65 - 济南 老年药学

专业委员会 -

7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首届慢病药学管理学术论坛

5 月
13-14 日 59 - 北京 医院药学

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8 创新药物成药性评价高层学术论坛 5 月
3-5 日 189 - 昆明 应用药理

专业委员会
云南白药集团创新研发中心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9 中药质量标志物学术会议 5 月
21-23 日 147 - 青阳 制药工程

专业委员会 《中草药》杂志社有限公司 

10 生物制剂 - 抗体研发论坛 5 月
18-19 日 142 - 上海 制药工程

专业委员会 -

11 药物经济学青年学者论坛 6 月
3-4 日 55 - 北京 药物经济学专业

委员会 -

12 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
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7 月
19-21 日 312 160 兰州 药物流行病学专

业委员会

药物流行病学杂志社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13 第八届临床药学实践与个体化治疗
研讨会

7 月
7-8 日 324 - 苏州 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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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会议名称 时间 人数 论文数 地点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14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年会暨践行健康中国理念促进药事
管理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

8 月
20-22 日 191 181 长沙 制药工程专业

委员会 湖南省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15 2017 年全国药物化学学术会议 8 月
27-30 日 1597 1500 北京 临床中药学专业

委员会 -

16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首届川陇互联药学学术研讨会 8 月 12 日 442 - 绵阳

兰州
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第一
届基层药学学术年会

8 月
17-20 日 513 200 深圳 老年药学专业

委员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基层药学
专业组
深圳市药学会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18 岛津杯第十三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
论文评选交流会

9 月
14-16 日 291 280 成都 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 《中国药学杂志》社有限公司

19 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
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9 月 15 日 201 100 成都 应用药理专业

委员会 成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委会

20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第六届肿瘤药学大会

9 月
1-3 日 265 75 广州 制药工程专业

委员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肿瘤药学
专业组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1 中国药学会毒性病理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学术研讨会

10 月
25-28 日 197 120 厦门 制药工程专业

委员会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

22 全国药学类专业建设研讨会 10 月
8-9 日 349 - 南京 药物经济学专业

委员会
中国药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23 第 19 届全国药学史本草学术研讨会 10 月
13-15 日 138 80 苏州 药学史专业

委员会
江苏省药学会
南京中医药大学

24 中国药学会医药知识产权研究
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10 月
14-15 日 86 - 南京 医药知识产权研

究专业委员会 -

25 第十六届全国青年药师成才之路论坛 10 月
20-23 日 195 120 哈尔滨 医院药学专业委

员会 黑龙江省药学会

26
第 28 届全国儿科药学学术年会
暨第 9 届全国儿科中青年药师论文
报告会

10 月
11-14 日 267 250 哈尔滨 医院药学专业委

员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儿科药学
专业组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儿科药学杂志

27 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10 月
20-22 日 187 160 合肥 制药工程专业委

员会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省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会

28 第十三届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 11 月
23-24 日 234 200 福州 抗生素专业

委员会
福建省药学会
中国抗生素杂志社

29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年会

11 月
26-27 日 98 - 北京 药物经济学专业

委员会 -

30 第 27 届全国医院药学学术年会
暨第 77 届 FIP 卫星会

11 月
17-19 日 2165 92 昆明 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药学会
《中国药学杂志》社有限公司

31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第六届眼科药学学术会议

11 月
3-5 日 195 39 广州 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眼科药学
专业组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中国药学杂志》社有限公司

32 第十三届海洋药物学术年会 11 月
5-9 日 560 150 青岛 海洋药物专业

委员会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33 第七届全国妇产科药学大会 11 月 17 日 144 100 昆明 医院药学专业
委员会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妇产科药学
专业组
《中国药学杂志》社有限公司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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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班名称 时间 地点 参与人数

1 2017 年合理用药与持续改进 --- 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提升项目培训 ( 第五期 ) 4 月
15-16 日 郑州 326

2 2017 年合理用药与持续改进 --- 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提升项目培训 ( 第六期 ) 5 月
13-14 日 南昌 254

3 2017 年合理用药与持续改进 --- 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提升项目培训 ( 第七期 ) 6 月
24-25 日 长沙 190

4 2017 年合理用药与持续改进 --- 临床药学队伍建设与质量提升项目培训 ( 第八期 ) 7 月
15-16 日 拉萨 113

5 2017 年医院一线药师药学服务技能与处方 / 医嘱审核培训班 ( 第十四期 ) 11 月 12 日 北京 115

6 医院药学实践与用药安全培训班 6 月
23-25 日 沈阳 245

7 肿瘤与疼痛治疗培训班 11 月 17 日 昆明 81

8 2017 年药学科技论文写作培训班 7 月
21-22 日 荣成 80

9 生物医药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高级研修班 11 月
4-5 日 西安 200

10 药物经济学评价技术与方法培训班 11 月 27 日 北京 237

11 全国临床药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带教药师教学能力培训班 11 月 26-27
日 南京 88

12 医院药事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 ( 第九期 ) 4 月
19-23 日 北京 54

13 医院药事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 ( 第十期 ) 7 月
19-23 日 北京 61

14 医院药事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 ( 第十期 ) 10 月 18-22
日 武汉 48

15 医院药事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 ( 第十期 ) 12 月 20-24
日 深圳 60

16 《中国药学会 - 默克雪兰诺 - 北京大学中国医院药学领导力、管理与发展项目》( 南京站 ) 10 月 21-22
日 南京 54

17 《中国药学会 - 默克雪兰诺 - 北京大学中国医院药学领导力、管理与发展项目》( 海口站 ) 10 月 28-29
日 海口 122

18 《中国药学会 - 默克雪兰诺 - 北京大学中国医院药学领导力、管理与发展项目》( 兰州站 ) 11 月 11-12
日 兰州 113

19 《中国药学会 - 默克雪兰诺 - 北京大学中国医院药学领导力、管理与发展项目》( 南昌站 ) 11 月 25-26
日 江西 106

20 《中国药学会 - 默克雪兰诺 - 北京大学中国医院药学领导力、管理与发展项目》( 沈阳站 ) 12 月
9-10 日 沈阳 102

21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一场 ) 6 月 1 日 北京 1380

表 2 中国药学会 2017 年开展继续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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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培训班名称 时间 地点 参与人数

22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二场 ) 6 月 15 日 上海 1600

23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三场 ) 6 月 22 日 成都 1800

24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四场 ) 7 月 13 日 北京 1115

25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五场 ) 8 月 3 日 苏州 1165

26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六场 ) 8 月 24 日 广州 1460

27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七场 ) 9 月 14 日 北京 1000

28 2017 年中国药学会药学网络大讲堂 ( 第八场 ) 10 月 12 日 上海 1100

29 药学监护理论与临床实践研讨班 11 月 17 日 昆明 65

30 医院机构调剂流程优化与管理培训班 ( 第一期 ) 9 月
8-9 日 北京 101

31 医院机构调剂流程优化与管理培训班 ( 第二期 )   9 月
16-17 日 太原 137

33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七期 ) 3 月
3-4 日 秦皇岛 388

34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八期 ) 5 月
19-21 日 天津 249

35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九期 ) 6 月
22-24 日 郴州 210

36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十期 ) 6 月 30-
7 月 2 日 海口 486

37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十一期 ) 7 月
7-9 日 运城 287

38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十二期 ) 8 月
4-6 日 延吉 221

39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十三期 ) 8 月
18-19 日 深圳 211

40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十四期 ) 9 月
16-17 日 六安 298

41 基层一线药师服务技能培训班 ( 第十五期 ) 8 月
25-26 日 三明 204

42 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专题负责人高级培训班 8 月
19-20 日 哈尔滨 200

　合计 16445

续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