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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本合同书所列内容应实事求是填写，表达上要明确、严谨。

2、本合同书与申请书构成一套立项的原始资料，乙方承担任务以合同书内容为依据。

3、项目预算表和预算科目

一、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

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

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和其他支出等。

（1）设备费：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需购置的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2）材料费：指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所支付的原材料、燃料动力

、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专项经费不支持购买生产经营性材料、基

建材料、普通办公材料。

（3）测试化验加工费：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

核算单位）的试验、加工、测试、化验等费用。单项预算在5万元以上的测试化验加工项目，要

重点说明与研究任务的相关性、必要性，以及选择测试化验加工单位的理由，次数、价格等测

算依据。其他测试化验加工项目可结合课题研究任务进行合并说明。

（4）燃料动力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

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5）差旅费：指在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为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而进行国内调研考察、现场试验、学术交流等工作所发生的交通、住宿等费

用。出境（含港澳台）差旅费只能通过申请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计划项目列支。

（6）会议费：指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

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同的国家的补助

标准不一样，请参考目的地国家具体补助标准。

（8）信息费：指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检索费、著作出

版印刷费、专用软件购买、论文版面费、数据调查费、专业通信费、知识产权事务费等。

（9）专家咨询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10）劳务费：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

相关人员（指参加项目研究但在所在单位和所在岗位没有工资收入的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

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11）其他支出：指除上述费用之外与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有关的其他

费用，需写具体费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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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

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

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

例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

，具体比例如下：

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不超过20%；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13%；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10%。

（1）管理费：指科技项目承担单位及受托管理单位为组织管理科技项目而支出的相关费用

。包括现有仪器设备和房屋使用费或折旧、直接管理人员费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支出。

（2）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其支出不

得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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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合同书

甲方：陕西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项目实施单位，以下简称乙方）陕西中医药大学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顺利完成乙方承担的“陕西省 年科技统2016

筹创新工程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以下简张仲景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的开发研究 2016KTTSSF01-05

称本项目），特订立本合同。

本项目执行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2016 01 01 2018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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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与任务

本项目选用方中药物皆为药食同源品种的张仲景经典名方“小建中汤”，以保健品开发以及现代科学研究为
基础，集成现代制药技术等新技术，开发出稠酒、饮料、食品等系列健康产品，以满足健康事业的需求。本
项目将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品研制的相关要求和流程开展以下研究内容：小建中汤保健产
品（稠酒、饮品、食品）的配方、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本部分内容主要针对小建中汤稠酒、饮品、食
品的配方（药材来源及其鉴定、药品标准物质研究），生产工艺、工艺验证研究，辅料及治疗标准研究，产
品标准物质的研究，产品检验及稳定性研究；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毒理学安全性研究
：本部分内容主要开展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急性和长期毒性实验研究，以期确定产品
的安全性；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保健功能研究：因前期研究初步发现小建中汤具有增
强免疫、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本部分根据国家保健品功能评价相关实验项目，分别针对小建中汤
稠酒、饮品、食品的增强免疫功能和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2、产学研结合情况（重点阐述企业承担或参与项目情况，企业投入情况）

本课题是根据市场需求而立项的，并以合同的形式规定了各自的责任和利益，所以“产、学、研”结合模式
是本课题的特色和基础。本课题中的中试生产部分主要由陕西中医学院制药厂承担，企业根据项目的研究内
容和技术特点，进行了相关设备的升级和改造，前期投入了50万元，针对药物的提取、分离、质量稳定性的
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前期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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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情况

该项目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企业的发展方向更加多元化，从之前以中药产品为主逐渐转向中药
与保健品并重的发展思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与企业共享研究思路与相关技术，提升了企业的技术能力和
科研能力；最终研究成果企业拥有优先使用权，对提高企业的产业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4、项目、人才、基地统筹（重点阐述项目的实施对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基地建设的促进作
用及预期效果）

本项目的是实施，为参与项目研究的青年教师、科研骨干、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实践机会，提高了实践能
力，拓展了视野，扩展了思维，并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项目主要在依托陕西中医学院建
设的陕西省中药资源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完成，通过相关研究将提升该中心中药资源的的产业化能力和创新
能力，为中药资源科研平台的搭建，科研能力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5、预期取得的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分析（重点阐述获取知识产权的类型、数量和依据，形
成技术标准的类型、数量和依据）

相关研究结果申请发明专利3项，相关专利的申请将围绕相关产品的配方组成，制备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
展开；发表学术论文6 篇，主要围绕相关产品的理论依据，药品的提取、分离、坚定以及安全性和保健功能
进行研究报道。

6、考核目标及技术经济指标

①完成小建中汤类保健产品成的技术研究，包括提取技术、分离技术、干燥技术、粉碎技术和现代色谱技术
等新技术，建立3种新型保健产品的制备工艺及质量控制标准；
②完成小建中汤类保健产品的毒理学安全性研究；
③完成小建中汤类保健产品保健功能研究
④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
⑤发表学术论文6篇；
⑥培养研究生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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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类别 二级指标类别 明细指标 预期绩效目标

产出类指标

知识产权

1、专利申请数（项） 3

（1）申请发明专利 3

（2）实用新型 0

（3）外观设计 0

2、专利授权数（项） 0

（1）授权发明专利 0

（2）实用新型 0

（3）外观设计 0

3、软件著作权授权数（项） 0

4、发表论文（篇） 5

（1）其中SCI索引收录数 0

（2）其中EI索引收录数 0

5、著作（部） 0

6、制订标准数（项） 0

（1）国际标准 0

（2）国家标准 0

（3）行业标准 0

（4）地方标准 0

（5）企业标准 0

其他成果

1、填补技术空白数（项） 0

（1）国际 0

（2）国家 0

（3）省级 0

2、获奖项数 0

（1）国家奖项 0

（2）部、省奖项 0

（3）地市级奖项 0

3、其他科技成果产出 0

（1）新工艺（或新方法模式） 0

（2）新产品（含农业新品种） 0

（3）新材料 0

（4）新装备（装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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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台/基地/示范点 0

（6）中试线 0

（7）生产线 0

4、研究开发情况 \

（1）小试 是

（2）中试（样品样机） 是

（3）小批量 否

（4）规模化生产 否

人才引育

1、引进高层次人才 0

（1）博士、博士后 0

（2）硕士 0

2、培养高层次人才 4

（1）博士、博士后 1

（2）硕士 3

产业化情况
新增产能（台/套/只等） 0

新增产能利用率（%） 0

效果类指标

经济效益

1、新增产值（万元） 0

2、新增销售（万元） 0

3、新增出口创汇（万美元） 0

4、新增利润（万元） 0

社会效益

1、新增税收（万元） 0

2、新增就业人数 0

其中：本科以上就业人数 0

3、就业培训（人次） 0

4、带动农民增收（万元） 0

5、农户培训（人次） 0

6、新增产业带动情况（列举情况）
带动药物种植、生产等相关产业
发展

7、技术集成示范（项） 0

8、建立农业示范基地（亩数） 0

9、节约资源能源（列举） 无

10、环保效益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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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经费情况

1、经费预算

项目总投资（万元） 170.00 已完成投资（万元） 50.00

计划新增投资（万元） 120.00 申请专项经费（万元） 70.00

已完成投资来源（万元）

合计 单位自筹 银行贷款
政府资助

其他来源
国家 省级 市级

50.00 0 0.00 0.00 0 0.00 50.00

计划新增投资来源（万元）

合计 单位自筹 银行贷款
政府资助

其他来源
国家 省级 市级

120.00 50.00 0.00 0.00 70.00 0 0

计划新增投资支出情况（万元）

支出科目 新增投资总额 专项经费 说明

一、直接费用 115.90 65.90

1、设备费 15.00 0.00

（1）购置设备费 15.00 0 企业中试产品检验设备的购置

（2）自制设备费 0 0 无

（3）设备改造与租赁 0 0 无

2、材料费 70.50 48.90
购买原材料、实验动物、低值易耗
品等

3、测试化验加工费 5.40 4.00 样品检测、相关实验指标检测

4、燃料动力费 4.00 0 用于专用设备的水、电、燃料等

5、差旅费 3.00 2.00
用于项目沟通、学术推广等必要的
差旅费

6、会议费 2.00 0.80
用于项目研制过程中组织相关技术
论证会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0 0 无

8、信息费（出版/文献/信息
传播/知识产权事物费等）

4.50 4.50 专利申请、文章版面费、材料印刷

9、专家咨询费 3.50 1.50 用于咨询专家项目相关的内容

10、劳务费 8.00 4.20 用于支付5名研究生3年劳务费

11、其他支出 0 0 无

二、间接费用 4.10 4.10

1、管理费 2.10 2.10 按项目管理费规定3%计

2、绩效支出 2.00 2.00
根据工作人员的的业绩，设立激励
基金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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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0.00 70.00

2、项目参与单位的任务分工及项目专项经费分配

项目牵头单位 陕西中医药大学

工作分工

（1）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毒理学安全性研究：本部分内容主要开

展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急性和长期毒性实验研究。

（2）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保健功能研究：分别针对小建中汤稠酒

、饮品、食品的增强免疫功能和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新增经费预算

分配情况
总经费（万元） 70.00 专项经费（万元） 70.00

合作单位1 陕西中医学院制药厂

工作分工

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稠酒、饮品、食品）的配方、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本部分内

容主要针对小建中汤稠酒、饮品、食品的配方（药材来源及其鉴定、药品标准物质研究

），生产工艺、工艺验证研究，辅料及治疗标准研究，产品标准物质的研究，产品检验

及稳定性研究；

新增经费预算

分配情况
总经费（万元） 50.00 专项经费（万元） 0

3、需增添的主要仪器设备（使用专项经费购买价值5万元以上的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价格

（万元）
增添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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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进度计划（说明项目进度，包括实施方案、实施地点等内容）

序号 时间 计划完成内容

1

第1阶段
年 月 日2016 01 01
至

年 月 日2016 12 31

2016年12月以前完成所有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汇总工作，确定小建中汤加
工成保健产品的生产技术；筛选、确定其制备工艺；发表论文1篇。

2

第2阶段
年 月 日2017 01 01
至

年 月 日2017 12 31

2017年12月以前完成小建中汤加工成新型保健产品的生产技术研究，筛
选、确定其制备工艺、质量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体
系；发表论文2篇。

3

第3阶段
年 月 日2018 01 01
至

年 月 日2018 10 31

2018年10月以前完成小建中汤保健产品的毒理学安全性研究,完成小建
中汤保健产品保健功能研究；完成小建中汤保健产品中试规模化研究，
完善工艺，修订质量标准；发表论文2篇，申请国家专利3项。

4

第4阶段
年 月 日2018 11 01
至

年 月 日2018 12 31

2018年12月前完成研究资料汇总，发表论文，财务评估，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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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人员情况

项目负责人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从事专业 职称 学历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周永学 1956-03-19 男 方剂学 教授 硕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学院 项目负责人

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从事专业 职称 学历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唐志书 1972-09-26 男 中药学 教授 博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学院
中试生产及质

量控制

商晋 1984-04-22 女
食品研发与加

工技术
讲师(高校) 博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学院

产品生产加工
与质量控制

闫曙光 1981-10-07 男 方剂学 讲师(高校) 博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学院 保健功能实验

曹林林 1961-12-21 男 中药学 主任药师 本科生 陕西中医学院
中试生产及质

量控制

王斌 1978-09-08 男 中药药理学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学院
毒理安全性实

验

王政 1984-02-25 男 方剂学 未取得 硕士研究生 陕西中医学院 保健功能实验

曹頔 1991-02-26 女 方剂学 未取得 本科生 陕西中医学院
毒理安全性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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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条款

（一）、甲方（科技厅）

1、负责及时划拨项目经费给项目单位。

2、负责协调、监督项目实施，检查项目执行情况，审计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经检查审计，

如发现违反合同，有权暂停或停止划拨经费。

3、按《陕西省科技计划暂行管理办法》、《陕西省科技成果鉴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依据本合同第一条所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及成果鉴定。

（二）、乙方（项目承担单位）

1、负责项目组织实施，进行项目日常管理及检查监督，并按规定向甲方报送项目年度执行

情况报告。

2、乙方须呈交项目/课题科技报告。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提交进展报告和专题报告（包

括试验/实验报告、分析/研究报告、工程/生产/运行报告、评价报告、技术节点报告、时间节

点报告等），在项目/课题结题验收时提交最终报告。以上科技报告中，最终报告为必备报告，

其他报告视项目/课题执行情况酌情提交。

3、按合同规定的开支范围，对甲方划拨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

4、负责提供应由本单位安排的基建、物资、自筹经费、人工等有关保证条件。

5、接受甲方对项目执行及经费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或审计。

6、项目完成后，负责提出项目总结报告，及时做出经费决算，接受甲方组织的项目验收。

（三）、项目推荐部门

1、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协助甲方对项目执行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或审计。项目完成后，协助甲方对项目进

行验收。

3、负责解决应属本部门安排的基建、物资、配套资金等保证条件。

（四）、项目的转包、分包

1、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合同项目及其权利和义务转包、分包给第三者。

2、本项目若转包、分包必须经甲方同意后另行签订合同，并将转包、分包合同副本作为本

合同的正式附件，交甲方存查。

3、因第三方不能完成转包或分包合同的约定义务，影响乙方完成本合同应完成的义务，由

乙方负责。

（五）、知识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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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使用甲方下达经费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

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

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的收益。同时，在特定情况下，或根据合同中要

求保留无偿使用、开发、使之有效利用和获取收益的权利。其它事宜按照科技部《关于国家科

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执行。

（六）、技术资料的保密

1、非经双方同意，保密资料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2、对必须由保密审查部门审查后方能公开发表的保密资料，乙方不得擅自发表，擅自发表

者要承担失密责任，直至依法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

（七）、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1、任何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需与另一方协商，签订变更条款或协议，作

为本合同的正式附件，方可执行。

2、一方因他方违反合同或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计划调整，致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

必要，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逾期两个月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对方有权解除合同。

4、变更或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协商或按责任原则分别承担。

（八）、不可抗力和风险责任的承担

1、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或国家计划调整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

一方，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

2、甲方不履行合同内容，导致项目失败或部分失败，所拨经费（无偿部分）和物资不得追

回。乙方不履行合同内容，导致项目失败或部分失败，应全部退还或部分退还甲方所拨经费和

物资，情节严重者要追究责任。

3、乙方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风险情况，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乙方没

有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经济损失。

（九）、科技报告

乙方需呈交项目科技报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交进展报告和专题报告（包括试验/实验报

告、分析/研究报告、工程/生产/运行报告、评价报告、技术节点报告、时间节点报告等），在

项目结题验收时提交最终报告。以上科技报告，最终报告为必备报告，其他报告视项目执行情况

酌情提交。

（十）、合同文本的要求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存贰份，乙方存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其他附加条款

经双方协商订立的下列条款作为本合同正式内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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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合同签约各方

甲方：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业务处室负责人（签章）：

业务处室经办人（签章）： 电话：029-87294140

通讯地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10号D510室

邮编：710077 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陕西中医药大学

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世纪大道陕西中医药大学 电话：029-38185000

邮编：712046

帐户名称：陕西中医药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咸阳分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102803326631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部门：咸阳市科学技术局

负责人（签章）：

联系人：李可 电话：029-38163119

通讯地址：咸阳市秦皇路6号

邮编：712000 盖章

年  月  日

60
42
67
77
70
07

14/14



项目编号： 2022ZDLSF05-10

管理类型： 项目类

项目类别： 重点产业创新链（群）-社会发展领域

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合同（任务）书

项目名称： 基于药食同源理论以“秦药”黄芪为核心的功能性中药-茯茶食品应用开发研究

承担单位： 陕西中医药大学

项目负责人： 闫曙光 电子邮箱： ysg2002.student@sina.com

手机号码： 13991057361 联系电话： 38185254

推荐部门：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起止年限： 2022年01月01日 至 2024年12月31日

备注：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制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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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一、合同书通过“陕西省科技业务综合服务信息系统”，按照系统提示在线填写。

二、本合同书所列内容应实事求是填写，表达上要明确、严谨。

三、项目申请书是本合同书填报的重要依据，合同书填报不得降低考核指标，不得自行对主要

研究内容作大的调整。项目申请书和本合同书将共同作为项目过程管理、验收和监督评估的重要依

据。

四、项目经费表和支出科目

    （一）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

包括设备费、业务费（含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

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其他费用）和劳务费（含专家咨询费、聘用人员劳务

费、其他劳务费）。

    1.设备费：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需购置的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设备需填写《50万以上设备明细表》。

    2.业务费：业务费指研究中除设备费、劳务费以外的其他直接费用，包括材料、测试化验

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会议/差旅/国际合作等费用。

    业务费测算详见《基本测算说明》

    （1）材料费：指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所支付的原材料、燃料动力

、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2）测试化验加工费：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

核算单位）的试验、加工、测试、化验等费用。

    （3）燃料动力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

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4）差旅费：指在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为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而进行国内调研考察、现场试验、学术交流等工作所发生的交通、住宿等费用。

    （5）会议费：指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

以及协调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

    （6）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出国及外国专家来华工

作的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同的国家的补助标准

不一样，请参考目的地国家具体补助标准。

    （7）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指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

程中发生的信息检索费、著作出版印刷费、专用软件购买、论文版面费、数据调查费、专业通信费

、知识产权事务费等。

    （8）其他费用：指除上述费用之外与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有关的其他费

用。

    3.劳务费：劳务费指研究中支付给个人的直接费用包括专家咨询费、人员劳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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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费测算详见《基本测算说明》

    （1）专家咨询费：指项目研究中支付给临时聘请专家的费用。

    （2）聘用人员劳务费：指项目研究中支付给聘用人员的劳务费。

    （3）其他劳务费：指项目给参与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人员支付的劳务费。

    （二）间接费用：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在组织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

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课题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

、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绩效支出等。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

如下：

        100万元以下（含100万）部分不超过35%；

        100万元至500万元（含500万）的部分不超过30%；

        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的部分不超过25%；

        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不超过20%。

    1.管理费：指科技项目承担单位及受托管理单位为组织管理科技项目而支出的相关费用。

包括现有仪器设备和房屋使用费或折旧、直接管理人员费用和其他相关管理支出。

    2.绩效支出：是指承担课题任务的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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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同（任务）书

甲方：陕西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项目实施单位，以下简称乙方）陕西中医药大学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顺利完成乙方承担的“陕西省 年2022 重点研

项目 （项目发计划” 基于药食同源理论以“秦药”黄芪为核心的功能性中药-茯茶食品应用开发研究

编号： ，以下简称本项目），特订立本合同。2022ZDLSF05-10

本项目执行期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2022 01 01 2024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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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主要研究内容与目标

本项目将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研制的相关要求和流程开展以下研究内容：
①中药-茯茶食品的配方、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本部分内容主要针对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
食同源品种的配方（药材来源及其鉴定、药品标准物质研究），中药茯茶食品中药与茶叶的配伍形式、配方
比例、工艺要求等，并结合现有茯茶加工工艺技术，主要包括拼配、汽蒸、渥堆、拌茶汁、复汽蒸、压制、
发花和干燥，研究中药茯茶生产的加工工艺、工艺设备及其工艺参数范围，小试生产出中药茯茶食品小样，
并对其外形、汤色、滋味、香气等进行综合感官审评。
②根据小试产品的感官审评结果，调整或优化中药茯茶食品配方和小试工艺等进行中药-茯茶食品的工艺中
试试验，并对中试样品进行外形、汤色、滋味、香气等进行综合感官审评；根据中试样品的感官审评及理化
检测结果，优化中试工艺参数，形成完整、稳定的中药茯茶中试工艺体系，开发中药茯茶食品。
③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茯茶食品的功能研究：本部分参照国家保健食品功能评价相关实验项目
，分别针对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茯茶的对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和降血脂作用进行系统
、深入的研究。
④根据研究结果，对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茯茶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和降血脂的物质基
础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该物质基础与冠突散囊菌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开展相关研究，为产品的进一步优
化奠定基础。

2、创新点与关键技术

①依据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物的理化特性及应用习惯，确定其中药-茯茶产品的加工工艺，并采
用相应的提取溶媒、提取方法、分离方法、干燥方法、成型方法制备相应的中药-茯茶大健康产品。
②本次对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茯茶的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和降血脂功能研究参照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研制的相关要求和流程开展，同时采用现代药理学、生物分子学等相关技术
，对中药茯茶的功效物质开展进一步探索，为产品的优化奠定基础。
③建立物理化学参数质量评价体系，目前仅以某一成分或某几种成分的量来控制产品的质量还不够全面。为
此，本项目在深入研究系列健康产品的过程中, 针对其所具有的“有效物质组成的多元性及物料体系的多样
性”的特点，充分考虑精制过程优化设计共性关键问题，依据现代分离科学基本原理，参照物理化学方法，
建立起可科学表征系列产品特征的标准技术规范，开展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研究，以寻找影响分离过程的规
律，为研究中药茯茶大健康食品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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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有基础与实施条件（包括产学研结合情况）

①依据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物的理化特性及应用习惯，确定其中药-茯茶产品的加工工艺，并采
用相应的提取溶媒、提取方法、分离方法、干燥方法、成型方法制备相应的中药-茯茶大健康产品。
②本次对黄芪建中汤、消木丹加减方中药茯茶的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和降血脂功能研究参照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保健食品研制的相关要求和流程开展，同时采用现代药理学、生物分子学等相关技术
，对中药茯茶的功效物质开展进一步探索，为产品的优化奠定基础。
③建立物理化学参数质量评价体系，目前仅以某一成分或某几种成分的量来控制产品的质量还不够全面。为
此，本项目在深入研究系列健康产品的过程中, 针对其所具有的“有效物质组成的多元性及物料体系的多样
性”的特点，充分考虑精制过程优化设计共性关键问题，依据现代分离科学基本原理，参照物理化学方法，
建立起可科学表征系列产品特征的标准技术规范，开展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研究，以寻找影响分离过程的规
律，为研究中药茯茶大健康食品提供依据。

4、预期成果与经济、社会效益

（1）根据企业近年来市场情况预测，项目中药茯茶食品的单位出厂不含税价格按照125元/kg，根据国家经
济状况及同行业实际盈利水平等具体情况，财务基准收益率设定为 8%，项目单位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
家有关政策，所得税率以 15%计，项目产品增值税税率以 13%计，城市建设维护税以 7%计，教育附加以 5%
计，按照项目期内项目产品销售总量10000kg计算，结合企业过往新产品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的费用均值
，项目累计可实现的销售收入125万元、利税总额32万元。
（2）满足多种人群的需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药茯茶类保健产品也应顺应这一时代潮流，
适应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但是传统方法不是适应所有人群，且量大携带不便；原料从栽培到使用过程缺乏
质量监控，导致质量的不稳定性。创新是发展的灵魂，我们在传统汤剂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的中药（药
食同源）与茯茶进行有机结合，开发具有特定作用的大健康产品，不仅是对中药材的深加工，更是对传统方
法的发展和补充。
（3）提高中药利用率，保护自然资源。传统方式对中药的利用率比较低，造成大量的隐形浪费，而新型中
药-茯茶大健康产品，节约了原料，减少了自然损耗，有利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最大限度的增
加中药产品的附加值，也保护了环境。
（4）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本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我省中药、茯茶产业化进程，可以带动陕西省GAP种植、中
药类加工、出口贸易、健康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5）为人们提供绿色环保的纯天然保健产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加快，传
统中药的服用和食用方法已经阻碍了中药产业的发展。中药-茯茶大健康产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规范加工
生产，精确定量包装，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等优点，切实将中药产品和食品工业生产联系，延伸了
中药产品的产业链条，有利于推动中医药产业的专业化、节约化、现代化、标准化发展，使生产、加工、运
销以及服务等环节通过利益的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证了产品的质优、量准，方便，使人们乐于接受，
从而提高了中医药治病和保健的效果。
（6）项目预期获发明专利2项，发表论文5篇，建立中药茯茶中试加工技术规范1套，通过对中药-茯茶深加
工技术的研究，获得新型大健康产品的产业化工艺技术及质量控制体系，不仅是中药工业化生产的成功，而
且为陕西中药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新思路。在中医药的伟大宝库中，
还有众多以药食同源品种为主组成的既有治疗作用又有保健功能的方药，为此，项目完成后，我们将以此为
契机，研究开发出更多的药食同源品种的健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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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核指标

1.建立稳定的中药茯茶中试加工技术规范1套。
2.开发中药-茯茶产品1-2款。
3.申请发明专利1-2项。
4.培养青年研究骨干2名，培养硕士研究生3名
5.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其中SCI论文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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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组主要参与者

项目人数
项目组人员总

数
16人

高级职称 7人 中级职称 4人 初级职称 1人 其他 4人

博士 6人 硕士 5人 学士 4人 其他 1人

项目负责人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
月

证件
类型

证件号码
性
别

从事专
业

职称 职务 学历
所在单
位

项目分
工

手机 签名

1
闫曙
光

1981-1
0-07

身份
证

****** 男 方剂学 副教授 教师
博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项目负
责人

139910
57361

项目负责人简介
闫曙光，医学博士，教授，九三学社社员，陕西省特支计划区域发展创新人才，咸阳市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陕西中医药大学方剂学教研室教师，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常务委员，咸阳市胃肠病证方药重点实验室负
责人，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方剂学学科带头人，陕西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方向负责人，陕西中医药大
学科技创新团队方向负责人。2012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获方剂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
，目前主要从事方剂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科金项
目5项，参编全国中医院校规划教材2部，发表论文30余篇，SCI论文8篇。获中华中医药学会优秀博士论文奖1项
，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咸阳市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研究方向：寒热并用方治疗胃肠病的
临床与实验研究。

主要研究人员
序
号

姓名
出生年
月

证件
类型

证件号码
性
别

从事专
业

职称 职务 学历
所在单
位

项目分
工

手机 签名

1
周永
学

1956-0
3-19

身份
证

****** 男 方剂学 教授 无
硕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项目指
导

186910
68166

2
常占
杰

1956-0
2-01

身份
证

****** 男
中医肝
病

主任医
师

科主任 本科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项目指
导

133353
0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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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洁
1989-0
3-01

身份
证

****** 女 中药学 实验师 无
硕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保护
胃黏膜
的功能
研究

132795
60910

4
魏海
梁

1978-0
9-02

身份
证

****** 男
肝胆病
学

副主任
医师

无 本科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的降
血脂功
能研究

139091
09220

5 刘韦
1978-1
0-10

身份
证

****** 男
细胞生
物学

讲师(
高校)

讲师
博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的降
血脂功
能研究

186029
53232

6
张晓
叶

1987-1
1-09

身份
证

****** 男
微生物
学与生
化药学

讲师高
校

教师
博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保护
胃黏膜
的功能
研究

181925
77572

7 李倩
1985-1
1-05

身份
证

****** 女

生物化
学与分
子生物
学

讲师高
校

无
博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的降
血脂功
能研究

139918
83463

8
李京
涛

1981-0
6-19

身份
证

****** 男
中西医
肝病

主任医
师

副院长
博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的降
血脂功
能研究

182910
93720

9
刘凯
利

1991-0
6-23

身份
证

****** 女
食品微
生物

助理工
程师

研究员
硕士研
究生

咸阳泾
渭茯茶
有限公
司

中药茯
茶制备
工艺研
究

182920
01262

10 胡歆
1984-0
7-30

身份
证

****** 男 茶学
教授级
高级工
程师

副总经
理

博士研
究生

咸阳泾
渭茯茶
有限公
司

中药茯
茶制备
工艺研
究

185910
8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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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艳
1984-1
0-11

身份
证

****** 女
食品科
学

高级工
程师

研究所
副所长

硕士研
究生

咸阳泾
渭茯茶
有限公
司

中药茯
茶制备
工艺研
究

137002
79529

12
王文
霸

1994-0
8-15

身份
证

****** 男 方剂学 未取得 无
硕士研
究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保护
胃黏膜
的功能
研究

189919
80011

13 陈婷
1994-0
6-23

身份
证

****** 女
脾胃方
向研究

未取得
研究生
在读

大专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保护
胃黏膜
的功能
研究

157360
84839

14 陈娟
1993-0
2-18

身份
证

****** 女
脾胃研
究

未取得
研究生
在读

本科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保护
胃黏膜
的功能
研究

177306
74760

15
苟雪
源

1996-1
2-29

身份
证

****** 女

中医内
科肝病
学研究
生在读

未取得
研究生
在读

本科生
陕西中
医药大
学

中药茯
茶的降
血脂功
能研究

181339
6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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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西咸

大道东段北侧
梁艳 1370027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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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万元）

四、项目经费情况

1、项目经费表

支出科目 项目总投资 专项资助经费 自筹经费 说明

一、直接费用 120.00 55.00 65.00

1、设备费 30.00 0.00 30.00
购置样品试验加工相

关设备

其中：设备购
置费

30.00 0.00 30.00
购置样品试验加工相

关设备

2、业务费 83.00 50.00 33.00
茶叶原料、试剂耗材
、天然气、水、电、

测试化验等

3、劳务费 7.00 5.00 2.00
用于参与项目研究的
研究生和聘用人员劳

务费

二、间接费用 10.00 5.00 5.00

1、管理费 3.00 3.00 0.00 按规定收取5%管理费

2、绩效支出 7.00 2.00 5.00 项目人员绩效奖励

合 计 130.00 60.00 70.00

（单位财务专用盖章/财务公章）

2、使用专项资助经费购买单价50万元以上设备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单价

（万元/
台件）

数量（台
件）

金额（万
元）

用途
（与课题研究任务的关系）

（单位财务专用盖章/财务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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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金额单位（万元）金额单位（万元）3、专项经费基本测算说明

支出科目

数量

金额
（万元）

说明
（对测算金额进行具体说明）

业务费 50.00
用于项目研究过程中材料的购置
、指标的检测、专利申请、论文

发表等

其中：材料费 50.00 40.00
用于实验药材、试剂、动物、细

胞等相关试剂

测试化验加工费 20.00 3.00 用于项目中相关指标的检测

燃料动力费 0.00 0.00

差旅费 3 人次 1.50
用于参加国内相关学术会议及学

习考察

会议费 3.00 0.50 用于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的会务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0.00 0.00

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
费

5.00 4.00
用于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文献
检索、项目结题等相关费用

其他费用 1.00 1.00 用于项目的结题审计等

劳务费 / 5.00 用于外聘专家和研究生劳务费

其中：专家咨询费 2 人 0.40
用于邀请相关专家对项目的指导

和咨询

聘用人员劳务费 0 人 0.00

其他劳务费 3 人 4.60 用于参加项目研究生3年劳务费

（单位财务专用盖章/财务公章）

注：本表仅作为经费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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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进度计划（说明项目进度，包括实施方案、实施地点等内容）

阶段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计划完成内容

第1阶段 2022-01-01 2022-12-31

1.研究和确定中药茯茶食品中药与茶叶的配伍形式、配方比
例、工艺要求等，并结合现有茯茶加工工艺技术，主要包括
拼配、汽蒸、渥堆、拌茶汁、复汽蒸、压制、发花和干燥，
研究中药茯茶生产的加工工艺、工艺设备及其工艺参数范围
，小试生产出中药茯茶食品小样，并对其外形、汤色、滋味
、香气等进行综合感官审评。
2.完成中药茯茶降血脂的初步功能评价，进行中药茯茶降血
脂功能的量效评价，中药茯茶不同配比降血脂的功能评价。

第2阶段 2023-01-01 2023-12-31

1.根据小试产品的感官审评结果，调整或优化中药茯茶食品
配方和小试工艺等进行中药-茯茶食品的工艺中试试验，并
对中试样品进行外形、汤色、滋味、香气等进行综合感官审
评。
2.完成中药茯茶保护胃黏膜的初步功能评价，进行中药茯茶
保护胃黏膜功能的量效评价，中药茯茶不同配比保护胃黏膜
的功能评价。

第3阶段 2024-01-01 2024-12-31

1.根据中试样品的感官审评及理化检测结果，优化中试工艺
参数，形成完整、稳定的中药茯茶中试工艺体系，开发中药
茯茶食品。
2.对中试产品进行质量评价，开展中药茯茶降血脂、保护胃
黏膜的物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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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类别 二级指标类别 明细指标 预期绩效目标

产出类指标

知识产权

1、专利授权数（项） 2

（1）授权发明专利 2

（2）实用新型 0

（3）外观设计 0

2、软件著作权授权数（项） 0

3、发表论文（篇） 5

（1）其中SCI索引收录数 2

（2）其中EI索引收录数 0

（3）其它论文 3

4、著作（部） 0

5、制订标准数（项） 0

（1）国际标准 0

（2）国家标准 0

（3）行业标准 0

（4）地方标准 0

（5）企业标准 0

其他成果

1、填补技术空白数（项） 1

（1）国际 0

（2）国家 0

（3）省级 1

2、获奖项数 0

（1）国家奖项 0

（2）部、省奖项 0

（3）地市级奖项 0

3、其他科技成果产出 2

（1）新工艺（或新方法模式） 0

（2）新产品（含农业新品种） 2

（3）新材料 0

（4）新装备（装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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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台/基地/示范点 0

（6）中试线 0

（7）生产线 0

4、研究开发情况 \

（1）小试 是

（2）中试（样品样机） 是

（3）小批量 否

（4）规模化生产 否

人才引育

1、引进高层次人才 0

（1）博士、博士后 0

（2）硕士 0

2、培养高层次人才 3

（1）博士、博士后 0

（2）硕士 3

3、培训从事技术创新服务人员（人次） 0

产业化情况

1、开放共享仪器设备数（台/套/只等） 0

2、科研仪器设备利用率（%） 0

3、孵化科技型企业（个） 0

4、转化科技成果（个） 2

效果类指标

经济效益

1、新增产值（万元） 0.00

2、新增销售（万元） 0.00

3、新增出口创汇（万美元） 0.00

4、新增利润（万元） 0.00

社会效益

1、新增税收（万元） 0.00

2、新增就业人数 0

3、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人次） 0

4、带动农民增收（万元） 0.00

5、培训和指导农业科技服务（人次） 0

6、新增产业带动情况 0

7、技术集成示范（项） 0

8、建立农业示范基地（亩数） 0.00

9、节约资源能源 0

10、环保效益 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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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清单

序号 附件名称 是否必备材料

■ 1 提供乙方与所有参加单位的合作协议的扫描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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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条款

（一）、甲方（省科技厅）

1、负责及时划拨项目经费给项目单位。

2、负责协调、监督项目实施，检查项目执行情况，审计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经检查审计，

如发现违反合同，有权暂停或停止划拨经费。

3、按《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据本合同所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对项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

目进行验收。

（二）、乙方（项目承担单位）

1、负责项目组织实施，进行项目日常管理及检查监督，并按规定向甲方报送项目年度执行

情况报告。

2、乙方须呈交项目/课题科技报告。在项目/课题实施过程中提交进展报告和专题报告（包

括试验/实验报告、分析/研究报告、工程/生产/运行报告、评价报告、技术节点报告、时间节点

报告等），在项目/课题结题验收时提交最终报告。以上科技报告中，最终报告为必备报告，其

他报告视项目/课题执行情况酌情提交。

3、按合同规定的开支范围，对甲方划拨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

4、负责提供应由本单位安排的基建、物资、自筹经费、人工等有关保证条件。

5、接受甲方对项目执行及经费使用等情况进行检查或审计。

6、项目完成后，负责提出项目总结报告，及时做出经费决算，接受甲方组织的项目验收。

7、项目完成后，须进行成果登记；不进行成果登记的，将会影响项目负责人及承担单位承

担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信用。

8、项目承担单位须具备为科研项目实施的安全条件保障。

（三）、项目推荐部门

1、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协助甲方对项目执行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或审计。项目完成后，协助甲方对项目进

行验收。

3、负责解决应属本部门安排的基建、物资、配套资金等保证条件。

（四）、项目的转包、分包

1、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合同项目及其权利和义务转包、分包给第三者。

2、本项目若转包、分包必须经甲方同意后另行签订合同，并将转包、分包合同副本作为本

合同的正式附件，交甲方存查。

3、因第三方不能完成转包或分包合同的约定义务，影响乙方完成本合同应完成的义务，由

乙方负责。

（五）、知识产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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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使用甲方下达经费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

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外，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施、许可他

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相应的收益。同时，在特定情况下，或根据合同中要求保留

无偿使用、开发、使之有效利用和获取收益的权利。其它事宜按照科技部《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

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执行。

（六）、技术资料的保密

1、非经双方同意，保密资料不得向第三方泄露。

2、对必须由保密审查部门审查后方能公开发表的保密资料，乙方不得擅自发表，擅自发表

者要承担失密责任，直至依法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

（七）、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1、任何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的要求，需与另一方协商，签订变更条款或协议，作

为本合同的正式附件，方可执行。

2、一方因他方违反合同或发生不可抗力，或国家计划调整，致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

必要，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逾期两个月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对方有权解除合同。

4、变更或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协商或按责任原则分别承担。

（八）、不可抗力和风险责任的承担

1、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或国家计划调整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

一方，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合同不能履行的证明。

2、甲方不履行合同内容，导致项目失败或部分失败，所拨经费（无偿部分）和物资不得追

回。乙方不履行合同内容，导致项目失败或部分失败，应全部退还或部分退还甲方所拨经费和物

资，情节严重者要追究责任。

3、乙方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风险情况，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乙方没

有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经济损失。

（九）、合同文本的要求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存贰份，推荐部门存壹份，乙方存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其他附加条款

经双方协商订立的下列条款作为本合同正式内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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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合同签约各方

甲方：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业务处室负责人（签章）：

业务处室经办人（签章）： 电话：87294140

通讯地址：丈八五路10号

邮编：710077

盖章

乙方：陕西中医药大学

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世纪大道陕西中医药大学 电话：029-38185000

邮编：712046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部门：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人（签章）：

联系人：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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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度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立项目录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编号 团队带头人 团队成员 预期目标 
团队

类别 

2019 年

第一批划

拨经费

（万元） 

1 中医经典理论研究创新团队 2019-YL01 李翠娟 
邢玉瑞、孙理军、何  伟、
胡   勇、佟雅婧 

合格 
 

 

 

 

一流

学科

创新

团队 

 

 

 

24 

2 骨关节及脊椎退行性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创新团队 2019-YL02 董  博 
康武林、郑  洁、王占
魁、袁普卫 

优秀 30 

3 中西医结合防治中风病及其并发症诊疗技术创新团队 2019-YL03 闫咏梅 
张  慧、张  琪、李  涛、
王  豆、第五永长 

良好 30 

4 中医药治疗慢性肾炎的临床与转化研究创新团队 2019-YL04 雷根平 
张建中、张发明、董  盛、
王  婷 

合格 20 

5 中医药防治肝病“炎-癌”转变研究创新团队 2019-YL05 李京涛 
闫曙光、魏海梁、惠  毅、
李  倩 

合格 20 

6 益气健脾法防治消化系肿瘤创新团队 2019-YL06 肖海娟 
司海龙、方  瑜、姜伊
娜、杨  林 

良好 25 

7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发育障碍性疾病防新团队 2019-YL07 陈艳妮 
张  卉、刘  天、杨  娟、
廖福元、刘乾生、冯爱民、
金  瑄、马艳芳 

良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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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立项目录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编号 团队带头人 团队成员 预期目标 
团队

类别 

2019 年

第一批划

拨经费

（万元） 

8 中医药调节女性生殖内分泌创新团队 2019-YL08 崔晓萍 
肖新春、蔡  竞、杨丽

丽、刘  霞、魏思敏 
合格 

 

 

 

一流

学科

创新

团队 

24 

9 经脉-脏腑相关研究创新团队 2019-YL09 乔海法 
杨晓航、王  渊、王  强、

郭新荣、祁广见 
优秀 36 

10 中药配伍效应与物质基础创新团队 2019-YL10 唐于平 
陈艳琰、乐世俊、李佳佳、

张  赛 
优秀 30 

11 中药制剂适宜技术及新产品开发研究创新团队 2019-YL11 郭东艳 
史亚军、张小飞、邹俊波、

程江雪 
良好 25 

12 秦巴特色太白七药功效物质基础及应用创新团队 2019-YL12 宋小妹 
邓  翀、姜  祎、黄文

丽、张化为 
良好 25 

13 抗心脑血管疾病方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研究创新团队 2019-YL13 王  斌 
刘继平、王国全、史永恒、

王  川 
良好 25 

14 胰、肝疾病的分子机制及中医药防治创新团队 2019-YL14 张  红 
宋  亮、许小凡、段丽

芳、范  妤、史晓燕 
良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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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立项目录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编号 团队带头人 团队成员 预期目标 
团队

类别 

2019 年

第一批划

拨经费

（万元） 

15 
中西医结合脑血管病诊疗技术体系构建和临床应用研究创新团

队 
2019-YL15 赵晓平 

范小璇、王  岗、张  毅、

杨国栋、周  锋、周振

国、柏鲁宁 

优秀 48 

16 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道肿瘤的基础应用与转化科研创新团队 2019-YS01 李  哲 
李  伟、丁  一、张  莎、

屈丁丁、曹  亮 
良好 

优势

特色

学科

创新

团队 

20.4 

17 基于新型代谢性激素调控的妊娠期糖脂代谢的分子机制研究 2019-YS02 李  勤 
叶得伟、赵亚宁、杨永康、

冯艳红 
合格 14 

18 基于治未病理念的肿瘤防治研究创新团队 2019-YS03 李  宏 
李媛媛、周智辉、宫小勇、

代引海 
合格 14 

19 
基于影像基因组学探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癌的临床

预测研究 
2019-YS04 贺太平 

张喜荣、贾永军、任  革、

吕蕊花、史琳娜 
合格 16.8 

20 消化病肿瘤分子机制及中西医结合防治基础研究创新团队 2019-YS05 晁  旭 
王小平、黄  峰、史海

龙、王月雯、冯雪松 
合格 16.8 

21 针药结合防治冠心病临床基础研究创新团队 2019-YS06 韩  曼 
张  琪、刘晓华、王少

兰、鞠  迪、于远望 
合格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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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立项目录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编号 团队带头人 团队成员 预期目标 
团队

类别 

2019 年

第一批划

拨经费

（万元） 

22 慢病食疗营养与养生创新团队 2019-PY01 辛  宝 
周海哲、任晓梅、商  晋、

钱文文、王  伟 
合格 

培育

学科

创新

团队 

12 

23 抗肿瘤药物的设计合成及靶向性研究创新团队 2019-PY02 郭  惠 
靳如意、刘江涛、龙  旭、

李  治 
良好 12 

24 骨关节退行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方案的构建及实施创新团队 2019-PY03 刘  芳 
姚  洁、李晓伟、卢丹

丹、郭  妍、张银娟 
良好 14.4 

25 中医药健康管理与决策创新团队 2019-PY04 欧阳静 

罗桂华、李秀芹、白思敏、

冯建安、周艳红、侯  滢、

李莹波 

良好 19.2 

26 中医翻译创新团队 2019-PY05 李永安 
曲倩倩、王治梅、屈  杰、

杨芳艳、马  伦 
良好 14.4 

27 “秦药”品质评价及资源开发创新团队 2019-QN01 张  岗 
胡本祥、颜永刚、彭  亮、

高  静 
优秀 

青年

后备

学科

创新

团队 

12 

28 基于“性-效”关联特点的中药药性与配伍机理研究创新团队 2019-QN02 卫培峰 
李  敏、欧  莉、高  峰、

陈  琳 
良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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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立项目录 

序号 团队名称 团队编号 团队带头人 团队成员 预期目标 
团队

类别 

2019 年

第一批划

拨经费

（万元） 

29 不孕不育创新团队 2019-QN03 李  楠 

朱虹丽、陈  梅、白  俊、

王丽君、张  辉、王海

静、李学朝 

合格 12.8 

30 伤寒学与经方辨治疑难病一流学科创新团队 2019-QN04 李小会 

谭颖颖、杨景锋、杨  军、

谷浩荣、牛  锐、陈丽

名、屈   杰 

合格 

12.8 

31 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医药防治研究创新团队 2019-QN05 第五永长 
王亚丽、周  源、安  泰、

严超赣 
优秀 12 

32 肾虚证候病机及证治规律研究创新团队 2019-QN06 谭丛娥 
王郁金、王相东、杨红莲、

邢文文 
良好 10 

33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病因及机制研究创新团队 2019-QN07 张  蓓 
张荣强、刘启玲、孙  娜、

史传道、王  冲 
良好 12 

34 生殖与代谢营养创新团队 2019-QN08 朱丽红 
袁宁霞、杨小颀、肖新春、

赵亚宁、舒红英 
合格 9.6 

35 基于定量影像的中医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创新团队 2019-QN09 于  楠 
郭佑民、于  勇、段海

峰、杨创勃、马光明 
良好 12 

 

青年

后备

学科

创新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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