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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类型 理工农医

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

申请书

（2022 年度）

团 队 名 称：矿物药质量评价及功能饰品研发创新团

队

团队带头人：张丽倩

所 在 学 校：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联 系 电 话：15319708982

申 报 日 期：

陕西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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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及要求

一、编写前请仔细阅读《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管理办

法》和申报通知。

二、编写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内容翔实、文字精炼。

三、团队类型：理工农医和哲学社科两类，选填其中之

一。

四、团队名称以“研究方向或领域+创新团队”命名。

五、专业技术职称，如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

员等。

六、所在研究平台，如依托多个平台，填较高级别的 1

或 2 个平台名称。

七、所在具体单位，指具体的院（系）、所、实验室、

中心等。

八、本申请书请登录“陕西教育科研综合管理系统”在

线填写。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填写后由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书

与附件一同胶装成册（封面用白色铜版纸），合计不得超过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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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团队简况

名称 矿物药质量评价及功能饰品研发创新团队

涉及
学科

药学,地球科学,

所在研
究平台

陕西省中药绿色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陕
西省生物医药创新制药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
工作站;

平台级别 省部级;省部级;

人员

情况

总人数 核心成员数 平均年龄 35 岁以下人数

21 8 35 13

人员

结构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他 博士 硕士

1 10 3 7 4 17

团

队

带

头

人

姓名 张丽倩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5-12-18

专业技术职
称 副教授 学位 硕士 授予学校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所在具体单
位

行政职务 副院长 邮箱 120908331@qq.com

办公电话
029-3369
4428 传真 手机 15319708982

团

队

构

成

情

况

核

心

成

员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专业技术职位 学位 单位 签字

王成
1989-06-

07
男 副教授 博士

周栋
1989-12-

12
男 副教授 博士

安梅
1985-09-

28
女 副教授 硕士

周蕊
1984-02-

19
女 高级实验师 硕士

边少莎
1987-05-

10
女 讲师 硕士

刘养杰
1954-06-

12
男 教授 硕士

张爽
1979-09-

12
女 副教授 硕士

王燕
1982-06-

23
女 副教授 硕士

其

唐文强
1988-03-

09
男 副教授 博士

唐静
1982-03-

15
女 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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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成

员

胡占梅
1987-09-

18
女 讲师 硕士

曹玉萍
1994-01-

18
女 助教 硕士

王韵旖
1996-01-

14
女 助教 硕士

吴依曼
1995-09-

11
女 助教 硕士

罗芬红
1994-08-

17
女 助教 硕士

王春
1990-12-

05
男 助教 硕士

高洁
1984-11-

23
女 副教授 硕士

张睿
1992-08-

25
女 助教 硕士

杨蓉
1990-06-

28
女 讲师 硕士

武甜甜
1993-08-

28
女 助教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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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团队的基本情况

简述创新团队研究方向，团队自然形成背景和团队合作机制等。（限

800 字）
“新冠”肆虐的当下，中国传统中医药分支之一——矿物药有着不俗的表现。因此，深入研究矿

物药的质量评价及研发功能产品，对于传统中医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团队研究方向

方向一：矿物药性状鉴定标准及产地对比研究。从中药材及矿物归属 2个方面进行鉴定，包括药

材的性状鉴定、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力学性质及其它性质等，为中药学与矿物学交叉学科的

研究，可为矿物药的质量评价提供直观鉴定依据。

方向二：矿物药质量评价。主要进行矿物药的主要成分、伴生矿物研究，建立有效成分或指标成

分及安全评价，为矿物药替代品研发提供理论依据。其中矿物药的重金属具有一定的毒性，含量

的高低对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其中牵扯到矿物药的开采过程中识别不清，造成矿物混杂，或者由

于炮制过程的不合理，造成其中重金属含量过高。

方向三：矿物药替代品研发。实验室内模拟自然界矿物药生成的温度、压力、溶液浓度等条件，

进行替代品的合成、再造等研发。自然界矿物药资源生长缓慢，资源宝贵，且开采易破坏环境，

矿物药替代品是中药材市场及中药材产业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方向四：矿物药功能饰品设计及研发。将矿物药与饰品相结合，进行可保健或具治疗功能的饰品

研发、设计、生产。

2.团队形成背景

团队由校内外专兼职教师、企业和政府相关人员组成。自 2012 年以来，通过搭建陕西省中

药绿色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陕西省生物医药创新制药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与西北大

学、长安大学、地方政府合作举办 3场学术沙龙，开展多项合作研究，形成了学科背景互补、知

识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研究团队，取得了一批系列化的研究成果。

3. 团队合作机制

按照团队研究方向下设三个研究小组。实行团队负责人领导下的小组负责制，团队带头人负

责总体设计、工作协调、理论总结与成果应用。建立课题定期讨论交流制度；适时邀请省内外专

家学者、政企领导参加的小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建立校校合作、校企合作、西咸新区校政合作

的协同研究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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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团队带头人简介

个

人

简

历

简述大学以上学历、主要学术任职、主要科研工作经历。（限
300 字）

张丽倩，地质学在读博士，副教授，西北大学访问学者，国家
赛项陕西省领队。发表 SCI、CSCD 论文 10 余篇，北大核心、科技
核心等论文 20 余篇，主编、参编专著 4 部，主持各类科研项目
10余个，咨询报告被陕西省政府、中医药单位采纳、应用多项。

主要

业绩

简述

包括近 5年主持或参加的省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的标志

性成果以及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等。（限 500 字）

1.科研项目

（1）2021 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研究计划项目，陕西省镇定安

神矿物药朱砂与代赭石矿物学特征对比及药理探究（21JK0516），

负责人；

（2）2020 年陕西省高校科协项目，矿物药文化的“体验式”

科普宣传机制研究（21），负责人；

（3）2017 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研究计划项目，陕西省雄黄矿

物药的资源开发与研究（17JK0945），负责人；

（4）2019 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健康文

化研究中心 2019 年度课题，基于文化自信和大健康理念的文化产

品开发研究（JKWH2019-Q20），负责人；

2.标志性成果

（1）SCI 论文发表于《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杂志》：4 种含铁矿

物药矿物学鉴定及谱学特征对比研究；

（2）SCI 论文；录用：市售矿物药白石脂矿物学鉴定及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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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比研究；

（3）CSCD 论文：朱砂的矿物学鉴定及成分对比；

（4）CSCD 论文：自然铜矿物药的矿物学鉴定及成分对比；

（5）CSCD 论文：石盐类矿物药的矿物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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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团队核心成员简介

简述大学以上学历、主要研究方向、学术任职、主要科研工作经历、

主要成果及在团队中的作用等（不超过 8 人，按核心成员顺序排列）。（限

2000 字）

刘养杰：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国家 305 科技攻关项目”，高质

量完成多部科研报告，发表 40余篇科研论文，获国家四部委优秀成果奖；

陕西省教委科技成果三等奖 3 项，出版《陕西矿物药》等专著 5 部。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一、二的总体理论指导。

王成：地球化学博士，助理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矿物学、矿物药及其

心理疗法的研究。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4 项，参与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重点研发计划一般项目 1 项，发表

SCI 论文 2篇。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一的总体研究设计与部分实验实施。

周栋：地质学博士，主要从事矿物学、矿物药成因与勘探研究。主持

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资源厅

项目 1 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其中 EI 学术论文 2 篇，中文核心

及科技核心 2 篇，会议论文 2 篇。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二的总体研究设计与部分实验实施。

王燕：副教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分析化学专业。2009 年 7 月进入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医药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药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课

程的教学及研究工作，教学成果良好。主持参与厅局级课题 3 项，主持参

与校级课题四项；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项；参编教材 3 部，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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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10余篇，其中核心论文 5 篇。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二的总体研究及实验分析。

张爽：女，副教授。现任医药学院基础化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

向为天然产物活性成分的研究。主持和参与省级、厅局级科研课题项目 10

余项，2019 年作为第一参与人参加陕西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比赛，获铜

奖。以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三项，其中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

发表核心期刊 1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EI一篇，核心论文 5 篇。参

编教材 4 部，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项，获国家级(陕西赛道)互联网

+银奖 1项，校级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二等奖。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三的总体研究及实验分析。

周蕊：高级实验师，陕西省执业药师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生物产物

开发和药物化学合成研究。在所研究领域，参与国家“863”项目 1 项，

参与省级项目 4 项。共发表科研论文十余篇，其中，被 SCI、EI 检索各一

篇，核心论文 7篇。参与编写专著 1 部。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参编药学专

著 1部。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三的总体研究设计与理论指导。

安梅：副教授，长期致力于鉴定与优化处理研究，主持陕西省教育厅

专项研究课题等 7项，参与 2 项。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30篇，3 篇科技核心，2篇被 EI 收录，获得 3项实用新型专利。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四的总体研究设计与理论指导。

边少莎：设计师，从事产品设计多年，主持、参与科研项目 5项，发

表核心论文《珠宝设计民族化研究》ISTP 检索，核心《基于大数据下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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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念设计建模研究》 EI 检索；《饕餮纹耳饰》《饕餮纹吊坠》《饕餮

纹手环》获得国家专利。《创仔》获陕西省西咸新区吉祥物征集一等奖，

作品被采用，用于西安市地铁一号线内饰及文创产品开发。《眼谱》获日

本国际概念设计大赛复赛二等奖；作品《旁白》获日本国际概念设计大赛

复赛三等奖；《Voice-Over》德国红点奖入围；作品《角色》获台湾国潮

文化入围奖；《虫曰之六》获得包豪斯国际设计大赛优秀奖；作品《双创》

获包豪斯国际设计大赛优秀奖；《虫曰》获当代手工艺大赛优秀奖；《起舞》

获东方文化设计大赛优秀奖；《小而大》获美国国际潮流设计三等奖。

在本课题中负责研究方向四的产品设计与研发。

（可加 1 页）

五、创新团队近年主要成就（限 5 年内）

承担主要科研项目（15 项以内）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经费 起止 承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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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号 （万元） 时间 （列出前 5位）

经典名方泽泻
汤治疗高脂血
症质量标志物
及作用机理研
究;20180312

陕西省高校
科协青年人
才托举计划
项目（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18-06-12 至
2019-06-11

唐文强、高艳蓉、刘
斌、刘峰、许海玉

陕西省镇定安
神矿物药朱砂
与代赭石矿物
学特征对比及

药理探
究;20JK0516

陕西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
专项（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20-12-31 至
2021-04-01 张丽倩

矿物药文化的
体验式科普宣
传机制研究;21

陕西省高校
科协青年人
才托举计划
项目（厅局
级一般项
目）

1.5 2020-06-18 至
2020-12-31

张丽倩、刘养杰、刘
亚倩、胡海燕、杨蓉

陕西省雄黄矿
物药的资源开

发与研
究;17JK0945

陕西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
专项（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17-01-01 至
2019-01-01

张丽倩、刘养杰、周
蕊、韦乐乐、张辛未

基于文化自信
和大健康理念
的文化产品开

发研
究;IKWH2019-Q

20

陕西省重点
科研基地科
研项目（省
部级一般项

目）

2 2019-11-01 至
2020-11-01

张丽倩、杨佳晨、刘
养杰、杨蓉

陕西省矿物药
紫石英矿物学
特征对比及药

理探
究;21JK0516

陕西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
专项（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21-06-18 至
2022-05-31

周栋、张丽倩、刘养
杰、曹玉萍

单缓冲层的化
学热液沉积制
备及外延生长

机制研
究;2021JQ-884

陕西省自然
科学基础研
究计划（青
年人才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2 2021-01-01 至
2022-12-31

唐静、金利华、崔建
强、周艳红、王燕

双水相体系在
分离纯化南五
味子多糖中的

应用研
究;16JK2036

陕西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
专项（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16-09-25 至
2018-09-30

唐静、卫丹、史美荣、
王燕、崔建强

磁靶向 pH敏感
型 5-氟尿嘧啶

陕西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 2 2019-01-01 至

2020-10-30
唐文强、何志鹏、张
翠亚、高艳蓉、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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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缓释药
物的制备研
究;19JK0101

专项（厅局
级一般项
目）

娟

基于结构缺陷
调控策略制备
酸碱可控 MOFs
及其催化性能

研
究;2021JQ-883

陕西省自然
科学基础研
究计划（青
年人才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3 2021-01-01 至
2022-12-31

唐文强、高艳蓉、王
艳娇、侯敏娜、全红

娟

观叶连翘不同
部位保肝作用
的筛选及其物
质基础研
究;15zy034

其他 1 2015-12-31 至
2017-12-31

王燕、王飞娟、张爽、
张选萍、王青

陕西礼泉嵕山
玉的宝石学特
征研究及应
用;16JK2034

陕西省教育
厅其他科研
项目（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16-01-01 至
2018-01-01

安梅、张友义、赵慧
博、范坎

用于 AD大脑活
体成像的近红
外荧光探针的
合成及应用研
究;2019JQ-924

陕西省自然
科学基础研
究计划（青
年人才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3 2019-01-01 至
2020-12-31

全红娟、唐文强、高
艳蓉、刘斌

陕产瞿麦乙醇
提取物的抑菌、
抗氧化活性及
质量标准研
究;17JK0944

陕西省教育
厅服务地方
专项（产业
化）计划项
目（厅局级
一般项目）

2 2017-01-01 至
2019-04-22

张爽、问娟娟、王艳
娇、王燕、唐静

矿物药传统知
识继承与保护

研
究;JKWH2019-Z

06

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
究后期资助
项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3 2019-11-01 至
2020-11-01

刘养杰、张丽倩、杨
蓉、胡海燕

获奖情况（10 项以内，限填厅局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获奖项目
名称 奖励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
单位 时间 获奖者名单

（列出前 5位）
镰刀 型红
血球 疾病
治疗 药物
Voxelotor
的合 成工

2021 年 陕
西 省 科 技
工 作 者 创
新 创 业 大
赛三等奖

三等奖

陕西省科
技工作者
创新创业
大赛

2021-11-3
0

刘斌、唐文强、
全红娟、高艳蓉、
朱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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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优化

Epitaxial
growth of
solution
derived(C
e0.8Gd0.2
)(1)-xMnO
2-deltadi
lons

自 然 科 学
优 秀 学 术
论 文 二 等
奖

二等奖 咸阳市人
民政府

唐静、胡满成、
刘宗怀、李成山、
金利华

针对 带状
疱疹的 RNA
药物研发

2020 年 陕
西 省 科 技
工 作 者 创
新 创 业 大
赛三等奖

三等奖

陕西省科
技工作者
创新创业
大赛

2020-08-3
1

赵欣、骞婧、白
伟、唐静、王萍

富平 青紫
苏种 植示
范及 加工
项目

“沣东杯”
陕 西 省 科
技 工 作 者
创 新 创 业
大赛

三等奖 陕 西 省
科协

2019-07-0
9

张爽、何芳辉、
曹远东、赖普辉、
问娟娟

论著情况（15 项以内）

论著名称
刊物、期、页、
影响因子（出版

社）
时间 收录

情况
作者（著者）
（列出前 5 位）

4 种市售朱砂
矿物学鉴定与
元素组成研究
紫石英的矿物
学特征及重金
属处理工艺的
响应面优化
朱砂的矿物学
鉴定及成分对
比
蒲城县伏头地
区矿物药自然
铜与蛇含石的
矿物学特征对
比研究



14

石盐类矿物药
的矿物学探究
两种不同来源
的矿物药石膏
矿物学分析及
鉴定
陕西省凤县铅
硐山矿物药礜
石矿物学鉴定
及分析
自然铜矿物药
的矿物学鉴定
及成分对比
大数据在黄金
首饰行业中的
应用分析
Crystal
structure of
6-hydroxy-2,
2-dimethyl-4
Hbenzo[d][1,
3]dioxin-4-o
ne, C10H10O4
Crystal
structure of
4-methyl-4-n
itropentanoi
c acid,
C6H11NO4
Epitaxial
growth of
solution
derived(Ce0.
8Gd0.2)(1)-x
MnO2-deltadi
lons
含吡咯侧链的
吖啶衍生物的
合成及体外抗
肿瘤活性研究
吲哚席夫碱类
衍生物的合成
及其抗 HIV-1
活性
溴_4_甲氧基
_5_3_ 吡 咯 烷
_1_基_丙氧基
_苯胺的合成



15

获授权发明专利情况

已授权专利：共 2项，按重要性填写主要专利，总共不超过 10项。

年份 专利名称 授权国 专利号 转让情况 发明人
（列出前 5位）

用于催化合成
查尔酮类化合
物的催化剂及

其用途
一种尺寸可控
的钨纳米点的
制备方法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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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阐述近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高新技术创新及转化方面

所取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及其产生的科学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国内

外同行中所处的水平，具备的优势和特色。（限 1000 字）

1. 创新性研究成果及其产生的科学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

（1）矿物药化学成分分析、产地特征对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矿物药鉴定领域，张丽倩副教授主持、参与了包括陕西省高校科协、

教育厅、科技厅等在内的多个科研项目，发表了核心论文 10余篇，其理

论成果被多个中药单位应用，其中一篇调研报告被陕西省工信厅所采纳。

（2）在药品替代品研究领域

在药品替代品领域，中药方向成员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多个实用新

型专利。

（3）在饰品设计、研发领域

在饰品设计、研发领域，胡占梅老师获得了 1项发明专利，边少莎老

师多个设计获得国际奖项。

2. 在国内外同行中所处的水平，具备的优势和特色

团队研究水平处于国内前列。团队的优势和特色如下：

（1）团队立足于陕西省矿物药大省，长期关注、研究矿物药领域创新

发展，并已经取得一系列较高质量的前期成果。

（2）团队依托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省中药绿色制造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陕西省生物医药创新制药技术研究院院士专家工作站，已形成了“产

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打通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的通道。

（3）建立了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政合作多元化合作机制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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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计划

（一）主要研究方向

重点阐述主要研究方向与学科发展、我省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之间的

关系。（限 500 字）

方向一：矿物药性状鉴定标准及产地对比研究。从中药材及矿物归属

2个方面进行鉴定，包括药材的性状鉴定、矿物的形态、光学性质、力学

性质及其它性质等，为中药学与矿物学交叉学科的研究。

方向二：矿物药质量评价。矿物药的主要矿物、伴生矿物其中矿物药

的重金属具有一定的毒性，制定合理的质量评价体系有助于矿物药产业快

速发展及临床上的广泛使用。

方向三：矿物药替代品研发。由于矿物药本身具有稀少性的特征，资

源相对匮乏，因此替代品研发是中药材市场及中药材产业链中亟需解决的

问题之一。

方向四：矿物药功能饰品设计及研发。将矿物药与饰品相结合，进行

可保健或具治疗功能的饰品研发、设计、生产。

（二）研究工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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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阐述今后四年内拟开展的创新项目，应注重规划的系统性和时间

节点。（1000 字）

1.创新项目

（1）中药学与矿物学交叉学科的融合，进行矿物药性状鉴定标准及产

地对比研究：“矿物药”研究受学科结合、人才交叉困难。项目组具有多

种矿物药的鉴定、资源开发研究经验，成员中既有矿物学、物理化学研究

者，又有执业药师、临床医学成员，具有密切配合基础及交叉思路探讨可

行性。

（2）支持陕西省中药材市场中矿物药质量评价研究。研究矿物药的性

状、光泽、表面特征、气味等，建立一套完整的矿物药质量评价体系。

（3）对接矿物药生产链，室内研究其化学成分及内部结构，模拟其地

质生成条件，进行室内替代品的合成研究，为地方乃至国内矿物药市场提

供优质替代品。

（4）将矿物药功能充分发挥，设计、研发为可佩戴的饰品，可用于保

健品或医疗器械。

2.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

（1）建立矿物药鉴定体系、矿物药质量评价标准对规范中药材市场具

有较大的意义。由于交叉学科的原因，影响鉴定准确率的因素较多，鉴定

体系的建立可为从事矿物药采购、销售等从业人员提供理论依据。

（2）矿物药替代品的研发，是中药材研究的新课题之一。

3.年度研究计划

（1）2022 年 06 月-2023 年 1月：完成陕西省矿物药的药材收集及建

立鉴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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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 2 月-2023 年 09 月：完成陕西省矿物药的质量评价标准。

（3）2023 年 10 月-2024 年 06 月：建立至少 1-2 种矿物药室内合成的

理论模型。

（4）2024 年 06 月-2025 年 06 月：设计、研发 1-2 种矿物药功能饰品，

完成研究报告。

（三）人才培养规划

对带头人、核心成员、其他成员三个层次进行分别阐述，重点阐述对

青年成员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计划。（限 500 字）

建设期内，逐步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矿物药创新发展的优秀青年教师创

新团队。

1.带头人。通过团队建设和依托单位支持，完成教授职称评定；积极

申报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教育部创新团队等。

2.核心成员。围绕团队研究方向和学科方向，跟踪学习矿物药研究中

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通过技术交流和进修，了解矿物药替代品研

发的现状，并掌握国内外前沿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通过参加多领域的学

术会议，追踪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有助于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工作，

并提高科研创新性，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注重拔尖人才的储备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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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3.其他成员及研究生培养计划。遴选一批具有愿奉献、有视野、有潜

力的年轻教师以及有苗头的硕士研究生，作为后备人才的储备，重点培养，

通过团队资助结合联合培养等方式，派送优秀的研究生到国内知名大学进

行相关学科领域学习。

（四）各合作方的协作规划。

重点阐述在开展上述规划时，各方拟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限

500 字）

本团队依托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建立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政合作

机制。团队实行课题带头人负责制，依据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分为四个子

课题。各方拟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如下：

1.课题带头人。负责课题总体设计、实施过程中实施关键节点控制管

理，项目阶段划分和每个阶段的资源配置计划。负责聘请专家对各研究内

容实施计划的关键节点进行评估，保障课题的顺利实施。

2.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团队。负责团队发展规划制定、组织项目实施，

与团队带头人签订合作协议并建立相关组织管理制度；负责具体研究任务

的落实、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论文与报告初稿的撰写等具体任务。

3.兼职研究团队。负责课题的设计、论证，子课题的研究设计；研究

过程中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指导；研究论文、研究报告、著作的大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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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设计；咨政报告与决策建言的撰写与提交。

4.企业团队。负责调研、数据与资料的搜集等辅助工作；研究结果的

验证与产业化。

5.政府。负责调研、数据资料的搜集等协调指导；咨政报告与决策建

言的指导与提交。

（五）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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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阐述预期达到的整体研究水平，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产生的论

文、论著、专利等成果的形式和数量以及预期的获奖数、产生的经济、社

会效益等。（限 800 字）

1.预期达到的整体研究水平

（1）不同产地、不同来源的矿物药的矿物学鉴定

通过不同地质环境、不同成因及不同来源的矿物药的矿物药鉴定、分

析，研究影响药理的主要矿物学因素：①矿物的化学成分，②矿物的结构，

尤其是元素的类质同象代替、微量元素的含量及赋存形式。

通过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红外光谱、X 射线衍射、拉曼光

谱、差热分析等现代化测试技术，获得矿物药的成分、结构数据。

（2）矿物学特征的横、纵向对比

矿物学特征的横向、纵向对比是当前同种药理矿物药分析中相对薄弱

环节，但却是药理、毒理分析的基础。

不同产地、不同成因、不同来源的矿物药的纵向矿物学特征对比；典

型产地、市售的不同种矿物药的横向矿物学特征对比。

（3）炮制前后的矿物成分及结构变化

矿物药炮制前后矿物的化学成分，包括主要成分、微量元素的变化，

以及矿物结构的变化。

（4）药理探究及保健效果探究

（5）矿物药饰品设计、研发与矿物药饰品生产

2.预期成果承担的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及著作

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 至 3 项，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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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10-20 篇（核心 论文不少于 10 篇）；

著作：出版著作 1 至 2 部；

奖励：获得厅局级以上奖励 1 至 3 项。

七、团队带头人承诺

对团队的管理职责，未来发展的规划和申请书的真实性等承诺表述。

本人代表团队承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

行为，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团队带头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所在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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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团队的科研业绩、创新潜力和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评价。（限

500 字）

（签章）

年 月 日

九、所在高校的推荐意见

对是否同意申报，对创新团队匹配资助经费的承诺及对所需人力、物

力条件保障等。（限 500 字）

牵头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牵头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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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关附件材料目录

⑴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历、学位和学术水平证

明；

⑵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证复印件；

⑶主要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

⑷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⑸标志性论文或著作证明材料；

⑹发明专利授权书复印件；

⑺主要论文、著作被引用和学术评价材料的复印件；

⑻创新团队带头人所在单位对创新团队匹配资助经费

证明；

其他能够证明创新团队成果和业绩的材料。

附件目录

序号 附件类型 附件名称

1 (5)标志性论文或著作证明材料 附件 5标志性论文或著作证明材料.pdf

2 (6)发明专利授权书复印件 附件 6发明专利授权书复印件.pdf

3 (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附件 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pdf

4
(1)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历、学

位和学术水平证明

附件 1 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

历、学位和学术水平证明.pdf

5
(2)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证复

印件

附件 2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

证复印件.pdf

6
(8)创新团队带头人所在单位对创新团队

匹配资助经费证明

附件 8创新团队带头人所在单位对创新

团队匹配资助经费证明.pdf

7 (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附件 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pdf

8 (3)主要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 附件 3主要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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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历、学位和学术水平证明















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证复印件



=



创新团队带头人所在单位对创新团队匹配资助经费证明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能够为“矿物药质量评价及功能饰品研发创新

团队”的建设提供 120 万元（壹佰贰拾万元整）经费保障。保证不挪

作他用，硬件、设施、设备及场地面积和配套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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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主要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