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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帮毕业生找工作
但毕业论文一个字都不能错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已经在沈阳药科大学执教30余年的何仲贵教
授，在把教学和人才培养作为核心的同时，注重科研创新，科研成果丰硕。

何仲贵，辽宁省药物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
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辽宁省优秀专家、沈阳市劳动模范。他用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将知识之花传递到学生手中。

创新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兴趣

在很多人看来，何仲贵教授早已是荣誉满身，近期又被授予
“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但面对成就与荣耀、鲜花与掌声，他非常
低调。他始终耕耘在教学和科研的沃土上，从事药学、药剂学及
临床药学等专业本科生、药学理科基地班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能在大学本科时上到“长江学者”教授的课是幸运的，很多学生对
这位严师又爱又怕。带了一届又一届本科生，何仲贵教授严谨的
作风也感染着学生们。“越是本科生时期，越要很好地引导和培
养，只有本科知识掌握扎实，研究生、博士期间才能更好地做科
研。”何仲贵说。

药学、药剂学等专业性较强学科
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略显枯燥，面对
这些教学中的常态，何仲贵创新教学
方式，课前准备充分，教学方法新颖，
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先后讲授
过的本科生课程有《药物动力学》《药
剂学I》（普通药剂学）《药剂学Ⅱ》（生物
药剂学）《药剂学Ⅲ》（高等药剂学）和

《药剂学专业英语》；研究生课程有《药
剂学专论》。

何仲贵教授药学的主干课程《药
物动力学》，其数学公式繁琐难记，学
生对此感到畏惧。何仲贵提出基于药
动学特征和数学原理进行公式推导和
建立联系，引导学生运用已学的知识
吸纳新知识，大大降低了记忆的难度，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而且培养了学生运用所学药动学模型
和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药剂学是一门专业课，作为一名
专业课的老师，良好的科研基础和科

研能力有助于上好课，给学生讲课才
能够比较生动并结合实际。如果只是
照本宣科，就没人爱听了。”何仲贵科
研工作突出，也为他教学授课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我对学生最大的期望，是希望他
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在大学里应该学习
什么，别荒废时光。”何仲贵始终认为，
专业知识的扎实是学生们未来走向社
会能更好发展的基石。

何仲贵不仅在课堂上与学生形成
互动的融洽氛围，将枯燥的专业知识
深入浅出地阐述，使其更有趣，让学生
养成爱听课的习惯；同时，何仲贵还鼓
励学生积极拓宽学术视野，广泛学习
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并督促学生们
一定要看国内外最前沿、最高水平的
杂志和文章，从中吸取经验，提出自己
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培养学生对
于专业的兴趣，也会让学生回到课堂
来。

帮学生推荐工作
衡量学生不光看成绩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从教以来，何仲贵在人才培养上硕果累
累，多年来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285 人，已毕业博士生 41 人，
硕士生 120 人，其中多名学生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
药企业的骨干人才，这也是他作为教师的骄傲和继续培养人才的
不竭动力。

多年来，何仲贵一直帮助有困难
的学生，帮助他们联系企业奖学金，并
为特别困难的学生垫付全部学费，使
其顺利完成学业。

1981年，何仲贵从宁夏一个贫困
村考入沈阳药科大学的前身——沈阳
药学院，成为村子里走出来的第一个
大学生，他带着家人的寄托来到沈阳
开始求学生活。

“八十年代上大学那会儿，父母每
月只能挤出几块钱供我上学。当时上
学时的辅导员得知我是从宁夏贫困地
区来的，第一时间为我申请了国家助
学金。每月2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帮了
我的大忙，也让我更安心地学习。那
时候，银川到沈阳的火车票是18块5，
学校担心我没钱买车票，每次给我报
销15块钱……”何仲贵没忘记母校曾
经给予他的帮助，话语中流露出自己
的感恩之心。

“在求学期间，老师们身上那种实
干精神对我影响至深，让我深刻理解
到将科研工作与实际需求结合起来的
重要性。我很幸运，能进入一所好大
学，又遇到好老师。”何仲贵认为，自己
对于实干精神的深刻理解，得益于在

沈药求学时期学校学术氛围的渲染及
老师们的思想灌养。

因此，何仲贵对待自己的学生总
能因材施教。他常常引导学生转变、
更新就业观念，并积极向科研单位和
企业推荐毕业生，帮助他们找到适合
的工作。“我是个喜欢直言的老师，有
时看到学生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并
不适合做科研，我就会提醒学生，可以
试着做做管理、销售等适合他的岗
位。学生的学习成绩重要，但绝不是
唯一标尺。”他注重国际学术交流，积
极输送优秀博士生到多个国际知名大
学进行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

何仲贵非常注重课程建设、实验
教学和教学团队的建设，作为课程带
头人之一参与了《药剂学》课程，并主
持了《生物药剂学和药物动力学》分支
课程的大量基础建设工作。经过多年
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
中《药剂学》的课程先后被评为辽宁省
普通高等学校首批省级优秀课程、首
批省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课程；实验
教学团队被批准为“省首批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生物药剂学和药物动力
学》的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仲贵（中）。 学校供图

毕业论文有一个错字都不行

在科研训练上，何仲贵是出了名的严格。若是学生在论文中不够认真，出现错字，何仲贵也会
严厉批评。他定期与学生交谈，检查科研原始记录，阅读学生的总结材料，帮助学生解决实验中的
难点，明确努力方向。

“特别是在科研期间，研究有了
新进展，我会告诉学生先别高兴太
早。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药学，更要
严谨。对于研究结果，我们会找第
三方机构、其他研究小组、甚至药
厂等进行反复论证，科研绝不是简
单的实验。”

何仲贵说自己现在最大的任

务之一，是培养具备求实精神的
优秀年轻学者。何仲贵在对学生
的教导上也注重灌输踏实肯干的
作 风 ， 锻 炼 他 们 的 动 手 实 践 能
力。“我常常对药剂学研究生讲，
药剂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解决问
题比发表文章重要。因此，能够
解决实际的问题，又能够发表好

的文章是最好的。”何仲贵说。
何仲贵一直坚持“以基础研

究 为 先 导 ， 以 应 用 研 究 为 重 点 ，
以创新研究为核心，以成果转化
为目标”的建设思路, 开展了以创
新药物递送系统为特色的一系列
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应用基础及
开发性研究课题。

振兴医药 取得国际创新研究成果

从 1988 年参加工作至今，何仲贵一直致力于生物药剂学和药物动力学、药物新型给药系统的创
新研究，并注重理论探索与新药研究相结合，研究领域涉及药物转运(转运蛋白和生物分配色谱)、
计算机辅助药动学性质的高通量筛选、新型纳米给药系统和药用新辅料研制等方面，均取得了创新
性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上，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认可。

除此之外，在国家、辽宁省
和沈阳市及沈阳药科大学的大力
支持下，他创新性地开展了“以

转运蛋白为靶点设计了改善药物
体内药动学性质的前体药物”“高
通 量 筛 选 药 物 的 表 观 分 布 容 积 、

清除率及生物利用度等药物动力
学参数的 in vitro 和 in silico 模型”

“运用色谱技术模拟药物与生物膜
相互作用和评价膜渗透性”“首次
提出 3M 模式指导抗肿瘤纳米给药
系统的设计和评价“等诸多项目
的 研 究 ， 均 取 得 了 丰 硕 的 成 果 ，
为医药企业和社会创造了不可估
量的价值。

何仲贵教授主持国家和省级
科研课题 20 余项。提交了 40 余项
专 利 申 请 ， 包 括 1 项 PCT 专 利 ，
授权 25 项，许多专利获得了应用
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主持课题获得新药证书 8 项

（其中一类新药 3 项），临床批件 6
项(其中二类 3 项)；主持课题获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其他奖励
10 余项。发表 SCI 篇期刊论文 223
篇 ； 主 编 专 著 2 本 ， 主 译 专 著 1
本，参编著作 10 本。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仲贵。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