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峰
天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科技部重

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天津市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药学科评议

组成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担任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国际药学研究、中草药、中国药物化学等多本国内外知名杂志编

委。主要从事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中药成分体内代谢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迄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等

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20余项；发表SCI论文200余篇，授权专利20余项。



陈道峰
复旦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学系主任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药典委员会委

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1986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

药学专业，1991年获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晋

升为教授。1990、1998年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学

术进修，2002和2006年以访问教授身份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药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

药学院合作研究与讲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常用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与品质评价，主持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近40项, 对五味子科药用植物

和清热解毒中药的药效物质与作用机制研究取得系列代表性研究成果，清热解毒中药

治疗肺部感染的免疫调控机制与药效物质研究获得多项有科学价值的新发现，发表研

究论文260余篇, 其中SCI论文170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70余项。曾获得教育部自然

科学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科技奖励。



程永现
深圳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院长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5）、德国洪堡学者、深圳大学中医药守正创新研究院院长、

云南中医学院中药学院名誉院长、广东省粤东药食资源功能物质与治未病重点实验室主任、2019年入

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获河南中医药大学学士（1994）、成都中医药大学硕士（1997；导师：肖崇

厚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学位（2000；导师：周俊院士）。曾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从

事博士后（2000-2002；合作导师：韩启德院士），于国家药品与食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从事药

品审评工作（2002-2003），于德国耶拿大学从事药物学研究（2003-2005；洪堡基金）。2008年于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晋升为研究员，2016年被深圳大学聘为特聘教授。期间曾获云南省自然科学

一等奖（2006，排名第七）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2年，排名第三）、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

（2015年，排名第五）、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年，排名第八）、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

年，排名第十一）。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21）、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5）、

NSFC-云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2013、2017）、科技部十一五、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课题、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分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道地药材多维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药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目前还是

Phytochemistry 副主编、Medicinal Plant Biology副主编、Natural Products and Bioprospecting、“天然产

物研究与开发”、“中国现代中药”、“生物医学转化”编委。



肖小河
解放军总医院肝病医学部学术主任

教授，全军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专业技术少将，全军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首批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团队带头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临床中药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管理战略决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

院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家成员等。

主要从事中药安全性评价与精准用药研究，特别是在药源性肝损伤与肝病新药研究方

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自主研发创新中

药4个，领衔制定国际国内指南6部。获中国及国际专利授权40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

在Hepatology、科学通报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330篇，H指数76，总被引25000余次，

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中国高被引学者”等。



徐宏喜
上海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

国家中组部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药学学科评议组秘书长、教育部中药

学类专业教指委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实验药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药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学术会议联席主席等职。

受邀担任AMM主编、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和  Frontiers in

Oncology杂志副主编以及国际国内二十余种学术刊物的编委等职。

徐教授已发表SCI论文370多篇，被引数1.8万多次，H指数为71。主编《中药药理学》

等7部专著。入选斯坦福大学和爱思维尔出版集团共同发布的“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

榜”、“全球2%顶尖科学家榜单”、“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榜单。并于

2014年起连续9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冯育林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

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届

青年岐黄学者，获国家人社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药用资源分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江西省药学会药剂专委会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

中药活性成分研究与开发，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8项，主持省部级项目15项；主持新药开发并获

各类新药临床批件7项，获中兽药新药证书2项，获医疗机构制剂批件5项；完成肿节

风等4项饮片质量标准研究，成果收入《中国药典》；获省部级以上奖励4项，其中以

第一完成人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授权发明专利42项，发表SCI论文110余篇。



华会明
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药学国家一流专业负责人。主要从事中药活性成分和微生物次级代谢

产物研究以及活性天然产物的结构优化，对骆驼蓬子等50余种中药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进

行了较系统研究。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承担企业合作项目7项。发表科研论文360余篇，其中SCI收载期刊

论文210余篇；主编和参编教材和专著22部；申请专利50余项（获得授权44项）。获得省部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

次，获得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辽宁省特聘教授、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

导教师等荣誉称号。兼任中国药学会中药和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海洋药物

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以及辽宁省药学会

中药和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刘美凤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博导，从事中药、民族药物研究。以民族传统用药为导向，结合药理药效学实验筛选

活性化合物，探索其作用机理，近年开展了南方特有民族药物质基础研究：1.彝药“鸡脚参”

抗炎、抗病毒活性成分研究。从彝药“鸡脚参”分离近三十个二萜类新化合物，发现了具有

高度氧化的6/6/6松香烷二萜芳香三环骨架结构的鸡脚参酮Wulfenioidones A−K；具有新型6/5-

5螺三环骨架的二萜Wulfenioidones A-C。鸡脚参酮Wulfenioidones A和Wulfenioidins C选择性

显著抑制NLRP3炎症小体；具有罕见结构的鸡脚参二萜Wulfenioidins D-N，Wulfenioidins D具

有1-氧杂螺[4.5]癸烷-2-酮结构和抗寨卡病毒活性。2.傣药竹叶兰磨药特色用法的有效相态及

其“雅解（解毒）”的活性成分，发现一系列新颖的茋类化合物和菲类二聚体，通过破坏细

菌的细胞壁表现出明显的抑菌作用，通过PI3K/AKT和MAPK信号通路抑制膀胱癌细胞的迁移

和增值；3）番石榴叶降糖成分研究，获得具有新颖结构的间苯二酚二醛杂源萜类活性成分。

相关成果发表在Bioorganic Chemistry, Organic Chemistry Frontiers, Natural product research,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Biomedicine,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等SCI期

刊。



夏永刚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GLP实验室主任

博士，二级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

家青年岐黄学者、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龙江学者青年学者，现为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GLP实验室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化学重点学科后

备带头人。长期致力于中药引经、归经药性理论研究，中药多糖化学和作用机制研究，

取得了多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创新性地建立了中药引经药性评

价新模式、揭示了桔梗、川牛膝、川芎、柴胡引经药性的科学内涵，突破了中药多糖

化学和质量评价研究的诸多关键共性技术、建立了基于结构指纹图谱技术的中药多糖

质量评价新模式。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2项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省部级二等奖5项。申报发明专利20余

项，出版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60余篇。



姚  春
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医学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师从张伯礼院士，美国 UNCG 大学访问

学者。广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广西中医药学会会长，

广西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历任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广西中医学院学

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广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安全总监（副厅长级），自治区中医

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牵头组织联合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

厅、农业农村厅、林业局、药监局等八部门共同开展了“桂十味”道地药材遴选工作，最终

确定了10种道地药材作为“桂十味”品种及31种区域特色中药材品种。同时，持续推进“桂

十味”和区域特色中药材示范基地和“定制药园”建设，推广林下中药材生态种植，推动中

药材种植规范化、规模化和品牌化建设。作为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承担广西首个中药

民族药产业专项揭榜挂帅项目“广西中药民族药产业集群协同攻关与优势产品提质增效研

究”；主持、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获得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发表学术论文70 余篇，其中SCI 论文 8 篇，主编、参编著作 

5 部。



张  勇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哈尔滨医科大学星联杰

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心血管药物研究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兼青委会主任委员，生化与分子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学与科普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床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分析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多年来一直从事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及创新药物研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100余篇。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中

国药理学会施维雅青年药理学工作者奖、中国毒理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奖、黑龙江省青

年科技奖等。申报发明专利12项（授权4项），主编及参编教材7部。



罗建光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副院长

博士，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

才，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

近年来围绕揭示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新奇天然活性成分发现与靶点鉴定开展了系统研究。以

糖苷类，萜类及其聚合物、杂合物等成分为目标，对50余种中药和天然药物进行了基于结构

导向的成分研究，共分离鉴定糖苷类成分200余个，复杂萜类成分300多个，其中新化合物200

余个、新骨架结构20余类。发现具有显著生物活性的化合物40余个，并利用中药化生物学方

法探究了近10个活性化合物的作用靶点、深入作用机制，为中药药性理论的阐释和中药新药

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新药创新重大专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20余

项课题。近5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际著名杂志Organic Letters，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Redox Biology,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Analytical Chemistry,

Chemistry-A European等发表研究性论文68篇，获授权专利6项。



张勇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院长兼药学院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组长，国家863

计划项目负责人，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要从事天然药

物生物活性成分及创新药物研究，从华中地区药用植物及其内生真菌的次生代谢产物

中分离和鉴定了活性天然产物超过3500个，新化合物超过2000个，39个化合物被评为

国际热点化合物，有药用开发前景的化合物12个，其中金线莲苷已申报国家一类新药

（已实现成果转化，里程碑付款2.4亿元）。以通讯作者在Angewandte（6篇） ,

Hepatology，Nucleic Acids Research，Chemical Science（2篇），Advanced Science,

Cell Discovery，Organic Letters（30篇）等发表SCI论文340余篇（IF>10论文16篇, 总

IF近1800,被Nature、Chem. Rev.等引用近6200次）。



熊  亮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岐黄学者、四川省学术技

术带头人、四川省首届“天府万人计划”人才、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四川省科技创

新人才、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技术带头人等，现任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西南

特色药材创新药物成分研究所所长。担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等十余个学会职务、Frontiers in Chemistry副主编、Chines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

等杂志青年编委。主持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优青、面上项目、青年

基金、霍英东基金、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

40余项；发表论文17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7部，

获授权发明专利25项（含欧洲专利2项），转化9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医药国际

贡献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马骁驰
大连医科大学

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中药药效物质与中药代谢。入选杰青，国家特支计划，国

家优青，青年岐黄学者，宁省特聘教授、省突出贡献专家、省百人层次等。 近年来

以通讯作者发表在权威期刊GUT、PNAS、JACS、Angewandte、J Pineal Res.；

Biomaterials；Mol. Cancer; Anal. Chem等发表研究成果。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重大新药创制和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多项国家级课题。第一完成人获得教

育部科技进步奖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杨新洲
中南民族大学

教授，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博士，Basel大学药学博士后，Griffith大学Eskitis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曾入选湖北省“楚天学者”人才计划，东湖国家高新区3551创新人才计划，2019年入选国家

民委中青年英才计划等。研究领域为中药和民族药的药效物质的发现研究。目前已经完成70

余种研究基础薄弱的中药与民族药的活性成分研究，已分离鉴定单体化合物2600余个，发现

活性化合物360余个。主持完成国自科基金项目4项，已主持或参与完成其他国家级和省部级

项目10余项。目前已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220余篇，SCI收录160余篇，专利授权11项。

目前任ISO/TC249中方工作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评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讯

评审专家等。2018年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一），2019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二），其他省部级二等奖奖项3项。参与企业研发的两个中药六类新

药已获临床批件。指导的三名硕士生入选2014、2017、2019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博士

研究生项目。



张  磊
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学教研室主任

教授，博导，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学教研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青年长江学者”、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学科拔尖人

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浦江人才”、“青年科技启明星”、“巴渝学者”讲

座教授。

兼任全军药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专委会常委／秘书，上海市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

副理事长，上海市植物学会药用植物与植物药专委会副主委，世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Medicinal Plant Biology副主编，《药学学报》、《中草药》、APSB、CJNM等期刊

编委或青年编委。

主要从事“中药资源保障与质量提升”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等多项国家级项目。在 Nat Chem. Biol、Nat Commun、

Trends Plant Sci、PNAS、Mol Plant、Sci Bull、New Phytol、Plant Biotechnol J、APSB、JIPB

等期刊发表SCI论文160余篇。获9项专利授权。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明治乳业生命

科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