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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

员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

要成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

次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

术奖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

的奖励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

的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细胞增殖与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细胞周期调控 

研究方向 2 细胞分化调控 

研究方向 3 细胞增殖分化和发育的功能基因组 

研究方向 4 细胞增殖分化的信号转导 

研究方向 5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张传茂 研究方向 细胞周期调控 

出生日期 1958 年 6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6-至今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蒋争凡 研究方向 细胞分化的信号转导 

出生日期 1968 年 10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7-至今 

姓名 朱健 研究方向 细胞增殖分化和发育的功能基因组 

出生日期 1972 年 7 月 职称 研究员 任职时间 2017-至今 

姓名 张博 研究方向 细胞增殖分化和发育的功能基因组 

出生日期 1966 年 6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7-至今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孟安明 研究方向 发育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63 年 7 月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7 至今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28 篇 EI 0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3960 万元 纵向经费 3500 万元 横向经费 460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6 项 授权数 1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33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25 人  

院士 2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2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3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7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千人计划 5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3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2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吴  虹 美国肿瘤学会国际事务委员会 委员 

李沉简 NIH CDIN review study section 委员 

李沉简 Plos Biology 编委 

张传茂 Cell Research 编委 

张传茂 
Fr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编委 

张传茂 Biophysics Reports 编委 

张传茂 JBC 编委 

邓宏魁 国际干细胞学会 理事 

邓宏魁 Cell Research 编委 

邓宏魁 Cell 编委 

苏都莫日根 Cytologia 编委 

蒋争凡 Scientific Report 编委 



 

 

蒋争凡 JBC 编委 

汤富酬 Genome Biology 编委 

汤富酬 Open Biology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9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3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细胞生物学 学科 2 发育生物学 学科 3 遗传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43 人 在读硕士生 5 人 

承担本科课程 782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407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0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实验室面积  4205.6 M2 实验室网址  www.cellbiology.pku.edu.cn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5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

括论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

础性工作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

技创新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年度实验室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共 28 篇，其中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文章 14 篇，包

括 Cell 1 篇，Cell Stem Cell 3 篇，Cell Research 3 篇，Immunity 1 篇，Cell Metabolism 1 篇, 

Hepatology 1 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篇，Genome Biology 1 篇, Annals Oncology 1 篇； 

影响因子 5-10 的文章(包括 JBC) 12 篇，包括 Developmental Cell、Molecular Therapy、PLoS 

Pathoge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Cell. Mol. 

Life Sci.、J Immunology、 EBio Medicine、 JBC 等文章；以及影响因子 5 以下的文章 2

篇。申请专利 6 项，授权 1 项。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目前实验室在研的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51项，横向国际合作项目 1项，入账经

费总金额 3960万元。本年度实验室共获得学校实验室管理经费资助 150万元，主要用于

支付重点实验室科研活动所需费用和实验室自主科研项目的实施。本年度还获得了生命

科学学院配套支持经费 200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

元) 

类别 

1  

主要农作物生殖发育与

生殖障碍的分子机理及

调控技术* 

2013CB126900 
苏都莫

日根 
2013-2017 213 

科技部 973

课题 

2  

光电子调控矿物与微生

物协同作用机制及其环

境效应研究* 

2014CB846000 
苏都莫

日根 
2013-2017 80 

科技部 973

课题 

3  
血管衰老及相关疾病的

生物学基础* 
2013CB530700 陶伟 2013-2018 220 

科技部 973

课题 



 

 

4  
动物病毒与宿主相互关

系 
2014CB542600 蒋争凡 

2014.01-

2018.12 
1500 

科技部 973

课题 

5  

周围神经损伤及修复后

神经再生与中枢神经重

塑的机制研究* 

2014CB542206 陈建国 2014-2019 100 
科技部 973

课题 

6  

农作物重要病毒病昆虫

传播与致害的生物学基

础 

2014CB138400 滕俊琳 2014-2019 80 
科技部 973

课题 

7  
黏膜免疫系统稳态的失

调和疾病的发生机制* 
2015CB943203 蒋争凡 

2015.01-

2019.08 
144 

科技部 973

课题 

8  
胰腺的细胞分化及再生

调控* 
2015CB942803 张博 2014-2018 220 

科技部重

大科学研

究计划 

9  
基因工程大鼠模型的研

发与示范 
2014BAI02B01 李沉简 2014-2017 508 

科技部支

撑计划 

10  

神经元迁移，形态发生

和微环路形成的调控机

制* 

2014CB942804 朱健 2014-2018 170 

国家“发育

与生殖研

究”重大科

学研究计

划 

11  
消化器官发育的细胞和

分子基础* 
2015CB942800 徐成冉 

2015.01-

2019.08 
383.5 

科技部 973

项目 

12  
消化器官发育的细胞和

分子基础* 
2015CB942800 张博 

2015.01-

2019.08 
88 

国家“发育

与生殖研

究”重大科

学研究计

划 

13  
基于蛋白质调控网络的

系统生物学研究 
2015CB910300 魏平 

2015.01 

2019.12 
250 

科技部重

大研究计

划 

14  

多能干细胞自我更新与

定向分化的细胞周期调

控 

2016YFA0100500 张传茂 
2016.07-

2020.12 
3000 

科 技 部 干

细 胞 及 转

化 研 究 专

项 

15  
多能干细胞自我更新的

细胞周期调控 
2016YFA0100501 陈建国 2016-2020 250 

干 细 胞 专

项 



 

 

16  

建立并验证调控 PSC 自

我更新和发育多能性的

网络调控模型* 

2016YFA0100103 邓宏魁 
2016.07-

2020.12 
384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17  

中内胚层细胞分化过程

中干细胞命运决定的转

录调控 

2017YFA0102702 汤富酬 
2017.07-

2021.12 
470 

科 技 部 干

细胞专项 

18  
细胞器动态互作的蛋白

质机器 
2016YFA0500201 张传茂 

2016.07-

2021.06 
378 

蛋白质机

器与生命

过程调控

专项 

19  

免疫细胞多样性产生中

蛋白质机器调控基因组

稳定性的机制 

2017YFA0506700 胡家志 
2017.07- 

2022.06 
164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  

调控染色质高级结构的

蛋白质机器的系统鉴定

与机制 

研究 

2017YFA0506600 季雄 
2017.07 

2022.06 
460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青年项目 

21  

激酶 RIP 家族成员调控

抗病毒 I 型干扰素表达

的功能及机制研究 

31470841 陈丹英 
2013.01-

2018.12 
8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2  

核纤层及其结合蛋白在

细胞周期中的动态变化

调控及功能研究 

31371365 蒋青 
2014.1-

2017.12 
7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3  

Cep57、AK57 和 Mis12

在有丝分裂过程中的功

能分析 

31371349 陈建国 
2014.1-

2017.12 
1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4  

利用斑马鱼模型研究人

类腺苷酸琥珀酸裂解酶

缺陷疾病 

81371264 张博 
2014.1-

2017.12 
1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5  
MicroRNA 调控 Notch

信号转导的分子机制 
31371410 朱健 

2014.1-

2017.12 
7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6  
NF-κB信号通路的全新

设计与合成 
31470819 魏平 

2015.01-

2018.12 
8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7  

组 蛋 白 去 甲 基 化 酶

KDM3B 调控细胞衰老

的功能机制 

31471205 陶伟 
2015.01-

2018.12 
8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8  

Cab45S 和 RCN1 调控细

胞增殖和凋亡的分子机

制 

31471280 滕俊琳 
2015.01-

2018.12 
8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29  
哺乳动物胰腺祖细胞分

化调控 
31471358 徐成冉 

2015.01-

2018.12 
8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0  

基于高通量测序的血浆

游离 DNA 甲基化组分

析新方法及其在肿瘤诊

断与监测中的应用 

81472857 文路 
2015.01-

2018.12 
7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1  

新中心体蛋白

MPHOSPH9 在纤毛形成

过程中的功能分析 

31571376 陈建国 
2016.01-

2019.12 
61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2  
斑马鱼突变体 34c 脑发

育异常的分子机理研究 
31571271 佟向军 

2016.01-

2019.12 
65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3  

细胞周期中纤毛动态变

化调控机制及其功能研

究 

31571386 张博言 
2016.01-

2019.12 
6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4  
DNA 损伤诱导内质网形

态变化机制及生理意义 
31671392 滕俊琳 

2017.01-

2020.12 
6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5  
npdc1a 在斑马鱼卵细胞

发育中的功能研究 
31671500 张博 

2017.01-

2020.12 
6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6  

DNA 病毒感染引发天

然免疫应答的分子机制

研究 

31230023 蒋争凡 
2013.01-

2017.12 
3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37  

新转录复合物 B98/P56

调控神经干细胞去分化

过程的机制研究 

31471372 宋艳 
2015.01-

2018.12 
8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38  

细胞分裂起始与细胞核

去组装的分子调控机理

研究 

31430051 张传茂 
2015.01-

2019.12 
32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39  
母中心粒亚远端附属结

构的组装与功能分析 
31630092 陈建国 2017-2021 27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40  

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

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机

制 

91129000 蒋争凡 
2011.01-

2018 
28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

计划 

41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应用

基础研究* 
81621001 蒋争凡 

2017.01-

2022.12 
225 

国家自然

基金创新

研究群体

计划 

42  发育生物学 31625018 汤富酬 
2017.01-

2021.12 
400 

国家自然

科学基

金，杰青

项目 

43  哺乳动物器官发育 31522036 徐成冉 
2016.01-

2018.12 
13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

基金 

44  
基于细胞信号网络的系

统与合成生物学研究 
31622022 魏平 

2017.01-

2019.12 
150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优 秀 青 年

项目 

45  
mir-35 家族调控神经轴

突导向 
31401241 刘敏 

2015.01-

2017.12 
2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46  

应用光片层显微镜对上

皮-间质转化及其在前列

腺癌转移过程中作用的

可视化研究 

81602254 杨璐 
2017.01-

2019.12 
1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47  

结合 4D 活体成像和单

细胞 RNA-Seq 转录组技

术分析小鼠胚胎多能性

形成与分化过程 

81561138005 汤富酬 
2015.01-

2017.12 
166.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国际

(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 

48  
细胞核外周结构动态调

控基因表达的机理研究 
31520103906 张传茂 

2016.01-

2020.12 
324.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国际



 

 

(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 

49  
环形 RNA 在人胚胎发

育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D151100002415003 汤富酬 

2015.01-

2018.06 
22 

北京市科

委 

50 
APP 在内体-溶酶体系统

中的分选和转运机制 
5161001 陈建国 

2016.01-

2018.12 
65 

北京市基

金 

51 
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

尖创新中心经费 
8300200001 吴虹 2016-2021 400 

省部重大

科技计划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
家科技（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
并在类别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
的项目或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 细胞周期调控 

翟中和、张传

茂、陈建国、滕

俊琳 

蒋青、卢萍 

2．细胞分化调控 

朱作言、李沉

简、邓宏魁、苏

都莫日根、陶伟 

张丽君、郑素双、韦玉生 

3．细胞增殖分化和发育的功能基因组 

张博、汤富酬、

宋艳、朱健、佟

向军、胡家志、

季雄 

王承艳、董巍、文路 

4．细胞增殖分化的信号转导 
吴虹、徐成冉、

蒋争凡、李湘盈 
陈丹英、杨露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

室工作

年限 

1 翟中和 教学科研 男 学士 院士，教授 88 1978 

2 朱作言 教学科研 男 硕士 院士，教授 77 2000 

3 吴  虹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教授，院长 60 2013 

4 张传茂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长江特聘教授 59 1989 



 

 

5 陈建国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 57 1989 

6 苏都莫日根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 55 1991 

7 邓宏魁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长江讲座教授 54 2001 

9 滕俊琳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教授 55 1994 

10 张  博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教授 51 1995 

11 陶  伟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 50 1999 

12 李沉简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千人计划 49 2011 

13 蒋争凡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长江特聘教授 49 2007 

14 汤富酬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 41 2011 

15 朱  健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研究员（北大特殊机

制引进人才） 
45 2013 

16 宋  艳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研究员（北大特殊机

制引进人才） 
38 2013 

17 徐成冉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研究员，青年千人计

划 
40 2012 

18 魏  平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研究员，青年千人计划 34 2016 

19 胡家志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研究员，青年千人计划 34 2016 

20 季  雄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研究员，青年千人计划 31 2016 

21 李湘盈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研究员，青年千人计划 31 2017 

22 佟向军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教授 48 2002 

23 卢  萍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副教授 55 2001 

24 蒋  青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副教授 53 2003 

25 张丽君 教学科研 女 硕士 副研究员 52 2001 

26 陈丹英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副教授 45 1997 

27 沈  延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高级工程师 45 1997 

28 董  巍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高级工程师 44 1998 



 

 

29 王承艳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副研究员（北大新体制制

引进人才） 
40 2006 

30 郑素双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副研究员（北大新体制

制） 
39 2012 

31 韦玉生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副研究员（北大新体制

制） 
42 2013 

32 杨  璐 教学科研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北大新体制

制） 
34 2014 

33 文  路 教学科研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北大新体制

制） 
34 2016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
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蔡 军 
博士

后 
男 35 中级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2018 

2 范小英 
博士

后 
女 29 无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2019 

3 冯园庆 
博士

后 
男 29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2019 

4 高帅 
博士

后 
男 31 无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2018 

5 关景洋 
博士

后 
男 30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5.10-

2017.09 

6 郭红山 
博 士

后 
男 28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8-

2018.7 

7 黄艳 
博士

后 
女 34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2019 

8 黄捷 
博士

后 
女 30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2018 

9 李林宸 
博士

后 
男 37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3-2019 

10 李显龙 
博士

后 
男 28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8-

2018.7 

11 刘敏 
博士

后 
男 32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3-2019 

12 罗佳 
博士

后 
女 29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2018 

13 马丹旦 
博士

后 
女 28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8-

2019.7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4 马进 
博士

后 
女 28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3-

2019.3 

15 习雨琳 
博士

后 
女 31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2019 

16 张博言 
博士

后 
男 33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4-2017 

17 张  旭 
博士

后 
男 32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5.10-

2017.9 

18 周翔 
博士

后 
女 35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5-2017 

19 周帆 
博士

后 
男 30 讲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2018 

20 唐殿红 其他 女 23 技术员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 至今 

21 张刘珍 其他 女 37 
高级实验

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 至今 

22 李丽霞 其他 女 60 
高级工程

师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 至今 

23 姚海萍 其他 女 29 无 中国 北京大学 2017 至今 

24 朱秋菊 其他 女 45 无 中国 北京大学 2016 至今 

25 张  洁 其他 女 33 无 中国 北京大学 2014 至今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

撑作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北大细胞生物学专业是国家重点（二级）学科点，本实验室 2017年度共发表标注论

文 28篇，均为 SCI刊物，累计影响因子 329，平均每篇论文的影响因子大于 11。研究工

作的成果大力提升了学科的影响力，每年报考北大细胞的研究生数目超过学院总数的三

分之一。形成优良的生源有力地促进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

程、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

室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本年度实验室承担了细胞生物学、遗传学、普通生物学、发育生物学、高级细胞生物

学（英文）课程、遗传学实验、动物组织和胚胎学及实验、细胞生物学实验、细胞的基因

编辑技术、博雅班讨论班：批判性思维等本科生课程，以及高级细胞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进展、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进展、发育生物学进展、免疫学导论、免疫学进展、癌症机理

与治疗、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植物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植物细胞生物学讨论班、文献

深度分析及实验的逻辑设计等研究生课程。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

交流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实验室现有固定研究人员 33 人，博士后研究人员 19人，在读的博士和硕博连读研

究生 149人。另外，还有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合作培养硕博连读研究生 2名。2017年出站

博士后 3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12人，硕士生 2人。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

平论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 这一年里，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影响因子大于 10的论文 10篇，影响因子 5-10

的论文 9篇。 

2. 王梦瑶在 Annals Oncology 发表论文 CHD1 loss sensitizes prostate cancer to 

DNA damaging therapy by promoting error-prone double-strand break repair. 

3. 本年度有 10位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会议论文。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发表会议论文 刘琨 博士 第 18 届国际发育生物学会议 宋艳 

2 发表会议论文 邱伟林 博士 

Keystone Symposia Coference: 
Regenerative Biology and 

Applications: Cell Differentiation, 

Tissue Organization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徐成冉 

3 发表会议论文 

来威锋、

成林、王

启明 

博士 国际干细胞会议 邓宏魁 

4 其他 
王静然、

戚志 
博士 

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 

Scientific Retreat PCF 
吴虹 

5 其他 
祝海川、

吴祎琳 
博士 

精准癌症生物学:从靶向治疗到免

疫治疗 亚洲冷泉港会议 
吴虹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

报。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本年度尚未安排开放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人数 类别 

1 

北京细胞生物学会 2017

学术年会暨京津冀联合

年会 

北京细胞生物学

会，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 

李巍，蒋

争凡 
2017.10.29 200 地区性 

2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

外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

科研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

作分类填写。 

国内合作 

 与北京大学雷晓光课题组合作进行基于 PU.1 的小分子抑制剂的制备及功能验证。 

 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黄晓军课题组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合作进行人 T-

ALL 外显子组及转录组测序 

 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合作进行人前列腺癌外显子组及转录组测序。 

 与北京大学李程课题组合作进行癌症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程新实验室在肝实质细胞和肝内胆管细胞分化方

面展开合作，并申请专利一项。 

 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倪挺课题组合作，开展细胞衰老调控的研究。 

 

国际合作 

 继续与德国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合作，并获得新增 92 万元的资助。 

 与德国 Bayer Health Science 的 Ningshu Liu 教授建立合作关系，就拜耳新研发的小

分子化合物治疗前列腺癌的药效及可能耐药机制进行合作研究。 

 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泌尿科合作进行人前列腺癌外显子组及转录组测序。 

 与美国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的 Peter Nelson 教授建立合作关系，在

前列腺癌发病机制、治疗新方法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与英国伦敦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 的 Johann De Bono 教授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

建立了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前列腺癌治疗新方法的研究。 

 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 3次。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北京市细胞生物学学会的主要力量，积极参与学会开展的各项科普活动。 

 本实验室多次接待中学生参观斑马鱼水体实验室，宣传斑马鱼科研相关的科普知. 

 为国家科技部提供 973 成果素材《抗感染天然免疫机制的研究》。 

 中学生生物培训、奥林匹克生物竞赛。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陈建国 男 教授 57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2 陈  佺 男 教授 5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否 

3 陈晔光 男 教授 53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4 程和平 男 院士 55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所 否 

5 邓宏魁 男 教授 44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是 

6 蒋争凡 男 教授 49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7 孟安明 男 院士 54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8 裴端卿 男 
研究

员 
52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

康研究院 
否 

9 彭金荣 男 教授 54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否 

10 邵  峰 男 院士 34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否 

11 汤富酬 男 教授 41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12 田志刚 男 院士 6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13 吴  虹 女 教授 60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14 张永清 男 
研究

员 
54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究所 否 

15 张传茂 男 教授 59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16 朱学良 男 
研究

员 
54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细胞所 否 

17 朱作言 男 院士 76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

人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细胞增殖与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和第一次

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9 日在北京大学金光生命科学大楼顺利举行。出席委员 13 人，缺席 4

人。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孟安明院士主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和平院士和邓宏魁教

授以及学术委员会委员、顾问和各课题组负责人出席。会议议题是实验室发展与对策。学

术委员会成员们对本实验室从建立到去年通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 年工作评估并获得优



 

 

秀的好成绩给予肯定，对实验室研究人员在细胞周期调控、细胞分化调控、细胞增殖分化

的信号转导、细胞增殖分化和发育的功能基因组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

价。委员们就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制度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热烈

讨论，对实验室未来的发展方向，人员组成以及组织工作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实验室要采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模式，要把握好方向，注重队伍

的建设和人才的引进，要扩大科研队伍，若有机会争取在科技部立项；实验室管理要向国

家重点实验室看齐，按最高的标准执行，按高标准补充有关的规章制度，人员上也要做到

有进有出。要设立开放课题，做好开放交流。 委员们期望全体实验室成员能够更加努力

奋进，巩固和促进实验室建设与发展，为实验室发展献计献策，使实验室的整体水平得到

更好的改进提高，从而使实验室在学校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使实验室的发展能够

再上一个新台阶。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

费、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

引进、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

况。 

 

2017年学校给与资助 150万元，生命科学学院资助 200万元，合计 350万元。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

升级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主要有扫描和投射电子显微镜、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荧光显微

镜、活细胞工作站、全自动样品处理台、水生生物实验生态系统、X光生物学辐照仪等大

型仪器，这些仪器全都向校内外同行开放。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经考核，细胞增殖与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 2017

年度考核。 

学校将按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管理要求进一步支持实验室的发展。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