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脾胃理论创新发展与炎癌重大疾病防治
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2023 年高级研

修项目计划的通知》(粤人社函〔2023〕168号），“脾胃理论创

新发展与炎癌重大疾病防治”高级研修班定于 8月 25日至 8月 29

日在广州市举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修内容

（一）岭南脾胃理论古籍、古方挖掘传承与创新运用；

（二）脾胃理论与重大疾病防治新方向；

（三）脾胃理论与运动康复治疗方向；

（四）基于五脏相关的脾胃理论拓展应用；

（五）脾胃理论科学研究“产-学-研-用”转化；

（六）重大脾胃疾病从“治”到“防”理念与实践；

（七）炎癌重大疾病防治“时间窗”与中医精准医疗；

（八）炎癌重大疾病防治理法方药研究新进展；

（九）炎癌重大疾病防治数字化建设。

二、研修方式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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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班邀请行业内院士、知名专家，采取现场教学与临床教学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研修，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

三、研修对象及报名方式

（一）研修对象：从事中医药脾胃、肿瘤等相关专业的临床、

教学、科研等工作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在管理岗位

工作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共 70人。

（二）报名方式：请各地市和有关单位积极推荐 1-2名符合

条件的人员参加培训，并于 8月 17日前将报名回执扫描件（PDF

格式）发送至报名邮箱：88531138@qq.com（邮件主题：高研班

报名表），报名资料审核通过后，工作人员将通过邮件发送参训

通知。

四、研修时间及地点

（一）研修时间：8月 25日至 29日，8月 25日报到，8月

29日返程。

（二）报到地点：广州彭达大酒店一楼大堂（地址：广州市

白云区机场路 12号，交通指引见附件 3）。

（三）研修地点：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和三元里校区。

五、其他事项

（一）研修班不收取研修费和食宿费，研修人员的往返交通

费用自理。请携带身份证，报到时向会务组提交 2张 1寸免冠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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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人员修完规定课程，经考核合格后由承办单位广

州中医大学颁发《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证书》。

（三）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承办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

林老师，13724157286；邮箱：88531138@qq.com

2.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杨斌彬，020﹣83134953

附件：1.师资简介

2.报名回执

3.交通指引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年 8月 4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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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师 资 简 介

高天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

国家高端人才、全国优博指导教师。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中心主任、精神健康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广东省重

大精神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

长、Pharmacol Res及 Neurosci Bull副主编。长期从事抗抑郁/焦

虑的基础和转化研究，其领衔的学术团队，在抑郁症发病新机理

及抗抑郁新靶点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先后主持了教育部创新

团队项目及滚动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课题等

基金课题，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项，省部级

科技一等奖 3项。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Nat Med、Nat Neurosci、

Neuron、JCI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被引用 5000余次，研究成

果入编 14部神经科学及精神病学国际权威专著。培养的博士中，

获国家高端人才 3人、国家“万人计划”3人、广东省高端人才 3

人、全国优博论文奖 1人、全军/广东省优博论文奖 5人。

王伟：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中医

药大学校长。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部中医内科学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部暨北京市证候与方剂基础研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荣获首届岐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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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岐黄工程首席科学家、欧亚科学院院士、卫生部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等称号；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药理学科带

头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心血

管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新药创制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学科

评议组成员、第十一届及第十二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省部级一等奖 3项，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1

项，授权发明专利 9项。

唐旭东：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

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兼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虚重点研究室主任、中药临床疗效与安全性评

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担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

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主任委员、全国脾胃病重点专科协作组组长、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常务

副会长。主编学术著作 12部，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

奖 4项、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一等奖 1项，北京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陈家旭：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

中医学院院长，广州市中医方证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获全国百篇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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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

中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世中联中医诊断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世中联李时珍医药研究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世中

联教育指导委员会理事。发表学术论文 300余篇，获高等学校科

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 2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2项。

方邦江：医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

（二级），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岐黄学者，上海市名中医。

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急危重症研究所所长、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

国家卫生与计划委员会（原卫生部）国家重点临床专科学科带头

人，国家中管局重点学科和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药管理

局重点专科急诊协作组组长和喘证（AECOPD）临床路径协作组

长，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急诊临床基地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

急救医学继续教育基地主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

部“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重大项目 10余项，国家教育部、

国家人事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科研课题 20余项，个人先后获

得首届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岐黄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国家老中医药学术继承指导老师、上海

领军人才、湖北省“楚天学者”、青海省“杰出人才”等人才和荣誉

称号。

何蓉蓉：药学专业博士，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青”。现任暨南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中药及天然药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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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副所长、广东省疾病易感性及中医药研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兼任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影响因子 5.81）的副主编，

Phytomedicine（影响因子 5.34）的副主编等社会职务。入选“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首届“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

创新拔尖人才、珠江科技新星等人才项目。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广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

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个人获第十六届广东省丁颖科技奖、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中华中医药学会创新人才、“中国药学会--

赛诺菲青年生物药物奖”等奖励。

谢春光：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国家中

医临床研究（糖尿病）基地负责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内分泌重点专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局中

医内分泌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四川省卫计委首席专家、“天府万

人计划”天府名医；四川省中医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负责人；代谢性疾病中医药调控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

中医药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四川省医学会

副会长；四川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

委会主任委员。发表中外期刊学术论文 330 余篇，其中 SCI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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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37 篇；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各级科技进步等奖 10

余项。

潘华峰：医学博士，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

作教授，享受国务特殊津贴专家，中医内科学脾胃研究学术带头

人。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脾虚证候”重点研究室主任。在国内外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300篇，获授权专利 6项，出版专著 5部。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项，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熊亮：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省部级优秀人才计划入

选者、四川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等。现任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现代中药产业学院副

院长、西南特色药材创新药物成分研究所所长。现为世界中联中

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信息与

大数据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新药创制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出版专著 7部（含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教

材 3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25项（含欧洲专利 2项），转化 9

项；曾获 2017年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9年中医药国际贡

献奖-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年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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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娟：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岐黄学者。现

任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

会常委、世界中联中医健康管理专委会理事、世界中联舌象研究

专委会副秘书长、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委等。致

力于研究四诊信息采集及标准化研究。曾获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三

等奖 2项，福建医学科技奖三等奖、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各 1项。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参编教材及著作 10

部，发表论文 40余篇。

周步高：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岐黄学者。现任江西中医

药大学科研处处长，江西省中医经典名方(验方)开发与评价技术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入选江西省中青年中医药骨干人才，全国第

二批青年中医药求真学者。兼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分会副会长、江西省中医药产业创新联体秘书长、中国

医学-食疗联盟秘书长、江西省传统中医中药研究会第二届副理事

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获得教育部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江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西省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教学科研奖

励 4 项，获江西中医药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岳鹏飞：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岐黄学者。入选江西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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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井冈学者、江西省杰出青年人才、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新型给药系统专业委员会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药剂专业委员会理事、中草药杂志青

年编委、世界中医药杂志青年编委、Chinese Medicine Herbs青年

编委等学术职务。授权发明专利 12项，完成技术转化服务 5项。

获江西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9年）、三等奖（2015年）各 1

项、201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2010年江西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2009年江西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一、二等奖各 1项。

张莉：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年岐黄学者。入

选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托人才、上海市科委和卫健委青年学科带

头人。聚焦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和代谢性疾病，致力于证候分类

和临床转化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10余项；通讯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3篇，其中 SCI收录 31篇；

主/参编论著 6部，授权发明专利 2项；以主要完成人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一等奖 3项。兼任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

常委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肝病防治分会常委理事；中华中

医药学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

专业委员会理事等学术任职。

史亚飞：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

大学人事处处长。长期从事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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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参与国家

级省部级课题多项。作为主要成员获省级科技进步奖 2项。发表

论文论著 3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 6部。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 2项，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

黄绍刚：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东莞市中

医院常委副院长。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全国中医药创新骨

干人才，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

广东省中医院青年名中医，岭南名医，羊城好医生。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

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肝脏病学会中医药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常委、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消化病分会常委。近年来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

获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医药创新奖和中国中西医结合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王雄文：医学博士，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

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肿瘤中心副主任。

国家名中医周岱翰教授第四批师带徒弟子。担任广东中医药学会

肿瘤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肿瘤靶向治疗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经方专业委员会常

委，世界冷冻学会委员，亚洲冷冻学会委员，亚洲冷冻学会特约

华南区培训专家，广东省细胞生物工程学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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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脾胃病科）负责人，脾胃二区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函评专家，发表多篇 SCI论文及核心期刊论文

20余篇。长期从事炎症性肠病及胃癌的遗传和免疫学发病机理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厅及中管局课题各 1项。

李伟荣: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广州中医药大

学科技创新中心中医脑病研究室主任兼中心办公室主任。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委员，广东

省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药新药与临床

药理》杂志编委。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广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 3项、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 1项、广东省重点学

科子项目 1项、企业委托项目 6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

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1项、国家星火计划 1项、

国家药典委员会课题 1项、省部级项目 11项，是广东省教育厅中

医脑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中医药防治脑病研究重点实验室

核心成员，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 1项、国家教育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 1项，发表论文 80余篇，其中 SCI收录 20余篇，参

编著作 1部。

高永：理学博士，研究员，杏林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博

士后合作导师。现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中心脾胃及代谢病

研究室主任。任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药理学会内分泌代谢委员会委员，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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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al Hepatology，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等 SCI期刊学

术/青年编委,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客座编辑。获得广东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优秀会员奖，入选“广东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

尖人才。

方坚松：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

医学部）药理学专业博士毕业，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克利夫兰医

学中心博士后。2019年获得中国药理学会青年药理学家奖，连续

三年（2020-2022年度）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 2%顶

尖科学家榜单，2023年获国际学术组织 ScienceFather颁发的最佳

研究者奖（网络科学与图形分析领域）。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

项目及青年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生物医药与健康重点领域专

项等 10余项课题，申请相关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7项。兼任 Front

Pharmacol副主编，Front Neurosci及 Discov Oncol客座编辑等。

李燕舞：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马里兰大学

医学院访问学者。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青委，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委，广东省药理

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文核心期刊《中药药理与

临床》杂志编委等。现就职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中心/脾胃

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及中药复方干

预研究；肠道炎-癌转化及药物分子机制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及

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论文 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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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传权：医学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脾虚证候”重点研究室协调人、广东省高

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广州中医药大学“青年英才”培养

对象、全国中医药青年国医菁英提名奖、“第一批青年中医药求真

学者”并入选《中华中医药杂志》卓越人才库，担任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评审专家、《中华中医药杂志》《转化医学电子杂志》的青

年编委和《中药药理与临床》《中华中医药杂志》《Clinica Chimica

Acta》等杂志的审稿专家，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理

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脾胃肝胆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广东

省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级项目 6项、

省部级项目 10余项。获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唐莹：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高层次引进

人才。广州抗癌协会理事会理事，广州抗癌协会转化医学专业委

员会常委，世中联整合肿瘤专委会理事，广东省核药学专业委员

会常委,广州市抗癌协会消化道肿瘤青年委员会委员，肝胆肿瘤多

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近年主持课题 6项，其中国家级

课题 1项；发表 SCI论文 32篇，一作/通讯 16篇，其中 ESI高被

引 1篇（独立通讯，他引 180余次），中科院一区 2篇（最后通

讯）；参与编写专著 1部，Frontiers in Genetics客座编辑，ACS nano,

Aging，中医肿瘤学等杂志审稿人。

卓越：理学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澳门科技大

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熟练掌握中药质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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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等相关技术，主要从事基于质谱的中药药效物质及毒

性物质基础研究。目前累积发表 SCI论文 13篇，中文核心论文 2

篇，并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项。其中包括中科院一区文章 5篇。

主持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区域联合基金 1项。先后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得澳门特别行政区研究生科技研发

奖（博士类），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二等奖。Biomedical

Chromatography杂志审稿人。广东省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

会会员。

刘伟：中医内科学博士，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访

问学者，从事中医药防治消化道肿瘤疾病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主

持国家级课题 1项、省部级 4项，主要参与课题 8项，发表 SCI 7

篇，申请专利 2项，参编学术专著 2部，获得中国中西医结合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奖二等奖等自然科学奖励，

第四批中医药青年求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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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 名 回 执

单位盖章：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所学专业

现从事工作

备 注

（请填写到达时间）

请于 8月 17日前将本回执扫描件（PDF 格式）发送至报名

邮箱 88531138@qq.com（邮件主题：高研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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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 通 指 引

报到地址：广州市机场路 12 号广州彭达大酒店。交通指引

如下：

一、乘坐公交车指引

酒店最近的公交站：中医学院站。乘坐公交至【中医学院】

站下车，步行即可到广州彭达大酒店。

二、乘坐地铁指引

酒店最近的地铁站：三元里站、越秀公园站，均为地铁 2号

线。

（一）乘坐地铁 2号线到【三元里】站下车，从 B出口出站

后需换乘其他交通工具：

1.换乘 470公交专线，乘坐 3个站，到【中医学院】站下车，

步行即可到广州彭达大酒店。

2.骑共享单车到达酒店大概需要 5-8分钟。

3.步行到酒店大概需要 20分钟。

4.打车到酒店，下车地点选择广州彭达大酒店，耗时大约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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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铁 2号线到【越秀公园】站下车，从 B1出口出站

后需换乘其它交通工具：

1.换乘公交：B1出口出站后右转，向三元里方向走大约 500

米，途中经过越秀公园正门，在公交站（越秀公园站）站牌上的

公交路线均可以乘坐至【中医学院】站下车，步行即可达到酒店。

2.骑共享单车需要 8-10分钟到达广州彭达大酒店。

3.打车到酒店，下车地点选择广州彭达大酒店，耗时大

约 10分钟。

三、自驾车或打车指引

导航至“广州彭达大酒店”即可。


		2023-08-08T10:59:46+0800
	signature info(version:4.5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