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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津浦

于津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天津市肿瘤研究所副所长、肿瘤

分子诊断中心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基因诊断专委会副主委、中国

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学专委会副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委会

常委，伴随诊断与治疗专家委员会组长、中国抗癌协会家族遗传性肿

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医药生物技术临床应用专

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理事、女性健康分会常委、

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早诊早治专委会副主委、天津市医学会肿瘤学分

会常委、天津市抗癌协会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美国 AACR会

员。

于津浦教授主要致力于肿瘤免疫调控机制研究和基于 NGS的肿

瘤分子诊断技术的临床转化。在科研上，围绕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

和肿瘤细胞间的交互作用开展深入研究；在临床上，为医生提供肿瘤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分子诊断服务，获得国家卫健委首批肿瘤领域高通

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称号，围绕遗传性肿瘤的发病风险

预测和实体肿瘤靶向药物敏感性检测开展临床应用。近年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 6项，国际合作项目 2项，天津市教委和卫健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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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在《Molecular Cancer》《Cell Reports Medicine》《Hepatology》

《Cancer Research》《Oncogene》等学术期刊发表 SCI论文 120余篇，

获国家发明专利 5项，获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2次，天津市科技进步

奖 5次，获天津市“津门医学英才”和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

称号。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肿瘤局部免疫微环境促肿瘤的调控机制研究：以肿瘤－免疫交

叉对话为突破口，探索免疫细胞促进肿瘤克隆演进的分子机制。

2.基于多组学的肿瘤新型基因标志物的筛选：利用现有高通量基

因测序平台完成对新型分子标签的筛选鉴定和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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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勇杰

马勇杰，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天津市肿瘤研究

所课题组长、海峡两岸精准医学协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委

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马勇杰教授在日本爱媛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德克萨

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

从事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调控因素的分子机制研究；乳腺癌进展

及转移过程中的信号转导调控，细胞增殖、分化的分子机制及其关键

调控因素的研究；乳腺癌化疗药物耐药的分子机制及其关键调控因素

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

973项目子课题 1项，作为副组长参与 863专题项目 1项，参与多项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3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SCI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70余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累计影响因子达 180.7。近年连续在《Cell

Death differentiation》《Cell Death and Disease》等高水平国际期刊上

发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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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恶性肿瘤化疗药物敏感性的分子调控机制研究。

2.调控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蛋白分子的修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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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 莹

马莹，女，中共党员，副教授，临床 PI，独立课题组长，博士生

导师，博士后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引进人才，主要专长为胰

腺癌的免疫治疗学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本科学士和病理学硕士，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肿瘤学博士。美国 MD 安德森肿瘤中心博士后，后被该校聘为

Instructor。2020年 1月全职回国，当前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通过多年原创性研究的工作积累，成功地治愈了实验动物的

胰腺癌，为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不断挑战国内外科研前沿。

发表 SCI论文 30余篇，H因子 20分，文章均为课题的连续性成

果。代表作属于肿瘤和免疫领域经典期刊，包括以第一/主通讯发表

在《Gastroenterology》《Clin Cancer Res》《Cancer Res》《iScience》

《Trends Cell Biol》等国际权威经典期刊；主编出版科学出版社“十

四五”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规划教材《肿瘤免疫学》（15章，86万

字）。

入选中国科协海智计划特聘专家和美国癌症免疫治疗学会

SITC-WIN领导力学院。受邀担任国自然基金委函评专家、多家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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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审专家和《Frontiers》免疫专栏客座编辑。为 AACR、ASCO、

SITC、ESMO，SLB，CACA和 CSI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团体会员。获

得多项荣誉，包括：中国抗癌协会英文旗舰期刊 HIO优秀审稿专家

奖、AACR-WICR学者奖、Hirshberg基金会种子课题奖、MD安德森

杰出学者、MD 安德森肿瘤中心 Ralph M. Steinman 优秀青年免疫学

者奖和美国胰腺协会年会奖。

研究方向专注于胰腺癌的免疫治疗研究，主要成果包括：

1.应用免疫共刺激信号 OX40和免疫检测点 PD-1诱导 T细胞免

疫记忆机制，治愈了实验动物的胰腺癌，为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Gastroenterology, 2020, IF = 22.682)；

2.发现肥大细胞诱导免疫抑制的机制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1; Cancer Research, 2013; Journal of Immunology, 2010; Journal of

Leukocyte Biology, 2014; iScience, 2024 Sept; iScience, 2024 Nov.)；

3.提出了上皮细胞去分化诱导免疫重编程的理论，并发现了一系

列胰腺癌疫苗靶点和预后标志物，开拓胰腺癌免疫治疗新策略

(Trends in Cell Biology, 2021, IF = 20.808; Cancers, 2023; Journal of

Leukocyte Biology, 2024) 。



7

4.王旭东

王旭东，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颌面耳鼻喉肿瘤科主任、天津市头颈肿瘤基础与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解剖系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临床技能培

训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

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抗癌协会理事，天津市抗癌

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

国临床肿瘤学会头颈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外科医师分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中华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编委、《中国肿瘤临床》编委、《天津医药》编委。先后在美

国著名的肿瘤中心MD Anderson和 Karmanos Cancer Center及 Kuma

医院做访问学者。

致力于头颈部肿瘤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熟练头颈部各种良

恶性肿瘤的诊治规范及各种外科术式，外科专业技术娴熟，注重功能

外科、整形修复手术及肿瘤的综合治疗。倡导并建立中晚期头颈部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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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MDT诊疗模式，积极开展中晚期头颈部鳞癌综合治疗临床试验，

致力于提高中晚期头颈部鳞癌的治疗效果。以“头颈部恶性肿瘤的基

础与临床”为研究方向，探索头颈部恶性肿瘤的生物学特征调控网络，

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 10余项，近三年作为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

著近 30篇；参与《新编头颈肿瘤学》《简明肿瘤学》《肿瘤手术学》

等多部专业论著编写和编译，参与制定《抗 EGFR单抗治疗复发/转

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临床共识》《甲状腺癌上纵隔淋巴结外科处理

中国专家共识》《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16

年版）》及《头颈部鳞癌综合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13版》等。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肿瘤代谢及免疫微环境。

2.基于多组学的肿瘤分子分型及新型基因标志物的筛选。

3.肿瘤治疗抵抗及转化医学研究。

4.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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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文

王国文，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

组织肿瘤科主任。担任中国抗癌协会骨肿瘤和骨转移瘤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抗癌协会骨软肿

瘤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天津市医师协会骨科分会骨肿瘤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中国医师骨

科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ISOLS会员（国际保肢协会）、SICOT（国

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骨肿瘤专委会常委等社会兼职。

从事本专业临床工作 34年，在脊柱肿瘤外科方面有丰富经验且

形成特色，擅长保肢手术以及应用整形外科新理念进行不同部位肿瘤

切除后的修复重建，擅长骨与软组织肿瘤的疑难病例诊治及综合治

疗。

王国文团队致力于骨与软组织肿瘤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研究，

近年来主要侧重骨肉瘤发生、转移机制的研究；对肺癌、乳腺癌等肿

瘤的骨转移机制及转化研究；热消融技术在骨转移瘤中的临床应用及

基础研究，术中放疗技术在骨骼肌肉系统肿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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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文为国内最早从分子水平研究去分化软骨肉瘤发生机制的

科研人员之一。先后承担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培育项目 1项、

卫健委课题 2项、省级自然科学基金 2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 3项，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60余篇，国家级论文 38篇，主编或参编

《认识肉瘤》《肿瘤 TNM分期图谱》《实用骨科手术图谱》《新编

实用骨科学》《脊柱与四肢体格检查》《骨关节疾病的临床诊断》等

多部专著及卫健委医学视听教材。参译《现代肿瘤外科治疗学》。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领域：

1.骨肉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

2.继发骨肿瘤分子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

3.脊柱微创技术在骨骼肌肉系统的研究。

4.术中放疗技术在骨骼肌肉系统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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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 欣

王欣，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

腺肿瘤一科副主任（主持工作）。现任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外

科技术创新与推广分会常委、《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编委。

王欣教授于 1991年 7月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

后至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一科工作，1996年到 2001年在瑞典

隆德大学医学微生物和免疫系从事研究工作并获得博士学位，2002

年至 2005年在瑞典隆德大学医院临床化学部从事博士后工作，2005

年 2月回国继续在乳腺肿瘤一科工作。

王欣教授从事乳腺专业二十余年，擅长乳腺癌的个体化综合诊

治，尤其是早期乳腺癌的精准治疗及中晚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序贯手

术、放疗等的个体化综合治疗。任职期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论文 60余篇，其中 SCI收录 2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2项，天津市高等教育发展基金 1项。

招收博士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乳腺癌微环境与治疗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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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牛瑞芳

牛瑞芳，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天津市肿瘤研究所副

所长，公共实验室主任。担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分子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博

士后基金评审专家，《中国肿瘤临床》副主编、《Cancer Biology &

Medicine》和《中华肿瘤防治杂志》编委。

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包括：

1.基于蛋白质组学和高通量测序等研究方法筛选和鉴定与肿瘤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蛋白质，并解析相应的信号传导网络。

2.聚焦肿瘤多药耐药的机制研究，探索导致耐药肿瘤侵袭转移能

力增强的分子机制，为临床耐药肿瘤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3.研究癌细胞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解析调控癌细胞侵袭转移的

关键信号通路，为临床转移肿瘤的治疗提供新靶点。

近年来，牛瑞芳教授以通讯作者发表 SCI收录论文 40余篇，参

编专著《腹部肿瘤学》《乳腺肿瘤学》和《肾癌》，获授权专利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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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奖 3项。主持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

导类）和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累计获批科

研经费超过 1000万元。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外泌体介导肿瘤耐药和转移的作用机制。

2.基于多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分析等研究方法筛选和鉴定促进肿

瘤进展的关键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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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尹 健

尹健，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2007年于美国MD Anderson癌

症中心学习访问，现任天津市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

房再造科主任，中共党员。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乳房再造科普教育基地主任委员等职务，《乳腺癌切除后

乳房再造临床技术指南》《乳腺肿瘤整形与乳房重建专家共识》执笔

专家。从事乳腺肿瘤整形工作 20余年，擅长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以

外科为主的综合治疗，特别擅长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等乳腺肿瘤整形

修复手术。发表论文 50余篇，主编论著 3部，主持或参与获得天津

市科技进步奖 3项、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2项。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乳腺肿瘤外科及肿瘤整形外科临床应用研究。

2.乳腺癌肿瘤发生、进展及转移的转化医学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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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尹毅青

尹毅青，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麻醉科主任。博士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西区医院麻醉科博士后、Clinical Fellow。现任中国心胸血管

麻醉学会胸科麻醉分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痛专委会常

委、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痛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心胸

血管麻醉学会非心脏手术麻醉分会常委、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人工

智能分会常委、天津市医师学会麻醉学分会常委、北京市科委科技专

家。《中华麻醉学杂志》及《中国肿瘤临床杂志》等期刊编委。

尹毅青教授及团队长期从事麻醉及围术期认知功能障碍、神经病

理性疼痛的临床及基础研究。主要包括衰老及麻醉药物影响下海马区

突触可塑性变化参与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化疗及免疫治疗引起

认知改变的大脑分子基础；癌痛的机制及创新治疗等。尹毅青教授团

队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项、省部级课题 2项，厅局级、

横向课题多项，目前在研各级课题、人才及支撑计划经费达 300余万

元。团队近 5年发表 SCI收录论文 30余篇，其中 IF>5分 10篇，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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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2篇（《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Nature communica

-tions》），累计影响因子 120余分。牵头及参与临床试验 3项。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围术期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及应对策略。

2.癌痛的机制研究及创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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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石 磊

石磊，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基因组稳定性和肿瘤发生发

展的表观遗传机制研究，揭示了染色质修饰酶、修饰识别因子或染色

质结合因子通过调控染色质修饰状态、复合物组装，修复 DNA损伤

和应答复制压力的分子机理；并探索了表观遗传调控异常所致的基因

组不稳定性在乳腺癌等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相关研究以通讯作者

身份发表在《Mol Cell》（2篇）、《Genome Biol》《J Clin Invest》

（2篇）、《J Exp Med》和《PNAS》等杂志。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负责人），天津市杰出青年基金

和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以第 3完成人身份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染色质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病因学分

会常务委员；《Cancer Biol Med》等期刊编委，《Mol Cell》《Nat Chem

Biol》和《J Clin Invest》等期刊审稿人。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肿瘤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2.肿瘤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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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观遗传和基因组稳定性。

4.结构生物学和分子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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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叶兆祥

叶兆祥，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放射诊断科主任。现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委员。

叶兆祥教授擅长肿瘤早诊、鉴别、分期、预后评价等相关的影像

学综合诊断。重点研究方向是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肿瘤功能成像及

定量研究，恶性肿瘤的放射组学和人工智能研究。长期致力于复杂疑

难胸部肿瘤影像诊断工作，建立肿瘤治疗疗效监控的影像学评估体

系。负责天津市常见恶性肿瘤早诊早治项目肺癌 LDCT筛查工作，已

累计完成 LDCT筛查 10000人次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公益价值。

近五年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

家卫健委、美国 NIH/NCI U01项目分课题等省部级及以上课题 9项，

获得研究经费资助超过 2000万元；发表论文 8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

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二等奖 1项。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肺癌筛查与早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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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肺癌影像组学和 AI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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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田 晨

田晨，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参加天津市第二

届感染骨干医师研修班，赴美国MD Anderson 肿瘤中心接受临床培

训，2021年 1 月至 2022 年 11月支援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国际

实验血液学会会员、美国血液协会会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转化医学

专委会委员、天津市血液与再生医学会理事、天津市医师协会血液学

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

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

审专家、天津市限制级抗生素会诊专家、荣获天津市“131”创新人

才第二层次、天津市卫生计生行业高层次人才“青年医学新锐”、天

津医科大学卓越教师、天津市肿瘤医院“中青年创新领军人才”等人

才称号。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 1项、

天津市卫生健康科技项目 1项，作为骨干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

研课题。《中国肿瘤临床》青年编委、《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编委、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编委、《Oncotargets and therapy》《中华

医学杂志》《天津医药杂志》特约审稿专家。在临床及科研均以血液

肿瘤为主要研究方向，开展自体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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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肿瘤，以 sub-I参与十余项血液肿瘤临床试验，参与开展多项临床

新技术。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著 40余篇，综述 10余篇。副

主编《肿瘤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进展》专著 1部，参编《基础血液学》。

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排名第 9）、第五届全国血液肿瘤

学术大会论文优胜奖、第七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优秀论文、第二届中

国血液临床思维大赛三等奖、美国 ASH Abstract Achievement Award，

多次在美国血液学年会（ASH）、安德森全球姊妹医院年会（GAP）、

中华血液年会、中国实验血液年会发言。与美国MD Anderson肿瘤

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

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指导硕士研究生 8名，其中 1名获天津市研

究生创新基金，获国家奖学金 1人次。

招收方向：血液肿瘤微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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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玉宽

冯玉宽，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肿瘤研究所 PI，医学博士，

生物学博士后。曾入选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教授、省领军人才

梯队带头人、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省新世纪优秀人才、享受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卫生健康系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市优秀

中青年专家。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

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肿瘤学科流动项目主任。现

担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胃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2年以来，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含并列）发表 SCI收录

论文 20余篇，包括《Eur J Cancer》《Cell Death Dis》《J Exp Clin Cancer

Res》《Int J Oncol》等期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

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 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4项（包括省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省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等）和多项厅、市级科研资助，主持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项和省高校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项，参与获得中国发明协会

发明创业成果奖一等奖和其他省厅级科学技术奖 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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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肿瘤血管和淋巴管生成的分子机理与调控”和“非编

码 RNA与肿瘤”研究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以下方面的研究：

1.阐明了VEGF-C等因子调控肿瘤血管和淋巴管生成的分子机理

（VEGF-C, Eur J Cancer,2011; LncRNA PVT1/VEGF-C, Biochem Cell

Biol, 2020; VEGF-C/D, Anat Rec, 2012,2010; etc.）。

2.阐明了非编码 RNA调控的肿瘤基因表达对肿瘤细胞恶性表型

的可塑作用和机制（ LNCAROD, J Exp Clin Cancer Res, 2021;

miRNA128, Eur J Cancer, 2014; miR-211, Cell Death Dis, 2019;

miRNA-556-3p/DAB2IP, Int J Oncol, 2017; miRNA-223/Sp1, Int J

Oncol, 2016; etc. ）。

3.揭示了 HIF-1α介导的乏氧微环境影响肿瘤发生发展的靶向调

控机制（LIN28A, Front Cell Dev Biol, 2021; miR-215/ HIF-1, Cancer

Cell, 2016; etc.）。

招收博士后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恶性肿瘤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研

究，涉及的领域包括表观遗传修饰、肿瘤细胞代谢和肿瘤的多组学研

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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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冯玉梅

冯玉梅，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131”创新型人

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研究方向为肿瘤分子生物学，致力于乳腺

癌转移机制和预后预测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项、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项，以及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子课题、

国家“863”计划子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等；作为通讯作

者的研究论文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Cell Death & Dif

ferentiation》《Cancer Research》《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FASEB Journal》《Cancer Letters》《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等期刊，至今被他引 1000余次，其中一篇入选全球 Top 1% ESI高

被引论文；作为研究生导师指导博、硕士研究生 50余名。

拟招收博士后的研究方向为肿瘤分子生物学，从事乳腺癌转移机

制的基础研究和预后预测研究。

http://www.baidu.com/link?url=c3FgMPe4XTzyTC9TjDwEA7x3uoB-SzBmMuzNbj2eeWKdbUj6k6mn1svHt8_FeESc&wd=&eqid=983df7800025c022000000025da51fd5
http://www.baidu.com/link?url=hwTAe4VSALUB2cDyo81vh3kZKyEInezG5eNu9w-jlOC&wd=&eqid=cbb6154b00250637000000025da5207d
http://www.baidu.com/link?url=17XuLNNFAYHLe9j4zkOS6ag_emIuI_lMHsnptAbgQBJmvekKn-OJSgwImkezYOck&wd=&eqid=cbb6154b00252dbf000000025da5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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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吕万革

吕万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精准医学院副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中山大

学“百人计划”领军人才。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检验医学创新与转化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细胞治疗委员会委员、广

东省研究型医院学会理事、广东省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加州理工诺贝尔奖获得者学院 David

Baltimore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从事信号转导与神经干细胞命运、染色质结构与细胞命运和

肿瘤相关的研究，主持包括 5 项 NIH 的 RO1 项目 12项美国基金和

中国 NSFC重点 2项和面上项目 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2项

共 17个课题。已在《Cell》《Nature》《Cell Stem Cell》《Developmental

Cell》《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Science Advances》和《PNAS》

等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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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任 丽

任丽，教授、主任技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检

验科主任，天津医科大学免疫学博士。现任天津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荣获天津市科

学技术进步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奖一等奖，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先

进典型个人，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中青年临床型创新领军人才”，

天津市卫生行业第一届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比赛冠军。担任天津市临床

检验质控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

会委员、天津市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精准医学诊断技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天津市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标记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现场快速

（poct）检测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任丽教授目前主持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在《Cancer

Communic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Cancer Science》

等杂志发表 SCI文章 30余篇，影响因子 120分。任丽教授及其科研

团队以“肿瘤代谢及免疫微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围绕肿瘤细胞内

部代谢、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之间代谢通讯、体液肿瘤代谢标志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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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深入的分子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团队通过整合液相色谱质

谱、流式细胞仪、分子诊断等科研及临床平台形成了“肿瘤代谢及免

疫微环境”研究平台，产生了较强技术优势，团队利用该平台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肿瘤细胞内存在代谢重塑与异常改变，并且

受到细胞内在因素以及肿瘤微环境的调节，探索了肿瘤代谢血清标志

物的临床应用。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肿瘤代谢及免疫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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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任秀宝

任秀宝，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生物治疗科主任、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天津市肿瘤免疫与生物治疗

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津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

技术协会医药生物技术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

会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治

疗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任秀宝教授在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积

极探索和推动免疫治疗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展与应用，建成了规范化

技术平台的体细胞繁育及临床治疗中心，提出了一整套标准化操作流

程、质量监控指标和疗效评价系统，在国内同领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因此受卫健委委托参与卫生行业科研专项项目《免疫治疗与体

细胞治疗相关技术标准研究》（2009.8-2012.8），并负责制定树突状

细胞治疗的行业标准（200902002-2）。积极推进生物治疗新技术的

研发和临床应用，率先开展大规模自体细胞免疫疗法，获得国内第一

个 SFDA批准的自体细胞治疗实体瘤的临床试验批件，同时也是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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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个自行申报的 1.1类新药临床试验。2015年，作为组长单位和

组长 PI率先在国内开展首个免疫细胞联合化疗治疗肺鳞癌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2018年在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领导下制定我国首个

《CAR-T细胞制剂制备质量管理规范》。

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973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区域重点项目、天津市科委重点项目等十余项项目，科研经费总

计 1000多万元。近 5年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包括《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Clinical Cancer Research》《OncoImmunology》等。

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2项，获得专利授权 2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

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 70余名，为我国的医疗领域培养和

输送了一批创新型人才。主编《实体肿瘤细胞免疫治疗》，参编《腹

部肿瘤学》《简明肿瘤学》《头颈部肿瘤学》《肿瘤学新进展》等多

部肿瘤学专著。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恶性肿瘤免疫治疗新技术的开发和临床转化研究。

2.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细胞的相互作用和调控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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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刘立仁

刘立仁，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肿瘤研究所分子药理学研究

室主任、PI。2004年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赴美从事

相关研究工作。2014年底，作为天津市肿瘤医院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回国工作，近年来在《Cell Research》《Molecular Cell》等国际高

水平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学术成果丰硕。具有较强的科研教学能力，

先后承担美国康奈尔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已培养、

参与培养博士后 4名、博士 6名、访问学者 2名，获得师生高度评价。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抗肿瘤小分子化合物作用机制、药物靶点活性评价、多成分药

物组合规律研究、

2.抗肿瘤中药有效成分筛选及作用机制研究。

3. 3.蛋白泛素化修饰在肿瘤发生及进展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招收博士后基本要求：

1.药物化学、药理学、分子/细胞生物学、中药学及生物信息学

等相关专业博士学历。

2.具备较好的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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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小分子化合物合成（PROTAC）、纳米药物、网络药理学

/生物信息学及抗肿瘤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经验者优先。

4.具有较强的独立科研工作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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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 红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目前担任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部副部长、国际癌症进

展学会（SPCC）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2022-2025）、中国抗癌协会

科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肿瘤整合康复专委会主任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

乳腺癌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专委会常委、中

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女性健康分会终身荣誉主委等。

从事乳腺外科工作 30余年，擅长乳腺癌的个体化综合诊治，尤

其是保乳手术为中心的早期乳腺癌微创治疗及中晚期乳腺癌新辅助

化疗序贯手术、放疗等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承担、参与国家及省市级

课题多项，目前在研项目国家级 2项，市级 1项。作为第一完成人曾

获天津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和天津市卫健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各 1项。先

后师从我国著名肿瘤学专家李树玲教授和郝希山院士，获得肿瘤学硕

士和博士学位，分别于 1999年和 2007年公派赴日本久留米大学和美

国M.D.AndersonCancerCenter进修学习。近年来致力于年轻乳腺癌的

精准诊疗和全程管理相关临床和转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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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乳腺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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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 奔

刘奔，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流行病与生物统计研究室副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天津市肿瘤研究所 PI。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

学医学部）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抗癌协会肿

瘤流行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委员。天

津市肿瘤分子流行病重点实验室科研骨干，获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科研型领军人才”“新世纪优秀人才”等称号。

刘奔副研究员从事肿瘤分子生物学与表观遗传学研究十余年，应

用生物信息学与三维基因组学技术，与分子流行病学和分子生物学相

结合，深入研究非编码 RNA和肿瘤发病机理，肿瘤相关 SNP的功能

研究，肿瘤的多组学整合分析与预后标志物的筛选和验证等。目前的

研究集中于性激素受体对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有助于寻找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新治疗靶点。近几年通过

一系列多组学关联研究，发现了多种有预后意义的肿瘤小 RNA

（miRNA）标志物，并与下游靶基因和信号通路进行了功能研究。

近期致力于胃癌等消化道肿瘤发生发展和免疫治疗的性别差异研究。

首次在胃癌中证实了雄激素受体对胃癌性别差异的影响，并作为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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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激活 miR-125b的表达，抑制胃癌细胞的凋亡。同时广泛研究了

多种细胞程序化死亡方式（凋亡，铁死亡，自噬等）对胃癌进展和免

疫治疗的影响。构建多个特异性的 signature及亚型，用于预测患者预

后及免疫治疗响应度。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省部级项目 1项，参与完成国家级、

省部级等课题十余项，获资助 300余万元。以通讯（共同通讯）/第

一（共同第一）作者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ancer Letters》

《cell death & disease》《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杂志发表论文 10

余篇。并任《Molecular Therap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frontiers in immunology》等杂志审稿人。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1.基于三维组学技术研究肿瘤增强子 RNA（eRNA）作用机制及

筛选文库构建。

2.利用肿瘤类器官、PDX等临床前模型进行靶点转化研究。

3.单细胞多组学阐释胃癌进展与肿瘤三级淋巴结构（TLS）的发

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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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定斌

刘定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兼聘

教授，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博导，分析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受邀

担任国际纳米医学杂志《Nanotheranostics》副主编、《Targets》编委、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青年编委、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流控技

术分会理事、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外囊泡研究与应用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体外诊断分会委员、中国感光学会光学传感

与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委员、中国抗癌

协会青年委员等学术职务。

刘定斌教授团队聚焦肿瘤诊断中的测量学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

难题，开展多学科交叉应用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工作，突破肿瘤诊断

的技术瓶颈，推动临床诊断技术的革新和应用。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i）发展面向复杂生物体系的肿瘤诊断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

（ii）发展多模态分子影像学新策略，为肿瘤精准诊断和药效监测提

供新技术；（iii）筛选以外泌体为载体的全新肿瘤标志物，助力肿瘤

早期筛查、鉴别诊断、分子分型和预后评估。

刘定斌教授以通讯作者在《Proc. Natl. Acad. Sci. U.S.A.》《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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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Nat. Commun.》《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

等著名刊物发表 SCI论文 110余篇，总影响因子>1000，多篇论文被

选为期刊封面、Hot Paper及 ESI高被引论文，论文他引 7300余次，

H因子 44。申请中国专利 12 件，已授权 10件，并实现 7件专利的

成果转化；主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基金 1项和面上项目 5项（已结题 3项）、军委后勤重点

项目 1项及多项横向课题，总经费逾 2000万元。已培养博士后 5名，

其中 3人在站期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2人获得博

士后面上基金特别资助。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 肿瘤标志物筛选和体外检测技术开发。

2. 分子影像探针设计与临床应用。

3. 外泌体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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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 洋

刘洋，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2017年博士毕业于天

津医科大学，曾先后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杜兰大学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2021年入选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及天津医科大学引进

人才计划，2023年入选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卓越创新人才计划。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所在团队在研各级课题、人才

计划经费 200余万元。作为临床医师，刘洋教授以 CO-PI或关键 Sub-I

身份主持或参与了包括多中心注册临床研究在内的多项临床试验。

刘洋教授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导向，近年来主要围绕循环血液

中的外泌体及多肽开展肿瘤分子生物学标志物研究，涉及体外假设验

证、机制探索，以及靶标在临床样本中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分析，展

现了较强的应用价值与临床转化潜力。此外，拟进一步探索能够支持

肿瘤诊疗一体化的纳米材料及药物研发，结合检测靶标与方法，力求

实现对肿瘤生物标志物的更客观分析。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共同）身份在《Science Advances》

《 Science Bulletin》《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博士后招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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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肿瘤分子生物学检验标志物的筛选。

2.抗肿瘤纳米药物的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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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 燕

孙燕，主任医师、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主

持工作），天津市肿瘤研究所 PI。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学博士，美国

MD Anderson癌症中心博士后，从事肿瘤病理诊断与消化系统肿瘤发

病机制研究。天津市特聘教授、津门医学英才、天津市“131”创新

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国家人社

部留学回国择优资助人才。兼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委会常委及

青委会副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人工智能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

会期刊出版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

会胃肠间质瘤专委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委员，《Cancer Biology and

Medicine》编委、《中华病理学杂志》编委。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省部级项目 2项、国际合作项

目 1项、横向课题 2项。在《JAMA》《Cancer Cell》《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Clinical Cancer Research》《Journal of Pathology》

《Modern Pathology》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 SCI论文 40余

篇，以通讯（共同通讯）/第一（共同第一）作者在《lin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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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CJournal of Pathology》《Modern Pathology》《Cancer Cell》

等杂志发表论文 20余篇。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机制方面，围绕肿瘤

侵袭转移，从肿瘤染色体不稳定性、微卫星不稳定性及其与免疫微环

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开展深入的研究。将分子病理与传统病理相结合，

推动了胃肠间质瘤、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精准诊治；并积极探索

人工智能在病理为中心的多组学中的作用。获得美中抗癌协会

（USCACA）－全美癌症研究基金会（NFCR）授予的杰出青年学者

奖、第十五届天津市青年科技奖提名奖、中国“杰出青年病理医师”、

天津市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1.结直肠癌免疫微环境与肿瘤细胞的交互作用及机制研究。

2.人工智能与病理多组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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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 龙

李龙，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

瘤医院儿童肿瘤科科研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项

目。李龙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肿瘤免疫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

1.定 义 了 T 淋 巴 细 胞 种 系 决 定 （ T-lymphocyte lineage

commitment）过程，并确立了以转录因子 Bcl11b为中心的能够控制

T细胞种系决定的基因调控网络。这些研究成果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

《Science》 329(5987): 89-93和《Blood》122(6): 902-911；

2.确定了病原微生物与宿主免疫围绕蛋白质降解机制的互作，在

全球面临越来越多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大背景下此类研究尤显重要。这

些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14 (1): 61 和《Nature

Chemical Biology》18 (11): 1214-1223。

李龙教授课题组目前研究 T细胞免疫应答的始动机制研究，探讨

免疫耐受失衡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关系，并寻找通过恢复免疫耐受

稳态以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通过炎症活化神经母细胞瘤免疫微环境的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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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李 俊

李俊，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信息学

系主任、国家级青年人才、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数据中心主任、中

国抗癌协会黑色素瘤专委会委员、中国生物信息学学会（筹）-重大

疾病组学信息学专委会委员。

主要从事恶性肿瘤的功能基因组和生物信息学研究，利用“干湿”

结合的研究路径，系统地探究了癌症致病性遗传位点和驱动性体细胞

突变的精确定位策略、分子效应传递路径以及对肿瘤发生发展的调控

机理，特别是聚焦非编码位点的系统性功能探究，取得了领域认可的

成果。设计开发了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信息学算法和工具，创

新性的结合单细胞多组学技术构建大规模 CRISPR扰动测序体系。近

5年来以通讯作者（含共）在《Nat. Genet.》《Sci. Adv.》《Nat. Commun.》

《Genome Biol.》《Genome Res.》《STTT》《Patterns》《Mol. Psychiatry》

《Nucleic Acids Res.》（8篇）、《PLoS Genet.》等专业期刊，发表

复杂疾病非编码调控变异的功能和致病性计算方法、数据整合和功能

机制研究，深化对重大复杂疾病遗传学基础的理解。并担任《Human

Heredity》期刊副主编，多次担任《Nat. Genet.》《Sci. Transl. Med》



45

《Genome Res.》《Genome Biol.》《Nat. Commun.》等国际专业学术

期刊审稿人。主持国自然 5项、重点研发计划骨干 2项、省杰青、省

重点 2项等。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肿瘤功能基因组与单细胞多组学。

2.遗传性肿瘤生物信息学。

3.黑色素瘤表观遗传调控。



46

26.李悦国

李悦国，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检验科

副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临床 PI，美国Methodist医学研究院

纳米医学系博士后。现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胃癌标志物协作组委员、天津市

抗癌协会肿瘤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临床检验质量控

制中心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际肿瘤学杂志》通讯

编委、Cancer Biology & Medicine 第一届青年编委。

李悦国教授致力于肿瘤血液标志物及相关临床检验工作十余年。

研究方向利用高通量多组学技术对肿瘤血液标志物进行筛选及研究

其促癌发生、发展及临床转化医学研究。目前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完成天津市留学人员择优资助重点项目 1项，在研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近几年，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含共同）的

研究论文发表于《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Biosensors &

bioelectronics》 《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 Clinical

chemistry》等杂志。



47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多组学技术筛选肿瘤血液标志物及其促癌作用的分子机制研

究。

2.关键蛋白分子对肿瘤代谢作用的分子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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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李祥春

李祥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肿

瘤基因组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以“深度学习”算法为工具，挖

掘“医疗大数据”和“高通量组学数据”，致力于开发大型多模态模

型整合海量医学数据，服务于“精准医学”。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

力，在癌症诊疗与转化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至今发

表 SCI论文 30余篇，近 5年来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含共同）在

《Nature Medicine》《Lancet Oncology》《JAMA Oncology》《Annals

of Oncology》和《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具有

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并入选国家级

青年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分析大规模超声图

像、病理数据、单细胞转录组和 cfDNA数据，构建人工智能模型，

辅助癌症诊断和译解肿瘤微环境。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分析海量医学影像数据、大规模 cfDNA测序

数据和微生物菌群图谱，构建肿瘤早期诊断和临床辅助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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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 慧

李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生

物学研究室主任。

现任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胃肠肿瘤生物学研

究室主任。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天津市“131”创新型

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津门医学英才等人才称号，作为负责人

获得天津市“131”创新团队，获第十四届天津市青年科技奖。兼任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

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医药生物技术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等职务。

李慧主任主要从事肿瘤免疫微环境和胃肠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

究。主要包括肿瘤微环境中调节性 T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的特

点及调控机制，探索肿瘤免疫微环境调控的新机制，并为建立调控策

略提高免疫治疗效果奠定基础；同时，开展胃肠肿瘤基因变异特征及

分子调控机制方面的研究，并探索其在预后预测模型和治疗靶点等方

面的应用前景。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教育部及天津市科委项目 3项；作为研究骨干参与 973计划课题、

863计划课题等国家及省部级重点项目。以第一完成人获天津市科技



50

进步二等奖 1项，作为主要参加者获得中华医学奖及天津市科技进步

奖 5项。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收录论文 40余篇。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胃肠肿瘤免疫微环境特征及调控机制：主要探讨胃肠肿瘤微环境

中调节性 T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表型和功能特点，通过高通量

分析筛选并验证关键调控分子，并深入探索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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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杨吉龙

杨吉龙，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

兼任中国抗癌协会恶性黑色素瘤专委会候任主委、天津市抗癌协

会黑色素瘤专委会主任委员、天津市体视学学会虚拟仿真技术与精准

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软组织

肉瘤学组及基础与转化研究学组副组长、中国抗癌学会皮肤肿瘤专委

会常委、中国肿瘤临床学会（CSCO）恶性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精准治疗委员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肿瘤整复分会

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委员会委员等。

获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131”

创新型研究团队带头人、天津市高校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全国卫生

系统青年岗位能手、天津医科大学优秀教师、天津市肿瘤医院“十三

五”杰出人才等称号。

杨吉龙教授主要从事骨与软组织肉瘤、恶性黑色素瘤以手术治疗

为主的综合治疗，精通骨与软组织肿瘤、骶前肿瘤、腹膜后肿瘤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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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脊柱转移癌的手术治疗及综合治疗，并开展多项肉瘤及恶性黑色素

瘤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多项临床研究。

科研工作专注于肉瘤、恶性黑色素瘤的基因组组学、转化医学及

精准治疗研究，探讨肉瘤及黑色素瘤的发病机制并筛选生物标记，寻

找特异性治疗的靶点，在骨肉瘤、平滑肌肉瘤、恶性周围神经鞘瘤、

脂肪肉瘤、恶性黑色素瘤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地位，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Genome Biology》《Clinical Cancer

Research》《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JCancer》《Cancer Letters》《European J Cancer》等

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 80余篇，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400，他引次数

超过 4000次，单篇他引次数 300次。发表 SCI文章的 H指数 25，i10

指数 36。部分研究成果多次被《Nature Review Cancer》《Lancet

Oncology》《Nature Genetics》《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Cancer

Discovery》等杂志引用，并被 2013 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WHO

骨与软组织肿瘤学病理学分类》引用。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

12项，主编或参编专著 13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5项。培养 30

余名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研究生曾多人次获国家奖学金、天津

医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天津医科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等荣誉。

招生方向为骨与软组织肉瘤、恶性黑色素瘤的基础与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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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杨莉莉

杨莉莉，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生

物治疗中心生物技术研究室 PI。

主要从事肿瘤免疫微环境方面的研究，探索肿瘤免疫抑制的新靶

点和新机制，形成肿瘤免疫微环境的调控网络。同时，探讨肿瘤微环

境的调控策略，以期在肿瘤微环境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为筛选

可能的治疗靶点及策略奠定基础。近几年文章发表于《Leukemia》

《Oncoimmunology》《Cell Mol Life Sci》（第一作者）；《J Transl Med》

《Cancer Gene Ther》《Oncoimmunology》《Front Immunol》《Cell Death

Dis》《Cell Biosci》《Oncogene》（均为独立通讯作者）。申请人在

肿瘤微环境以及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的工作基础上，先后中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4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 2项。天津市卫生行业

重点攻关项目 1项，天津市留学人员择优资助重点项目 1项，参与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 1项等。

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免疫，主要探讨相关免疫检查点分子

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肿瘤相关基因调控肿瘤微环境的机制研究。

2.免疫检查点分子参与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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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代表作：

1)Kou F #, Wu L #, Zheng Y #, Yi Y, Ji Z, Huang Z, Guo S, Yang

L*. HMGB1/SET/HAT1 complex-mediated SASH1 repression drives

glycolysis and metastasis in lung adenocarcinoma. Oncogene,. 2023 Oct.

2)Li B #, Guo Y #, Yi Y, Huang Z, Ren Y, Wang H, Yang L.*

Non-spatial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revealed a suppressive immune

feature of Siglec-15 in lung adenocarcinomas. J Transl Med,2023 Sep

6;21(1):599. doi: 10.1186/s12967-023-04489-6.

3)Shiwei Guo # , Jingyu Deng # , Pengliang Wang, Fan Kou, Zizhen

Wu, Nannan Zhang, Zhenzhen Zhao, Yongzhan Nie, Lili Yang*.The

malignancy suppression and ferroptosis facilitation of BCL6 in gastric

cancer mediated by FZD7 repression are strengthened by RNF180/RhoC

pathway. Cell Biosci. 2023 Apr 14;13(1):73.

4)Lei Wu#, Fan Kou#, Zhenyu Ji, Baihui Li, Bailu Zhang, Yan Guo,

Lili Yang*. SMYD2 promotes tumorigenesis and metastasis of lung

adenocarcinoma through RPS7. Cell Death Dis. 2021 May 2;12(5):439.

5)Huang Z, Li B, Guo Y, Wu L, Kou F, Yang L*. Signatures of

Multi-Omics Reveal Distinct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Contributing to Immunotherapy in Lung Adenocarcinoma. Front

Immunol. 2021 Sep 3;12:723172.

6)Kou F, Wu L, Guo Y, Zhang B, Li B, Huang Z, Ren X*, Yang L*.

Somatic copy number alterations are predictive of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undergoing radiotherapy.

Cancer Biol Med. 2021 Aug 27;j.issn.2095-3941.20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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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aihui Li#, Bailu Zhang#, Xuezhou Wang, Ziqing Zeng, Ziqi

Huang, Lin Zhang, Feng Wei, Xiubao Ren*, Lili Yang*. Expression

signature, prognosis value, and immune characteristics of Siglec-15

identified by pan-cancer analysis. OncoImmunology 2020 Aug

28;9(1):1807291.

8)Yang L, et al. Naïve T-cells in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Display

Intrinsic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hTERT) Deficiency.

Leukemia. 2013 Apr;27(4):897-906.

课题（项目负责人）：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METTL5通过 m6A修饰调控

NSCLC肿瘤细胞干性并介导免疫抑制微环境的机制研究,

2025.1-2028.12，在研。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HAT1/HMGB1/SET通过调控肿

瘤细胞免疫检查点 PD-L1表达参与免疫调节的机制研究,

2020.1-2023.12，结题。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HMGB1调控 hTERT表达在肺癌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研究，2016.1-2019.12，结题。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来那度胺抑制 CD33-ITIM信号

调节MDSC免疫抑制活性和治疗MDS的分子机制研究，

2016.1-2018.12，结题。

5)天津市科委面上项目，巨噬细胞来源 CCL2促进 Siglec-15表达

调节非小细胞肺癌免疫微环境的机制研究，2022.9-2025.10，在研。

6)天津市科委面上项目，PinX1 靶向肺癌干细胞端粒酶诱导凋亡

的实验研究，2014.4-2017.3，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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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津市留学人员择优资助重点项目，SIRT6介导的端粒表观遗

传改变在骨髓衰竭性疾病中的作用，2015年，结题。

8)天津市卫生行业重点攻关项目，CAR-T细胞治疗晚期复发难治

性 B细胞淋巴瘤的研究，2015.10-2018.10，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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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吴旭东

吴旭东，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学系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天津市医学表观遗传学重点室主任，血液与健康全国重

点实验室研究员，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染色质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遗传

学会表观遗传专业委员会委员，欧洲肿瘤研究协会（EACR）学术大

使。

吴旭东教授在表观遗传学领域深耕多年，鉴定了多个催化和去除

组蛋白修饰的蛋白复合体（PRC、PR-DUB等），解析了其活性异常

在肿瘤发生发展、免疫逃逸及耐药过程中表观遗传信息建立、维持、

去除的分子基础，并阐明了多个表观遗传药物敏感性和耐药的决定性

机制。目前在《Mol Cell》《Cell Res》《Nat Commun》等杂志发表

研究论文 30多篇；获批国家发明专利两项；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两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国合和面上项目（四项）、天津市

杰青等科研项目 10余项。培养生物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生 10余名。入

选国家级青年人才、天津市 131肿瘤微环境表观遗传调控创新团队项

目带头人，并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天津市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等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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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 PRC2功能缺失疾病的靶向干预。

2. 肿瘤表观基因组学与表观转录组学。

3. 化学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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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余 俊

余俊，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肿瘤医院胰腺肿瘤防治中心主

任，天津市肿瘤医院本部/空港医院临床试验中心办公室主任，曾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肿瘤学系及外科学系助理教

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Sidney Kimmel综合癌症中心临床

研究审查委员会成员。曾任日本癌症协会会员、日本胰腺学会会员、

日本外科学会会员、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会员、美国胰腺协会会员、美

国胰腺俱乐部会员、美洲肝胆胰协会会员、美国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美国学术外科协会会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会员、2018 年国际胰腺大

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及 2018年国际胰腺大会学术日程委员会主任。长

期致力于胰腺癌的基础及临床转化研究。迄今为止，作为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含共同）在《Cancer Cell》《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Gut》《JAMA Surgery》《JAMA Network Open》《Annals of Surgery》

和《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100余篇论文，

H指数达 50，被引用次数 9000+。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胰腺肿瘤临床诊治及基础转化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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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应国光

应国光，教授，博士生导师，欧共体玛丽居里学者。天津市肿

瘤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津市医学与健康领域重点实验室创新联盟

理事长、天津市精准医学技术创新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Cancer Biology & Medicine》常务副主编。

应国光教授早期致力于化学陶瓷代金材料和国家首批人基因工

程生物制品的研发，为实现国家 863计划生物医药领域产业化项目零

突破奠定了技术基础，相关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卫健

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及 201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

1992至 2007年分别于意大利都灵大学医学院、米兰Mario Negri

药理研究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 ENH研究

所从事基因转录调控、细胞信号传导及受体膜转运等的基础研究工

作。2007年入职天津市肿瘤研究所，针对肿瘤发生、肿瘤进展、肿

瘤物质运输与代谢、肿瘤异质性及治疗抵抗等科学问题展开系统探

索，在肿瘤合成致死理论研究模型方面合作提出生物大分子的电子转

移势 PET概念和 Y状态函数；在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方

面提出分子集群调控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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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光教授研究团队先后主持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A类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项、国家 973计划子项目 1项以及省

部级项目等。近年来以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发表 SCI文章 50余篇，

授权国际及国家发明专利多项。

应国光教授目前研究方向为分子集群调控与肿瘤发生及肿瘤干

性，探索肿瘤发生、进展及治疗抵抗的共性分子机制和集成分子靶点，

开发以克服肿瘤高度异质性为目标的创新治疗路线与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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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宋丰举

宋丰举，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流行病学

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分会常委。

宋丰举主任主要从事肺癌研究。肺癌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筛

查是降低肺癌死亡率的有效手段。我国开展社区人群肺癌筛查面临两

个主要矛盾，一是筛查技术准确性与筛查成本之间的矛盾，二是影像

医师匮乏与筛查中大量重复性诊断工作之间的矛盾。AI 技术可以有

效地解决上述两个矛盾，提高低成本筛查技术的准确性，同时降低影

像医师的工作量。课题组基于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影像数据库和天

津市肿瘤防治示范区的筛查人群开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胸片

诊断研究，以包含所有类型肺结节的临床胸片影像数据作为训练集，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胸片影像数据进行深度学习，构建肺结节诊断模

型。然后再以社区肺癌筛查人群胸片影像数据作为验证集，以 LDCT

结果为标准，对肺结节预测模型进行验证，评价并进一步优化模型的

效能，研发出基于胸片的肺癌 AI早期诊断新方法，进而推广应用于

我国社区肺癌筛查，实现肺癌早诊早治，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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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丰举主任发表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SCI 论文 20 余篇，包括

《Plos Med》《Cancer Res》《Clin Can Res》和《Int J Epi》等杂志，

累计影响因子超过 100，最高单篇影响因子超过 15。主持国家科技支

撑项目 1 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累计科研经费超过

500万元。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作为第三完

成人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一等奖。2010

年 12月至 2012年 4月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圆满完

成学习任务。2014年获得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

次人选，同年获得 USCACA-NFCR优秀青年学者奖。2016年入选天

津市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先后为多家 SCI 杂志如《BMJ》

《CARCINOGENESIS》《 INT J CANCER》《CANCER EPIDEM

BIOMAR》《CANCER CAUSE CONTROL》《HUMAN GENETICS》

《BRIT J DERMATOL》《J INVEST DERMATOL》《ONCOTARGET》

等做审稿专家。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肿瘤流行病学和肿瘤预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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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宋天强

宋天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肝胆肿瘤科主

任，肝癌防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九三学社社员。兼任国际肝胆胰协

会（IHPBA）research committee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委、

欧美同学会医师分会肝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求恩公益基金会

肝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促会肝胆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医促会神经内分泌肿瘤青委会副主任委员、天津抗癌协会肝胆专委

会主任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胆道专委会常委、国际肝胆胰

协会中国分会MDT专委会常委、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 ERAS专

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肿瘤外科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

院消化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肝胆胰专业委员会常

委、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肝胆专业委员会常委等职务。

宋天强教授从事肝胆肿瘤外科二十余年，擅长肝癌，胆囊癌，高

位胆管癌等的根治手术，规范化治疗及个体化综合治疗。作为肝移植

攻关小组核心人员，参与并完成我院首例原位肝移植、活体肝移植和

自体肝移植。率先在肿瘤医院开展了“腹腔镜腹部肿瘤的探查分期和

肝胆胰脾肿瘤的切除”“Blumgart胰肠和胆肠吻合”“肝胆外科 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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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ing Maneuver肝切除”“开腹及腹腔镜下肝癌射频消融治疗”、

机器人肝切除、脾切除、胰十二指肠切除、荧光开腹及腹腔镜肝胆肿

瘤切除等一系列新、难手术，填补了天津市和肿瘤医院的空白。同时

在国内较早组织建立肝胆肿瘤多学科会诊（MDT），把肝脏储备功

能检测（ICG检测）及肝脏三维手术计划分析系统率先应用于临床，

加强精准肝切除的理念，取得了很好的疗效。领衔或参与国际和国内

20余项肝胆肿瘤相关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曾获“新世纪人才”“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天津市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宋天强教授主要从事肝胆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基础转化研究，课题

组主要在肝癌及胆道系统恶性肿瘤异质性与个体化诊疗领域开展相

关工作。研究内容包括肿瘤复发与转移的分子机制、肿瘤免疫微环境、

纳米材料的抗肿瘤治疗应用等。目前承担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1项，先后承担或参与完成了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

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国家临床医学中心培育项目等在内的各级课题 10余

项。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在《Biomaterials》

《Gatroenterology》《Cell Death & Disease》等高水平国际期刊发表

研究成果。

招收博后的专业需求：医学相关专业，有生物信息分析、肝胆外

科微创技术、临床试验管理经验、流利的英语交流和书写能力者优先。

主要研究方向：

1.肝胆恶性肿瘤的肿瘤分子分型与基础转化应用研究。

2.肿瘤异质性与肿瘤耐药及复发转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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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深入研究新药或药物联用组合临床试验的创新设计并

参与实施流程，为审评审批、监管和医疗实践提供科学、可靠的临床

证据支持。



67

36.张 宁

张宁，男，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突出贡献

专家、天津市杰出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天津市十佳杰出留

学回国人员，天津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美国李氏基金会杰出成就奖获

得者、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一等奖（2023）。现担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肿瘤转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副主

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研究所兼聘 PI，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期

刊出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纳米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Cancer Biology & Medicine》常务副主编，《Medical Review》副主

编。天津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张宁教授长期从事生物医学及细胞生物学研究，围绕肿瘤异质性

和转移这一关键临床难题，从生物信息学解析、机理研究、药物筛选、

纳米技术等多个侧面入手展开基础和转化应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

研成果：系统揭示了肝癌从单细胞到组织层面的异质性规律和免疫微

环境亚型特征；阐明了混合型肝癌的克隆起源和分子特征，解析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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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调控细胞运动和肿瘤转移的信号通路；初步提出了指导肝癌药物治

疗的分子分型谱。基于以上研究，张宁教授近五年在《Nature》《Cancer

Cell》《Nature Biotechnology》《Gastroenterology》等国际期刊中发

表 SCI文章 40篇，其中 23篇为通讯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获得授权

专利 11项（美国专利 1项，中国专利 10项）。作为项目负责人，主

持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1 项、863计划课题 1 项、863子课题 1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项、国家自然基金中加合作项目 1项、

面上项目 5项、重点项目 2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优先发展领域项目

1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基金 1项、天津市科委重点项目 2项。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聚焦于肿瘤学领域的医学生物信息学研

究，通过整合多组学（如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空间转录组测序、基因

组测序、甲基化测序等）大数据，深入剖析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复杂性

与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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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张会来

张会来，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

内科主任，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获肿瘤学专业博士学位，荣获天津

市卫生健康委第二批卫生健康行业高层次人才（津门医学英才）、天

津医科大学“临床人才培养 123攀登计划” 第一层次人才、天津医

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等荣誉称号。现担任国家癌症中心淋巴瘤

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抗癌协

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淋巴

瘤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促会肿瘤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淋巴

疾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中

国滤泡淋巴瘤工作组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淋巴血液学组

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整合医

学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血液病质控中心副主任委

员、天津市医师协会血液医师分会副会长。

张会来主任于 2008年和 2012年分别赴南瑞士肿瘤研究所和美国

佛罗里达州Moffitt肿瘤中心进修学习，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和转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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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 20余年，专注于恶性淋巴瘤的分子诊断、个体化治疗及致病

机制研究。研究成果获中华医学会科技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中国抗

癌协会科普奖、天津市科技进步奖等 7项奖项。担任《肿瘤药学》副

主编、《中华血液学杂志》《白血病∙淋巴瘤》《中国肿瘤临床》

《Hematological Oncology》《Blood Research》《Discover Oncology》

等国内外期刊杂志编委，近年来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Blood》（2016、

2019）、《Cancer Res》（2024）、《J Exp Med》（2021）、《Leukemia》

（2022、2024）、《JITC》（2022）、《AJH》（2022）、《CTM》

（2022两篇）、《Blood Adv》（2022）、《Int J Cancer》（2019） 等

国际专业杂志以及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著 100余篇。作为课题负责

人承担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MD

Anderson癌症中心姊妹医院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 B 类项目、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重大专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

“京津冀专项项目”、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中青年领军人才（临床

型）项目、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十三五”综合投资学科建设项目

“一流学科引领计划”、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十四五”高峰学科

支持计划项目、肿瘤精准诊断与药物治疗技术建设项目、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临床试验基金项目重点项目。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利用 CRISPR/Cas9 全基因组文库筛选靶向药物耐药基因，探

讨其诱导恶性淋巴瘤耐药的分子机制，以及克服耐药的策略研究。

2.利用多组学、单细胞等技术探讨恶性淋巴瘤细胞起源、异质性

及复杂的免疫微环境，同时探究关键分子对免疫耗竭及免疫重塑的调

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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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源化免疫重建 PDX模型体系构建或淋巴瘤类器官模型构建

及评价。

4.通用型 CAR-T细胞的分化、记忆和免疫杀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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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真发

张真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胸外科博士。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胸心外科分会胸

腔镜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天津市医学会胸外科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医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医疗健

康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5年中国医科大学胸外科博士毕业，长期从事肺癌外科工作。

擅长肺癌微创外科治疗及疑难肺癌和纵隔肿瘤的外科治疗；近年来致

力于肺结节的肺段切除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研究。提倡对于一些肺磨

玻璃结节进行解剖性肺段切除术。对肺癌淋巴结清扫有深入研究，其

中关于纵隔 4L淋巴结清扫的研究发表于《J Clin oncol》（2021年影

响因子：44）上，提倡对于一些左侧肺癌应该进行 4L区的淋巴结清

扫，该研究对于胸外科肺癌淋巴结清扫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肺腺

癌的进展研究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尤其是对于肺磨玻

璃结节的发展有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发表于《J Thorac Cardiov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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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Lung Cancer》《Ann Thorac Surg》等杂志上。专著《肺癌》

（2009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副主编。



74

39.张晓东

张晓东，中组部“国家高层次人才”，以“引进人才”任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肿瘤胃肠肿瘤生物学研究室教授，一级 PI，博士生导

师。现任天津市抗癌协会监事长，《Cancer Biology & Medicine》杂

志副主编。主要从事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研究领域：（1）

肿瘤免疫；（2）乙肝病毒致癌分子机制；（3）肿瘤新靶标。

张晓东教授先后获得并主持 973计划项目 2项（课题组长）、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项（在研 1项）。课题组 2021年以

来，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4项，

以通讯作者在《APS B》《Cancer Res》和《Theranostics》等国际高

水平期刊发表 SCI论文 16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项，培养博士后

7人，出站 3人；培养毕业博士生 3人。迄今为止，张晓东教授以通

讯作者在《Cell Res》《Hepatology》《Molecular Cancer》《Cancer Res》

《APS B》《JHEP Reports》《EMBO Reports》《Theranostics》《Oncogene》

《Cancer Letters》和《JBC》等著名国际 SCI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20

余篇。已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项和国际 PCT发明专利 5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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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Nova出版社特约出版乙肝英文专著 2部，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获得 2013年度中国抗癌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研究肿瘤免疫逃逸新机制，筛选新的免疫检查点。

2.探讨乙肝病毒致癌分子机制。

3.发现和确证抗肿瘤新靶标，筛选抗肿瘤新药，进行转化医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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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张 瑾

张瑾，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中国天津乳腺癌防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乳腺肿瘤三科主任，第四届“国之名医”获得者。现任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会医药卫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乳腺

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肿瘤分会肿瘤早诊早治学组副组长、天津市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疾病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肿

瘤医疗及产学研联盟副理事长、国家卫健委肿瘤诊治规范和临床路径

专家委员会委员。

张瑾教授从事乳腺肿瘤临床工作 31年，师从金显宅、李树玲、

吴咸中、郝希山教授，带领的团队在乳腺外科临床诊疗、基础研究及

教学工作、乳腺癌转化医学、乳腺癌影像诊断与外科治疗、靶向治疗、

多学科协作及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利用学科优

势，组建MDT团队及远程疑难病例MDT讨论，对全国三甲肿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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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综合医院进行培训。参与讨论并执笔完成多项国内乳腺癌治疗指

南及专家共识。

张瑾教授研究团队多年致力于乳腺癌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转化

研究，近年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恶性表型转化相关基因、外泌体、非编

码 RNA和肿瘤代谢等。包括乳腺癌恶性表型转化相关的新致癌基因/

抑癌基因的功能与机制研究；乳腺癌化疗敏感性和疗效预测的特异突

变基因组合模型的建立和验证；miRNA、lncRNA和 circRNA作为治

疗靶向和疗效预测新型标志物的研究；基于代谢组学的脂质代谢与乳

腺癌发生发展作用的基础研究等。

张瑾教授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2项，天津市重大科技专

项（工程）项目抗癌重大科技专项 1项，天津市科委重点课题 1项，

天津市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1项。参加天津市科委科技支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项。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切实完

善了乳腺癌规范化诊疗流程，产生了社会效益。共发表论文 100余篇，

SCI论文 69篇，副主编论著 2部，牵头或承担多项国际国内多中心

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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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陈可欣

陈可欣，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群重大疾病防控重点

实验室，天津市肿瘤分子流行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卫健委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

计划及滚动支持带头人、天津市杰出津门学者、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

家、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天津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天津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杰出留

学人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预防

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样本整合研究分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天津市吸烟与健康协会副理事长。

主要从事研究工作：

1.依托覆盖天津城乡的常见恶性肿瘤防治示范区网络，率先提出

并开展“1+N”的肿瘤防治示范区共联体模式，多病因联合的常见恶性

肿瘤高危人群识别模式和“基层初筛，三级复查”的常见恶性 肿瘤联

合筛查模式。

2.依托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天津市肿瘤分子流行病重点实验室的

资源优势开展常见恶性肿瘤病因研究，从遗传和环境两个方面阐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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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发病相关因素，率先明确多个与我国常见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相

关的易感基因及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构建恶性肿瘤风险预测模型，

为肿瘤病因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3.基于肿瘤精准医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算法获得常见恶性

肿瘤的“多组学”特征，筛选常见恶性肿瘤疾病进展和预后预测的影像

和分子标志物，建立肿瘤患者预后精准风险评估体系，助力精准医疗

临床诊治决策。

陈可欣教授主要从事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工作，2006年至 2007年

在美国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回国组建分子流行

病研究室，建立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科并成为带头人，学科获得“天

津市‘十一五’和‘十二五’综投重点学科”“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

展专项共建实验室”，目前团队研究水平已达国内领先。作为项目负

责人近年来主持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项目、国家重点计

划项目、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子课题、国家 863专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和重点项目各 1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项，省部级科技支撑项目、京津冀项目、

重点项目及面上基金项目等 10项，国际合作项目 3 项；参与国家科

技支撑项目 2 项；发表论文 290余篇，其中 SCI论文 220余篇；影

响因子 IF>20 论文 25 篇，IF>10 论文 42 篇，主要发表在 《Lancet

Oncol》《JAMA Oncol》《Nat Med》《Ann Oncol》《Hepatology》

《PNAS》等重要期刊上；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一等奖及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各 1项，作为第

二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各 1项，作

为第三完成人获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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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项；授权发明专利 2项。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1.常见恶性肿瘤联合筛查及防治共联体模式研究。

2.常见恶性肿瘤病因研究，构建早期筛查风险预测模型。

3.肿瘤精准医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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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陈 鹏

陈鹏，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NCRCC）二级 PI，肺部肿瘤内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继续教育与

科技服务部副部长（主持继教工作）。获得胸部肿瘤临床培训证书（美

国），早期抗癌药物临床培训证书（美国），港澳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主持新药研发入选天津市科技计划成果库，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基

金 4项，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41篇。

陈鹏教授从事肿瘤内科、骨髓移植、临床新药研究 30 年，

2009-2021连续 13年优秀主诊医师，2013年评为首届院内十佳优秀

主诊医师，2014年、2015年、2017年至 2021 年继续当选医院十佳

主诊医师，2016年医院优秀贡献奖，2013、2014、2017年度医德医

风先进个人，2017 年中国肿瘤临床杂志优秀审稿专家。精于肺癌并

发症治疗，主要研究方向为肺癌无创基因检测，主持多种肺癌并发症

治疗，胸腔引流 800余例，心包穿刺 40余例，腰穿 300余例，骨穿

1000余例，参加 GCP研究 500余项。

陈鹏教授长期从事于肺癌基础与临床的转化、新药应用基础研究

与临床转化、基于液体基因检测的临床研究、肺癌临床研究等领域的



82

研究。在肺癌的临床研究、新药研发及转化领域负责及参与的基金项

目包括：主持天津市重大疾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1项、中国抗癌

协会项目 2项；以第二完成人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

以第一完成人主持完成政府引智基金 1项、吴阶平基金 1项和天津市

自然科学基金 1项。极大地促进了基于液体检测和精准医学的肺癌精

准治疗的进展。

近年来，陈鹏教授团队在肺癌精准治疗、肺癌基础与临床的转化

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以第一、共同第一和通讯作者的身份

发表 SCI论文 41余篇，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ancer Letters》《Oncogenesis》《Cell Death Disease》

《Frontiers in Immunology》《Frontiers in Oncology》《Thoracic Cancer》

等杂志，参加专著编译 4部，主持“循环内皮细胞预测非小细胞肺癌

抗血管生成疗效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新药研发入选 2017年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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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岳东升

岳东升，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和天

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科副主任兼感染性疾病科

副主任，担任中国抗癌协会感染性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第二届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胸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初保肺癌康复

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第二

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

年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七届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

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一届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岳东升教授主要致力于肺癌的临床、基础及转化性研究工作。在

科研上，围绕胸部肿瘤的围手术期综合治疗，包括新辅助免疫、新辅

助靶向、辅助免疫及辅助靶向治疗。在临床上，积极推进新技术、新

治疗手段的临床应用。 通过不断优化手术标准，NSCLC的 5年生存

率可比 IASLC标准提升 7%，显著改善预后。相关研究成果以第一作

者发表于《BMC Cancer》《中华心血管外科杂志》等期刊。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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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次开展了多中心前瞻性头对头比较 IIIA期 EGFR 敏感突变的非

小细胞肺癌术后辅助靶向治疗与化疗的临床研究（EVAN研究），多

次在国际会议公布研究结果，结果推动卫健委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

CSCO指南与 2019版中国胸外科专家共识的修改与更新，开展全国

多中心 III期 NSCLC围术期免疫治疗（RATIONALE-315），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主要研究终点MPR和 EFS均为阳性结果，同时获得了

截止目前全球最高的 PCR率，相关研究结果分别在 2023年 ESMO、

2024年 ELCC、2024年 ESMO大会做口头报告，发表非小细胞肺癌

围手术期免疫规范化治疗专家共识，积极开展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转

化研究，探索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优势人群、预测预后标记物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1项，作为课题

骨干参与科技部、市科委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以第一及通讯发

表 Sci论文 20余篇，包括《JCO》《Lancet Respir Medi》（2篇）、

《JITC》《Cancer Letter》等，单篇 IF最高 50.739。获得中国抗癌协

会科技奖一等奖（第二）和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各一项。

荣获首批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天津市卫健委第二批高层次人才“青年

医学新锐”、美中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

奖、第三届人民“好医生·金山茶花计划”肺癌领域杰出贡献奖。获

发明专利 1项。总科研经费 1300万余。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非小细胞肺癌的围手术期免疫治疗转化研究。

2.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耐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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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金 勋

金勋，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肿瘤研究所 PI，入选天津市高端

人才青年项目、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现

任中国神经学会神经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国循环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委

员、韩国神经肿瘤学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委会青年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胶质瘤专委会青年委员，《Glioma》《Translational Medicine》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等期刊编委。

金勋教授主要从事胶质瘤干细胞及肿瘤模型的机制及应用研究。作

为前临床试验模型，个体化肿瘤干细胞及模型是未来研发精准治疗方案

的技术基础。金勋教授从事胶质瘤干细胞研究 10余年的过程中，不仅

对肿瘤干细胞原代培养、提纯与移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应用

胶质瘤干细胞先后构建过高侵袭性胶质瘤模型、胶质瘤干细胞诱导性恶

性肿瘤血管富含胶质瘤模型、术后炎症反应诱导性胶质瘤逆分化模型、

微环境适应性异质亚型肿瘤干细胞分布胶质母细胞瘤模型。并针对这些

模型先后开发了胶质瘤干细胞内源性多重信号抑制、促胶质瘤干细胞分

化，以及异质型恶性胶质母细胞瘤表观遗传调节因子为靶向的治疗方

案。目前，金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肿瘤干细胞及肿瘤模型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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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7年 8月全职加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以来，

发挥生物信息学、肿瘤干细胞与肿瘤模型构建专长，已开始筹建胶质母

细胞瘤在内的脑部肿瘤个体化大数据库及肿瘤活体生物库。金勋教授的

研究成果被美国 Cancer Stem Cell News评为最佳研究成果。曾两次被韩

国 BRIC评为“为韩国争光的科学家”，被韩国高丽大学评为 BK21生

命工程学院最高研究者。在《Nature Medicine》《Cell Stem Cell》《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Brain》《Gene and Development》《Cancer

Research》《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ell Reports》《Biomaterials》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等国际著名 SCI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45

篇论文，合计影响因子超过 400分、被引用超 2000余次。近五年获批

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两项天津市重点课题。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 生物信息学及大数据分析。

2. 胶质瘤原代细胞库构建。

3. 胶质瘤亚型干细胞分子靶点挖掘及鉴定。

4. 胶质瘤干细胞及微环境分子调控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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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郄 硕

郄硕，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教授，天津市肿瘤研究所Ⅱ级

PI，博士生导师。2013年于 Drexel University获分子病理生物学博士学

位；分别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及 Medical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从事博士后研究；归国前为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讲

师。天津市科技专家库专家、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青年拔尖 B类人才、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医学综合康复分会常委、Sigma Xi 会员、

AGA会员及 AACR会员。

研究方向：肿瘤细胞代谢重编程在调控肿瘤耐药过程中的作用及肿

瘤靶向治疗。共发表文章 37篇，其中 SCI论文 28篇；代表性研究成果

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Cell Death &

Disease》《Seminars in Cancer Biology》和《JECCR》等杂志。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天津市教委重点项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NIDCR T32子项目和多项院校级课题；先后以主要完成人身份参

与 NIH/NCI P01课题、NIH/NCI R01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任《Cancer Biology & Medicine》青年编委，《Turkish Journal of Biology》

和《Cancer Research Journal》编委，为《Cancer Letters》《Oncogenesis》

和《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等杂志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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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1) 发现了 CDK4/6 抑制剂获得性耐药食管鳞癌细胞具

有谷氨酰胺依赖特性，表现为 GLS1上调及谷氨酰胺摄取增加，特异性

GLS1 抑制剂和二甲双胍联合用药可用于逆转耐药（Semin Cancer Biol,

2020; Nat Commun, 2019; Sci Adv, 2019）；(2) 证明了 STC2可通过自分

泌/旁分泌机制抑制单胺氧化酶 B（MAOB）表达维持细胞氧化还原稳态，

从而促进肝细胞肝癌进展（JECCR, 2022; Cell Death Dis, 2024）；(3) 揭

示了 E3泛素化连接酶 Fbxo4可介导 Fxr1泛素化并促进其降解从而调控

头颈鳞癌发生发展（Nat Commun, 2022; Nat Commun, 2019; Nat Commun,

2017）。

招聘博士后：

1. 专业需求：医学相关专业，倾向基础医学研究背景。

2. 从事研究：主要从事肿瘤靶向治疗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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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周兆才

周兆才，博士生导师，国家基金委杰青（医学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首席（组织器官生长与尺寸控制）、中科院百人计划（终评优秀）、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生物学研究室兼聘教授、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组长。曾任

中科院与高校联合交叉创新团队项目负责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杰出青年

科技创新人才、中科院分子细胞卓越中心特聘研究员，获中科院战略性

科技先导专项资助。主持国家基金委重点、原创、重大研究计划等一系

列基金项目，多次担任基金委通讯及会评专家。

周兆才教授长期关注组织器官间通讯与疾病特别是胃与肠、肝、脑

等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重塑，从上皮、间质、免疫、神经等不同类型

细胞相互协同的角度阐释胃肠组织稳态与疾病发生，从分子细胞信号机

制的角度探索中枢及外周神经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胃肠

道肿瘤发生及免疫应答，代表性工作聚焦 Hippo信号通路调控肿瘤发生

及免疫应答的机制与功能，发现了一批疾病诊断标志物和先导药物，以

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在《Cancer Cell》（2020/2014）、《Nat Immunol》

（2015）、《Nat Commun》（2022/2017）、《J Clin Invest》（2022）、

《J Exp Med》（2020/2018）、《EMBO J》（2020/2015）、《Cancer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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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Adv Sci》（2021）、《Protein Cell》（2023/2013）、《Cell

Res》（2014/2012）、《Cell Discov》（2019）、《Nano Lett》（2021）、

《Cell Rep》（2012）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80余篇，参与编写

英文专著 1 部，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成果被《Cell》《Nature》

《F1000Prime》等评价和推荐，多次应邀为《Oncogene》《Cellular

Molecular Immunology》《Frontiers Cell Developmental Biology》等撰写

综述或组织主题专刊，为国际学术会议做大会报告，长期担任《Nat Cell

Biol》《Nat Chem Biol》《J Clin Invest》《J Exp Med》等学术期刊审稿

人。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 组织器官间通讯和细胞间互作的生理病理调控功能研究。

2. 胃肠道肿瘤发生及其免疫应答的分子细胞信号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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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周 旋

周旋，颌面耳鼻喉肿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口腔颌面

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口腔癌防筛专业委员会

常委、中国抗癌协会口腔颌面整合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

育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

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天津市特聘教

授“青年学者”项目、天津市“津门医学英才”，天津医科大学卓越

教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树人计划第四层次。

主要从事头颈部恶性肿瘤综合治疗和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开展有

关甲状腺癌、头颈部鳞癌、唾液腺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与临床研究；针

对转移性头颈部鳞癌肿瘤微环境，特别是免疫微环境和免疫逃逸机制

开展系列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近五年发表 SCI

收录研究论文 20余篇。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Journal of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Cancer Letters》《OncoImmunology》《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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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临床》等国内外期刊。获得 2020年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难治性头颈部鳞癌转移及耐药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第

二）。

研究方向：

1.恶性肿瘤微环境异质性与功能重塑的分子机制。

2.头颈部恶性肿瘤治疗响应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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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庞青松

庞青松，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第十届

放疗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五届放疗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

会放疗专委会食管癌学组组长、第二届 CSCO放疗专委会常委、第一、

二届 CSCO 纵膈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学会第五届医疗鉴定委员会委

员、天津抗癌协会放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天津医学会放疗专委会常委、

天津抗癌协会食管癌专委会常委、天津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常委、天

津抗癌协会内镜专委会常委。同时任《中华放射肿瘤杂志》《中国肿

瘤临床杂志》《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等杂志编委。

主要致力于食管恶性肿瘤放疗临床及基础转化研究。关注食管癌

新辅助治疗优势人群的筛选、局晚期食管癌治疗策略的优化以及晚期

食管癌综合治疗模式的探索等研究方向，近年来带领课题组陆续开展

了多个有关食管癌的临床研究。在国际上最早开展了食管癌新辅助放

化疗完全缓解后根治性放化疗与手术的 II期随机对照研究。此外开展

了国际首个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局部晚期食管鳞

状细胞癌的 Ib 期临床研究（ ClinicalTrials. gov NCT03222440,

NCT03671265）。显示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安全性好且获得良好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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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目前有多项 II、III期临床研究进行中，研究放化疗联合免疫治

疗能否进一步提高局部晚期食管癌治疗效果，其研究结果将为局部晚

期食管癌治疗开辟了新的治疗模式。随着临床试验的开展，研究团队

在基础转化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近五年在《Gastrointest

Endosc》《Oncoimmunology》《Oncologist》《Radiotherapy and Oncology》

及《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等发表高水平论文 60余篇；主持承

担各级各类科研基金数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天

津市卫生局科研基金项目 1项及院级科研基金项目数项。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和放疗免疫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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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郑向前

郑向前，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甲状腺颈部肿瘤科主任。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学专业，获肿瘤学

博士学位。首批国家优秀青年医师，现任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

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长、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质控中心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

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

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

书长、天津市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国医药教育协会头颈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先后获得天津市“131”

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选、获天津市肿瘤医院“优秀青年创

新人才”、首批天津市医学青年新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第二批

中青年科研型人才、天津“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才、

天津市向上向善好青年（爱岗敬业）、首批天津市健康科普专家库专

家、科技报道专家库入库专家等称号，被天津医科大学列为“卓越教

师计划”人选。

郑向前主任致力于甲状腺肿瘤诊断与治疗相关研究工作 1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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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秉承国际规范化诊疗理念，积极推广甲状腺癌规范化诊疗体系。

同时长期关注相关领域研究动态及进展，主要围绕以下方向开展科学

研究：1、基于多组学的甲状腺癌发生发展候选基因筛选、鉴定及机

制探讨；2、甲状腺癌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研究及以 m6A及 m5C为

主线的 mRNA修饰图谱的绘制；3、甲状腺癌发生、发展、治疗相关

的免疫微环境识别、变化及图谱绘制；4、晚期甲状腺癌新型靶点药

物的研发、靶向治疗耐药的机制研究和解决策略，以及靶向治疗、联

合靶向治疗的临床转化；5、甲状腺癌多元化精准诊断的策略研究和

精准治疗体系的完善。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含共同）在 Clin Cancer

Res、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Oncogene、Theranostics、Thyroid、

ACSAppl Mater Interfaces、Cell Death and Disease等国外杂志发表文

章 50余篇，累计影响因子 200余分，他引次数超 600次。作为项目

负责人主持国家级课题 3项、省部级课题 4项、天津市及肿瘤医院人

才项目多项，目前在研课题基金总计 700余万元，已完成课题获天津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天津医科

大学科技成果奖等奖项。主编《甲状腺肿瘤百问百答》《癌症知多少

-甲状腺癌》，参与编写书籍《甲状腺肿瘤学》，作为编写委员及秘

书长参与国内多部甲状腺诊治指南的编写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分

化型甲状腺癌早诊预防、规范外科、综合诊治及基础研究等方面的发

展。目前，团队拥有近 10名临床科研复合型人才以及 30余名在读博

硕士，形成了一支梯次合理、优势明显、特色突出、富有活力的甲状

腺癌防治团队，构建了一个医研交叉创新、成果转化快捷、人才产出

正反馈、高质量可持续的一体化开环再循环学科平台。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甲状腺癌临床、基础及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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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孟茂斌

孟茂斌，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2011年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

医学院获得肿瘤学（放射治疗）博士学位。毕业至今于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放疗科/射波刀治疗中心工作。担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临床Ⅱ级 PI、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第二届青员会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疗专委会肺癌学组委员、天津市医学会肿瘤

放射治疗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

第九届委员会数据智能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放射治疗委员会

青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黑色素瘤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曾获首批天

津市青年医学新锐、第三届“中国医师节”新锐致远奖、天津市“131”

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肿瘤医院第一批创新人才、中青年

领军人才、“十三五”青年英才等称号。

孟茂斌主任主要从事恶性肿瘤的立体定向放疗临床及基础转化

研究以及抗血管靶向治疗联合放疗或免疫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基

础转化研究，是国内较早从事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射波刀）治疗恶性

肿瘤的青年专家之一，对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恶性肿瘤的具体流程进行

缜密思考并作了原创性探索。在国际上较早为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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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超中央型肺癌的剂量分割方案做出重要推荐，为这一长期困扰立

体定向放疗学界的问题做了较好回答，同时发现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早

期 NSCLC诱导肿瘤细胞程序性坏死可作为其疗效评价的重要指标，

具有重要的临床转化价值。目前该方向已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同时在美国放射肿瘤学顶级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ics》和欧洲放射肿瘤学顶级期刊

《Radiotherapy and Oncology》等杂志发表多篇 SCI论著，且多次被

《AMA Oncology》《JNCI-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Cell Research》《Cancer Research》

等权威杂志正面引用。另外针对抗血管靶向治疗联合放疗或免疫治疗

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基础转化研究进行深入探索，国际上率先提出抗血

管靶向治疗药物重塑肿瘤微血管的关键靶标为周细胞这一重要分子

机制，同时促使该成果积极向临床试验转化。目前该方向已获得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成功转化临床试验一项，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欧洲放射肿瘤学顶级期刊《Radiotherapy and Oncology》与国

际肿瘤期刊《Cancer Letters》。

近年来共发表 SCI论文 40余篇，多篇发表于放疗领域顶级期刊。

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第 4完成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 1项、面上项目 1项、天津市教委重点项目 1项，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与面上项目 8项，累计科研经费超 300万元。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1.恶性肿瘤立体定向放疗的临床及基础转化研究。

2.抗血管靶向治疗联合放疗或免疫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与基础

转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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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赵 强

赵强，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协会

儿童肿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肿瘤学组副组

长、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专科联盟副主任委员、全国神经母细

胞瘤协作组牵头人、《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副主编、《中国肿瘤

临床》执行编委、《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临床小儿外科杂志》编委、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儿童实体瘤综合诊

治及基础研究领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医院协会肿瘤医院分会副主

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

突出贡献专家、天津名医、天津市医院协会副会长、天津市抗癌协会副

理事长、天津市儿童恶性肿瘤（实体肿瘤）专家组组长、天津市抗癌协

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儿童肿瘤

专业学科带头人。

赵强教授从事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临床及基础工作 30余年，特别是

在神经母细胞瘤的临床及基础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尤为擅长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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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发生的难治性神经母细胞瘤开展以外科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通过

新辅助化疗为晚期神经母细胞瘤创造根治性手术切除机会，达到保留邻

近器官功能性切除效果。在国内首先开展二次序贯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

高危神经母细胞瘤，使其总体生存率显著提高。在临床 NB协作组工作

中，推广用于危险度分级的 NMYC基因检测技术及用于诊断微小残留

的骨髓 GD2 检测技术。2007 年赴美国M.D Anderson 肿瘤中心学访。

开展多中心、多学科协作，推动国内儿童恶性肿瘤的规范诊疗。在科研

方面，近五年来参与和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 5项以上，在国内外 SCI及

中华核心期刊发表专业相关文章 40余篇。以通讯作者身份在《中华小

儿外科》发表《儿童神经母细胞瘤诊疗专家共识》《儿童肝母细胞瘤多

学科诊疗专家共识》。近年来参与编写《肿瘤手术学》《小儿神经母细

胞瘤》等著作。培养硕、博研究生 20余人。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根据建立的中国儿童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样本队列，应用全基因组

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中国神经母细胞瘤基因变异和染色体

结构变异特征，揭示高危神经母细胞瘤发生、复发及转移的分子机理，

并进行分子分型和预后风险评估研究。

2.研究肿瘤细胞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互作在儿童肿瘤中的关键调控

作用，筛选可进行预后预测和疗效评估的关键免疫细胞亚群和核心信号

通路。

3.研究靶向药物以及溶瘤病毒通过对肿瘤免疫微环境进行重塑来调

控儿童肿瘤生长，并研究其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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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赵 樑

赵樑，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2012 年在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生物质谱专家邹汉法

和吴仁安研究员；2012—2021年在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从

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所长 Ulrich Hartl教授（蛋白质稳态专家）。

健康在于平衡，赵樑教授长期致力于高分辨生物质谱分析临床标

本，基于临床大数据，人工智能筛选疾病的蛋白标志物，从蛋白质量

控制体系和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两个侧面解析疾病蛋白标志物的重要

功能，探索此类蛋白与肿瘤代谢的内在分子机制，为疾病早期诊断试

剂盒的开发、疾病干预和精准诊疗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与原始技术创

新。

近几年在蛋白质稳态与肿瘤代谢等方面取得一些科研成果。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天津市高层次人才计划等项目基金。已

在国际权威期刊如《Molecular Cell》《Cell》《Cell Reports》等发表

学术论文 20余篇，并被《Nature》《Cell》等高水平期刊正面评价和

“Bioart”等学术媒体亮点报道。

招收博士后的研究方向：

1.多组学技术（转录组、蛋白组和代谢组）筛选疾病生物标志物。



102

2.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解析重要蛋白的功

能，探索代谢重编程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3.生物质谱鉴定药物的作用靶点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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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郝继辉

郝继辉，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天津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获得国家基金委杰青项目资助，曾入选国家卫

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人社部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天津市杰出人才等。兼任国

家肿瘤质控中心胰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

事、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胰

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委

员、天津市抗癌协会理事长等。

郝继辉教授于 2008年率先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创建胰腺肿瘤中心，

针对临床诊治过程中的难点问题，积极开展精准外科、早诊早治、基础

与转化研究，通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胰腺癌诊治与

研究团队。从临床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针对胰腺癌微环境的病生理特

征，重点关注多种关键因子参与胰腺癌侵袭、转移、代谢的分子机制，

同时开发针对肿瘤微环境的纳米药物。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省部级

以上课题十余项。以第一作者（含共同）或通讯作者（含共同）在《Ca

ncer Cell》《Gut》《Gastroenterology》《Cell Discovery》《Signal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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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duction And TargetedTherapy》《Advanced Science》《Nature Com

municatio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Medicine》《Clinical Cancer Re

search》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SCI论文百余篇。主编《肿瘤免疫学》

《精准医疗与癌症》并参编《肿瘤学》《腹部肿瘤学》等专著和教材。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

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

科学技术奖等奖项，带领团队获得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天津市创

新人才推动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团队等

荣誉。多年来作为主要负责人制定《中国胰腺癌规范诊疗质量控制指标》

《胰腺癌诊疗指南》《中国胰腺癌诊治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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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胡德庆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天津市医学表观遗传

学重点实验室和天津医科大学卓越人才中心 PI。长期致力于肿瘤和感染

性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表观遗传与基因转录调控机制研究，阐明了组

蛋白甲基化修饰和基因转录延伸在调控肿瘤免疫应答和逃逸以及在

HIV潜伏和再激活中的重要功能。相关研究成果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

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accepted）、《Molecular Cell》

（ 2013, 2017）、《Nature Structure &Molecular Biology》《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2022、2023）、《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等杂志。至今在表观遗传学研究领域共发表论文 20

余篇，Google Scholar总引用 3700余次，单篇最高他引 400余次。先后

获得美国 Baskes 基金会 Translational Bridge Programme Fellowship in

Lymphoma Researc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以及天津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担任《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Epigenomics》《Genes &Development》《Science

Adavances》等杂志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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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姜宏景

姜宏景，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食管肿瘤

微创外科主任。天津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医学机器人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食管疾病

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食管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外科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

委员会委员。近三年累计发表 SCI论文 8篇，目前可支配研究项目经费

440万。

研究方向：

1.食管癌的以手术为中心的综合治疗模式。

（1）姜宏景主任长期潜心于食管癌的以手术为中心的综合治疗。

2012年，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率先开展了腔镜下的食管癌切除手术，不断

钻研手术技巧，相继开展了多项腔镜下的微创手术操作，如食管胃腔镜

下侧侧吻合，左右喉返神经旁淋巴结清扫等。得到国内食管专业业内人

士的一致好评。

（2）姜宏景主任于 2017年开展了机器人辅助食管癌切除术，经过

多年的努力，目前天津市肿瘤医院食管专业已经是全国食管癌机器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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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总量的第一大中心，年手术量的第一大中心。在此期间，培养了一大

批年轻医生和进修医生，以及部分临床研究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

为我院或其他医院的工作骨干。

2.食管癌免疫治疗的机制、新辅助和辅助治疗的模式。

（1）在潜心研究手术的同时，姜宏景主任也一直致力于食管癌的

新辅助及辅助治疗的新进展的研究项目。积极参与国内的重大临床试验

项目，如广东中山肿瘤医院 5010项目、上海复旦中山医院 1701项目，

都获得业内肯定。目前科室正在开展关于新辅助治疗的基础研究和“化

疗+免疫”的新辅助治疗项目。

（2）keystone001 项目研究已经结束，研究结果令人非常满意，

keystone002项目（牵头大 III期多中心随机对照）目前进行顺利。随着

高水平临床试验的进行，研究团队在基础工作方面紧紧跟随，希望在免

疫治疗食管癌的机制方面取得进展，从而指导食管癌的治疗。

招收博士后的专业需求：外科学（胸外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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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袁智勇

袁智勇，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

射治疗科主任。兼任中国抗癌协会放射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

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放射外科学组副组长、国际放射外科协会

（Radiosurgery society）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第

二届委员会肿瘤立体定向放疗学组副组长等多项学术任职。

袁智勇教授从事肿瘤放射治疗工作近 30年，熟练掌握各种放疗技

术（如适形放射治疗、调强放射治疗、射波刀立体定向放疗）在常见恶

性肿瘤中的临床应用。主持建立国内第一家射波刀治疗团队，开展国内

第一台 Cyberknife 应用到临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工作，已成功开展

10000余例患者治疗，在早期肺癌、肝癌、胰腺癌、颅内肿瘤、椎体病

灶等治疗中取得显著临床疗效。培训了国内约 30家医院的射波刀临床

治疗团队，对该项尖端放疗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水平的提高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带头作用。受 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特邀成为国内第一

位在东京授课立体定向放疗的讲师。

袁智勇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肿瘤放射治疗的基础及临床转化研究，

围绕放射生物学、细胞死亡方式、肿瘤免疫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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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通讯作者（含共同）在《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Nature Communications》《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J Exp Clin Cancer Res.》《Cell Death Dis》等期刊发表高

水平 SCI论文 5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 10余项；多次获

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入选“天津市卫健委高层次人才—津门医学英

才”、首届“天津名医”、天津医科大学“123”攀登计划（150万经费）

等，带领放射治疗学科入选天津市肿瘤医院“十四五”高峰学科支持计

划（500万经费）。

主要的研究方向：

1.肿瘤放射治疗和抗肿瘤免疫治疗。

2.放射治疗诱导的肿瘤细胞死亡方式转变。

3.肿瘤放疗敏感性与肿瘤放射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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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徐文贵

徐文贵，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分

子影像及核医学诊疗科主任。担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肿

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核医学分会委员、中国核

学会核医学分会理事、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理事、中国医学影像技

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天津市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天津

市核学会理事、天津市医师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抗癌协

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

委、天津市抗癌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常委。

徐文贵教授多年来从事核医学诊疗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和很高的诊疗水平，主要包括：

1.核素诊断：（1）PET/CT的影像诊断；（2）各类脏器的 SPECT/CT

显像诊断。

2.核素治疗：（1）131碘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及其转移灶；（2）

肿瘤放射免疫治疗；（3）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4）骨转移瘤的 89Sr

内照射治疗等。

在研究工作方面，多年来主要从事核医学及肿瘤分子影像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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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及肿瘤代谢和肿瘤免疫相关的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工作基础

与科研能力，所带领的团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项、主持省部

级课题 6项、天津市教委课题 3项，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三等奖 1项，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6项；以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身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 90篇，其中 SCI

收录 50余篇。参加编写教材和专著多部。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肿瘤代谢新的 PET分子探针的合成和

显像、影像的人工智能分析、肿瘤代谢和免疫基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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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徐 波

徐波，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兼聘教授。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院长、重庆大学弘深杰出教授、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教

育部智能肿瘤学医药创新基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特

聘教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Intelligent Oncology》杂志（英文）主编。

徐波教授 1998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临床医学博士，旅美

工作二十年，先后任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南方研究院肿瘤

学系主任、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病理学教授。主要研究基因组

稳定性及人工智能技术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是智能肿瘤学的提出者。

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包括《Nature》《Cell》《Molecular Cell》《Molecular

Cancer》等）发表论文 120余篇，被引用 14000余次，多篇文章入选 F1000

推荐文章及高被引/热点文章，H指数 52。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出版基金、科技部精准医学重大专项等课题多项。他创办的《Intelligent

Oncology》（英文）杂志 2023年 9月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高起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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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波教授团队研究范围涵盖 DNA损伤修复机制、分子靶向抗肿瘤

药物研发以及肿瘤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基础研究方面，侧重研究 DNA

损伤后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对 DNA损伤修复的分

子机制，以及棕榈酰化转移酶在肿瘤发生、DNA 损伤修复过程中的分

子机制。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在 DNA损伤修复中的作用机制。

2. 棕榈酰化转移酶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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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高 山

高山，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肿

瘤驱动突变鉴定、调控及机制的基础和转化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原创项目等）。课

题组围绕肿瘤生态，聚焦肿瘤微环境，鉴定了一系列影响肿瘤演进的关

键分子和事件，为肿瘤的诊疗提供了新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

以通讯作者先后在《Proc Natl Acad Sci USA》（2025、2023、2022、2020）、

《Nature Communications》《Cancer Research》（2021、2019）、《Oncogene》

《Science Bulletin》等杂志发表论文 20多篇。先后构建了 CDK4、HRAS

和 IGF1R等驱动基因蛋白调控网络，解析促进肿瘤发生和发展的分子机

制。同时阐释了 PD-L2、PD-1、补体 C3互作蛋白网络在肿瘤免疫逃逸

的分子功能和分子机制，并提出肿瘤免疫治疗的耐药分子新机理。申请

专利 15项（包括三个国际 PCT），授权 8项。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新肿瘤标志物鉴定及其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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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黄崇标

黄崇标，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I

级临床 PI。获国家级青年人才、天津市杰青、天津市青年医学新锐、天

津医科大学卓越教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中青年领军人才等人才称

号。获得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科学家奖（2024）、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2023）、教育部科学技术一等奖（2023）、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一等奖

（2018）、华夏医学科学技术一等奖（2023）、天津市青年五四奖章（2022）

等奖励表彰。

专注于实体肿瘤临床诊疗及基础研究工作十余年，临床工作方向主

要为肺癌外科手术治疗及综合治疗，精通肺癌微创手术，每年主刀完成

四级手术 600台左右。基础研究方向是肿瘤微环境促肺癌、胰腺癌等实

体肿瘤进展的分子机制及临床转化前应用研究，重点围绕实体肿瘤发

生、肿瘤微环境促肿瘤发展、肿瘤转移等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进

行临床前转化研究探索。已发表科研论文 70余篇，合计影响因子超过

400，累计被引用 3000余次，其中 2篇论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代表

性成果包括：1.揭示肿瘤适应低糖乏氧等恶劣微环境的关键机制，结果

发表在《Gastroenterology》（2022）、《Gut》（2023）、《Cli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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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ncogene》等期刊；2. 原创“肿瘤细胞类免疫细胞拟态”理论。

阐明肿瘤“非 VEGF依赖性”血管生成新机制，研究结果发表在《STTT.》

《Gastroenterology》（2018）、《Gastroenterology》（2024）、《Gut》

（2024）、《Nat Comm.》等学术期刊上；3.发现肿瘤通过代谢重塑促

干性的新机制，研究结果发表在《Sci Adv.》《EMBO Mol Med》等学

术期刊上。

近年来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省部级项目 2项、局校级别

课题 5项，累计科研经费 1500余万元，目前经费充裕。作为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 I级 PI，拥有充足的实验室空间（250平米）及配套设备，

团队拥有专职的科研助理及技术员，目前带在学硕博士研究生 10余名。

非常期盼有志在肿瘤基础研究及转化研究领域深耕的博士加入团队。

拟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肿瘤微环境促恶性肿瘤进展的关键分子事件及机制。

2.细菌在促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3.生物信息学及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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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曹旭晨

曹旭晨，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

委员会常委。

曹旭晨教授从事乳腺疾病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 30余年，擅长乳

腺癌的综合治疗，在各种复杂乳腺外科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手术技术娴

熟精湛，完成乳腺癌手术近万例，会诊并治疗局部晚期等疑难乳腺癌病

例千余例。注重及时跟踪掌握乳腺疾病诊疗中的新技术，如临床触及不

到病灶的立体定位活检，肋间臂神经的保留，乳腺保乳手术以及乳房再

造手术等。

在乳腺癌分子生物学，特别是乳腺癌增殖和转移分子机制方面有深

入研究。近 5年以通讯作者发表 SCI文章近 30篇，主持国家级和省部

级课题各 1项。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乳腺癌增殖和转移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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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章文成

章文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获得肿

瘤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食管癌放射治疗临床及转化研究，包括食管癌联合

免疫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食管癌免疫微环境、食管癌放疗敏感性以

及预后的分子标记物的研究。

课题组开展了国际首个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单臂研究；作为主要

成员完成本院以组长单位开展并完成放化疗联合 PD-1抗体一线治疗局

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 III期多中心临床研究，开展放化疗联合 PD-1、

CTLA-4双抗一线治疗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 II期临床研究，均入

组完成。作为 PI开展放疗联合替吉奥、PD-1一线治疗局部晚期老年食

管鳞状细胞癌的 II期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食管诱导化免联合根治性放

化疗的分层 II期临床研究，均正在入组。依托临床试验，进行相关转化

与基础研究。作为执笔组组长撰写了食管癌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专家共

识和中国老年食管癌放射治疗专家共识。共发表文章 80余篇，包括第

一作者（共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40余篇及多篇核心期刊文章，

主持国自然面上项目 2项，参与多项国自然基金及省部级课题。



119

学术任职包括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放疗医师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

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食管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治疗

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放疗专委会青委会委员、天津市抗癌

协会放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食管癌放疗联合免疫治疗临床与转化研究，

包括优势人群筛选、耐药机制等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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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蒋日成

蒋日成，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博士毕业于

中山大学肿瘤学，2007年至 2009年分别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马里

兰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9年回国至天津市肿瘤医院肺部肿瘤内

科。现任天津市肿瘤医院肿瘤精准检测与转化中心副主任，天津市肿

瘤医院空港医院肿瘤精准转化诊疗科主任。担任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抗癌

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主要从事胸部肿瘤的内科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尤其擅长肺癌

的化疗、分子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2011年被评为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第五批“十一五”新世纪优秀人才。参与国内、国际多中心

临床研究 10 余项，作为分中心 PI参与多中心的 II/III 期临床研究 3

项，作为牵头 PI主持多中心临床研究“盐酸安罗替尼胶囊联合甲磺

酸奥希替尼片在既往 EGFR-TKI治疗后进展的 EGFR T790M突变阳

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安全性及有效性的 II期临床研究”1项。

在临床工作同时致力于肺癌发生发展与耐药机制的探索，并积极探索

科研成果向临床一线转化的途径。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Cancer

Research》《Cancer Letters》《Oncogene》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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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5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天津市科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1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招收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PIM1介导非小细胞肺癌免疫逃逸促

进肿瘤进展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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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强万敏

强万敏，主任护师，博士生导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护理部

主任、护理教研室主任。天津市十大护理领军人物、中国抗癌协会副

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整合护理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华护理学会肿瘤

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护理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委员、天

津市护理学会理事长、天津市护理学会安宁疗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天津市护理学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护士进修杂志》

副主编、《中华护理杂志》《中国护理管理》等期刊编委。

强万敏主任作为肿瘤护理学科带头人，长期致力于肿瘤护理实

践、护理管理、护理研究和教育工作，在乳腺肿瘤康复、症状管理、

临终关怀护理领域取得了较丰富的科研和学术成果。在全国开创性探

索和推广乳腺癌患者全程多维康复护理模式，推动基于循证的肿瘤科

学症状管理研究及实践，引领天津市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为国内

肿瘤护理专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带领护理团队获批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护理学科中国科技量

值排名连续七年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第一。重视护理教学及人才培

养，承担《肿瘤康复护理》《循证护理》等课程教学，培养护理硕士



123

研究生 26名。

主持国家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培育项目、局校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0 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Frontiers in Oncology》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等SCI期刊及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收录论文 25篇、中华护理杂志论文 12篇。主持制定

国内首部《中国癌症症状管理实践指南》、中华护理学会《成人癌性

疼痛护理》团体标准、国家卫健委老龄司《成人安宁疗护舒适照护实

践指南》、中国抗癌协会《整合护理—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指南

（CACA）》、天津市地方标准《天津市安宁疗护服务规范》等多部

指南标准，主编《肿瘤护理学》《癌症知多少一肿瘤护理》《乳腺癌

患者护理 446问》等多部学术专著，参编全国高等学校护理学类专业

“十四五”规划教材《安宁疗护》。获天津医科大学科技成果奖 1项、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二等奖 1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多项。获评中华

护理学会杰出护理工作者、天津市卫生行业人民满意的好护士、十佳

医务工作者、天津市五一劳动奖、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称号。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 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发生发展机制及精准管理研究。

2. 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相关症状网络演化机制及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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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路 红

路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影像诊断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肿瘤学博士，美国Moffitt癌症研究中心博

士后。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乳腺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影像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

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青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会乳腺疾病分会常委、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个体化诊疗及MDT

专委会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

市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委员。天津医科大学 2021年度卓越教师、天津医科大学 2023年度优

秀教师。

路红教授先后从事过普通 X线诊断、CT诊断、磁共振诊断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体部肿瘤综合影像诊断，尤其擅长乳腺肿瘤的影像学

诊断，以及乳腺综合影像学相关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作为全国首家成

立的独立乳腺影像科室，路红教授研究团队依托医院的优势学科平

台，充分利用科室的特色和优势，在乳腺癌综合影像研究领域进行了

全面深入的工作，临床技术水平及科研水平位于国内前列。目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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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乳腺医学影像大数据及新技术为基础，建立人

工智能鉴别乳腺肿瘤良恶性、疗效评估及预后预测的系统研究；构建

仿生纳米药物递送系统治疗乳腺癌及其可视化研究；乳腺影像引导的

介入性技术在乳腺癌精准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路红教授近年来主持国家级及省市级课题 9项，以第一作者及通

讯作者发表文章二十余篇，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国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

项目、主持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学习班。参与编写多部专业领域著作、

共识指南及全国性医学影像学教材题库。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2021年获得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第四届医师节医疗技术创新奖。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乳腺癌分子影像的研究。

2.乳腺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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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鲍 莉

鲍莉，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临床

肿瘤学博士。长期致力于肿瘤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贯穿组学

和大数据在肿瘤发生、转移和耐药的遗传机制研究及临床应用。在组

学研究高技术领域——单细胞组学研究方面建立了全新的单细胞空

间组学技术，实现对特定空间位置和特定形态单个细胞的组学研究，

并应用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多种肿瘤的进化和淋巴结转移机制研究

中。研究成果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包含共同）发表于《CELL》

《GUT》《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Science Bulletin》

《CLINICALAND TRANSLATIONALMEDICINE》等国际知名期刊

上，单篇他引近千次。参与编写中英文专著 3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项，作为课题骨干参与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部

863计划多项。

招收博士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1.肿瘤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贯穿组学研究。

2.大数据精准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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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魏 玺

魏玺，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超声诊疗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医学博士，美国Moffitt癌症中心博士后，

天津医科大学超声教研室主任，临床Ⅱ级 PI。现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超声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超声学组组长、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

会超声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整合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兼超声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二届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超声医

学工程学会超声分子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第

一届全国互联网医疗超声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科普分

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超声医学规培质控组组长、天津市

抗癌协会肿瘤超声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天津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第

六届理事会理事、天津市医师协会超声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天津市医

学会超声分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委

员。入选首批国家优秀青年医师、第一批天津市青年科技人才第一层

次、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第二层次、获得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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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青年科技优秀人才、天津市特聘教授、首批天津市青年医学新锐、

天津市大数据协会专家库专家。首届天津医科大学卓越教师、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中青年领军人才、树人计划卓越创新人才等多项人才

称号。

魏玺教授研究团队目前研究方向及成果包括：（1）以医学影像

大数据精准诊断为基础，建立人工智能肿瘤超声影像良恶性鉴别的系

统流程，规范超声影像数据集，建设精准高效的辅助分析模型群；（2）

构建纳米级超声靶向分子探针，实时动态评价肿瘤治疗抵抗提供新的

思路，为开展超声分子成像评估实体肿瘤治疗效果研究提供前期实验

研究基础和影像学依据；（3）联合多模态超声影像学技术在肿瘤鉴

别诊断及临床分期的应用价值；（4）基于肿瘤超声影像报告及数据

系统在实体肿瘤中的规范化应用及相应临床价值研究。

魏玺教授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部级重点项目 2

项、人才项目 6项、天津市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专项 1项、天津市卫

健委重点项目 1项、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医学教育研究课题项目

1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于《Lancet Oncol》《PNAS》《Adv. Funct.

Mater》等国际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共计影响因子 400余分，

最高影响因子 51.10分。主编指南、共识 2部，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6项，主编《肿瘤超声诊疗学》《颈部常见肿瘤超声图谱》《浅表

软组织疾病超声诊断与病理对照图谱》，参编《头颈肿瘤学》《甲状

腺肿瘤学》等多部著作，牵头制定行业技术规范《肿瘤超声诊疗一体

化技术规范》1部。获得天津市第一批青年科技人才第一层次等省部

级人才称号 6项、市局级 1项、院校级 5项，获得天津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二等奖以及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二等奖等四项奖励。担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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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及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及《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等多个杂志编委。

招收博士后研究方向：

1.肿瘤超声分子影像的研究。

2.超声 AI和影像组学研究。

3.肿瘤超声诊疗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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