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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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1 放射性药物化学的基础研究 

研究方向 2 新型放射性药物研究 

研究方向 3 放射性药物应用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江华 研究方向 自组装螺旋折叠体和生物荧光探针 

出生日期 1968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张华北 研究方向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与合成 

出生日期 1964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6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崔孟超 研究方向 放射性药物化学、分子影像学 

出生日期 1984 职称 副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李林 研究方向 高分子结晶，高分子功能薄膜 

出生日期 1966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4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陈凯先 研究方向 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 

出生日期 1945 职称 院士 任职时间 2014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49 篇 EI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部 国外出版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520.6 万元 纵向经费 500 万元 横向经费 20.6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10 项 授权数 6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17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 人  

院士 1 人  千人计划 
1 长期人 

短期人 

长江学者 
1 特聘人 

讲座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4 人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36-1.html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35-1.html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1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0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无机化学 学科 2 药物化学 学科 3 

药物化学与

分子工程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23 人 在读硕士生 24 人 

承担本科课程 445.56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299.22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项 

实验室面积 3000 M2 
实验室

网址 
http://radiopharm.b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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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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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是国内唯一以放射性药物为研究对象的重点实验室，是国内放射性药物研究的

主要单位，在国内放射性药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鲜明的“产、学、研、用”特色，研究

方向和研究重点紧密围绕着学科前沿以及满足我国临床诊断重大疾病的迫切需求。其中，在

心肌显像药物、肿瘤诊疗药物、神经退行性疾病分子探针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在药物分布的

理论预测方面的研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与关注。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成果在国际放射

性药物前沿占有一席之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 

2017 年围绕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与建设目标，在科研方面取得如下进展：（1）研制

的新型肿瘤分子探针(99mTc-CNDG)取得突破性进展。99mTc-CNDG 可通过药盒化制备，非常

有利于推广。研究结果表明肿瘤细胞对 99mTc-CNDG 的摄取与葡萄糖转运体相关，

99mTc-CNDG 的亲肿瘤性能优良，肿瘤显像清晰，与美国研制的目前处于三期临床的

99mTc-ECDG 相比，具有更优良的亲肿瘤性能，其肿瘤摄取以及肿瘤/非靶比值全面优于

99mTc-ECDG，极有希望成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新药；（2）在阿尔兹海默症早期

诊断研究方面有 1 个 99mTc 标记的淀粉样蛋白显像剂完成了灵长类动物实验，并通过了解放

军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此外，1 个 18F 标记 tau 蛋白显像剂通过了

解放军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完成了 20 多例 AD 病人脑 PET/MRI 显像研究；（3）在 sigma

受体显像剂研究方面，研发了一种具有全新结构、低脂溶性、与 σ1 受体亲和性高、选择性

高的 18F 标记的 σ1 受体分子探针。小鼠、大鼠和猴子的生物评价结果表明，该探针具有脑摄

取值高、脑/血比高、脑内动力学合适、体内特异性结合高等特点，是目前综合性质最好、

最有发展前景的 σ1受体显像剂。此外，与正常对照鼠相比，发现在 AD 模型鼠中 σ1受体降

低很多，说明该探针有潜力用于 AD 的早期诊断和 AD 治疗效果的评价。 

2017 年度共发表标注本实验室的 SCI 论文 44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国际专利 2

项，授权 3 项。2017 年新立项项目 4 项，到账经费 548 万元。 

重点实验室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2017 年，共邀请国外知名学者讲学 1 次。多名师

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重点实验室还成功举办了为期 3 天的“99mTc-放射性药物的制备与

质量控制培训班”，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17 年重点实验室新增课题 4 项，获得经费资助 548 万元。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 项，北京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1 项，中央财政专项项目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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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基于 CDK4/6靶点的新型肿瘤分

子探针的构建与显像研究 
张俊波 2018-2021 78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2 99mTc-CNDG 注射液临床前研究 张俊波 2018-2020 330 北京市科委 

3 

重大慢病非传染性疾病放空研

究专项—“阿尔茨海默病的早

期诊断新技术研发” 

朱霖 2016-2020 56 科技部 

4 

18F-氟代谷氨酰胺探针的肿瘤

氨基酸代谢显像及其与 Myc 基

因调控相关机制的研究 

朱霖 2017-2020 30 
北京市自然科

学 

5 
脑重大疾病 PET分子探针及其

应用技术研究 
朱霖 2015-2017 140 

北京市科技计

划项目 

6 

用于肿瘤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

Tc-99m/Re-188标记的2受体

放射性药物研究 

贾红梅 2015-2018 8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7 
 F18标记的喹唑啉类 EGFR表达

肿瘤显像剂研究 
齐传民 2016-2019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8 
PET显像药物的综合质量规范

与临床应用研究 
韩梅 2017-2019 110 

中央财政专项

经费 

9 
碗烯类分子的可控自组装与多

级拓扑结构 
江华 2015-2019 552 科技部 

10 

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用于重大

疾病诊治的创新放射性药物研

制” 

张华北 2015-2017 
1401.0

6 
科技部 

11 
新型神经型烟碱乙酰胆碱 α7

受体显像剂的设计与合成 
张华北 2014-2017 8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2 
功能导向的新型超分子自组装

体系的设计、合成及调控 
江华 2014-2017 50 北京师范大学 

13 
基于新型合成主体有机超分子

体系的设计与功能 
江华 2014-2018 13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4 

富含氮杂环卡宾前体基元的大

环化合物在二氧化碳固定化中

的应用 

龚汉元 2015-2018 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5 芳香族折叠体的手性调控 江华 2015-2018 8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6 

用于肿瘤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

Tc-99m/Re-188标记的2受体

放射性药物研究 

贾红梅 2015-2018 8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7 
基于柱芳烃主客体相互作用的

光捕获体系的构筑及性能研究 
杨清正 2015-2018 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8 牛顿高级学者基金 杨清正 2015-2018 42.17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19 超分子光化学 杨清正 2016-2020 35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20 
新型柔性 Aβ斑块分子探针及

其结合模式研究 
崔孟超 2016-2019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21 
18F标记的喹唑啉类 EGFR表达肿

瘤显像剂研究 
齐传民 2016-2019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 

22 
补充替代抗肿瘤关键技术及产

品开发合作 
韩梅 2015-2017 40 横向 

23 

14
C-尿素标记化合物规模化合

成工艺的优化及免配闪烁液的
14
C测量技术咨询 

韩梅 2015-2017 20 横向 

24 
18F三氟甲基标记条件的优化研

究 
崔孟超 2016-2017 20.6 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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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药物基础研究 刘伯里 齐传民，贾红梅，崔孟超 

2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与合成 张华北 贾红梅 

3 新型放射性药物研究 朱霖 齐传民，贾红梅，崔孟超 

4 放射性药物应用研究 张俊波 陆洁，唐志刚 

5 放射性药物代谢研究 乔晋萍 朱霖 

6 肿瘤及神经保护药物研究 韩梅 
齐传民，乔晋萍，贾红梅，

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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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里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院士 87 11 

2 张俊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11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3 江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3 

4 张华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11 

5 李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3 

6 崔孟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3 6 

7 贾红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6 11 

8 韩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5 11 

9 乔晋萍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6 11 

10 朱霖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5 11 

11 陆洁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3 11 

12 齐传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0 11 

13 龚汉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3 

14 杨清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1 3 

15 陈湘 管理人员 女 大专  54 4 

16 浮吉生 技术人员 男 学士 工程师 71 11 

17 唐志刚 技术人员 男 学士 副教授 6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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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鹏忠 
博士

后 
男 32 无 中国 无 2014.9-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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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所依托的北京师范大学 “化学”一级学科和“无机化学”，“药物化学与分子工

程”二级学科均为博士学位授权点，也都是学校重点建设学科；“无机化学”为北京市重点学

科。 

实验室为上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得益于学科建设发展带来的

成效，二者具有良好的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关系。首先，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

面包括成功申报的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各种科研成果奖励以及

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成果支撑了学科的发展，提高了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同时也为学院研

究生培养进入学科前沿提供了条件；其次，实验室人员直接参加并完成了大量学科建设工作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第三，实验室的研究特色为学院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交叉增长点，放射

化学越来越多的与有机化学，分子化学等学科交叉融合，互相促进。总之，重点实验室已经

成为我国放射性药物创新基地、培养高素质放射性药物专业人才的摇篮、培养国家和社会急

需的放射性药物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大大提升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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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固定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职教师，承担了依托单位大量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

任务，研究生“药物化学与分子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均为本实验室人员开设和主讲。

2017 年完成教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共计 744.78 学时。 

在教学工作中，实验室人员注重将科研成果及学科前沿转化为教学资源。典型代表为《放

射性药物化学》与《放射性药物化学基础实验》等专业课教学工作中，将实验室承担的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思路和方法、理论成果、

技术创新和应用实例融入其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部分“药物化学与分子工程”专业课程如下： 

张俊波、陆洁共同承担本科生的《放射性药物化学》课程教学 

陆洁承担本科生的《核科学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 

韩梅承担研究生的《化学生物学》课程教学 

张华北、齐传民共同承担研究生的《现代药物设计》课程教学 

贾红梅,乔晋萍,朱霖,张俊波共同承担研究生的《放射性药物化学进展》课程教学 

贾红梅,陆洁,朱霖,崔孟超共同承担研究生的《放射性药物化学》课程教学 

崔孟超,张俊波,陆洁共同承担研究生的《放射性药物化学基础实验》课程教学 

韩梅,乔晋萍,张华北,齐传民共同承担研究生的《高等药物化学》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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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本实验室重要的工作之一。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验室主要采取了

以下举措：（1）通过改善科研条件、打造事业平台等措施，加强对科研领军人物、科研骨干

的培养；（2）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工作，重点培养35岁左右的优秀青年人才，营造有利于青年

人才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3）根据学科方向特点和发展需要，聘请国际著名专家（客座教

授）定期和不定期来校讲学、合作研究和指导工作；（4）研究生培养方面，对其科研创新思

维给予鼓励和支持，并为其创新性研究提供所需的实验平台，鼓励学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

项目等赴国外高水平大学进行留学或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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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 He, Jie Li, HainaCi, Chuanmin Qi,* and XuefengGuo*. Direct Measurement of 

Single-Molecule DNA Hybridization Dynamics with Single-Base Resolution.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9036 –9040 

2. Dan Li, Yuanyuan Chen, Xia Wang, Winnie Deuther-Conrad, Xin Chen, BingJia, Chengyan 

Dong, Jörg Steinbach, Peter Brust, Boli Liu, Hongmei Jia*.99mTc-Cyclopentadienyl 

Tricarbonyl Chelate-Labeled Compounds as Selective Sigma-2 Receptor Ligands for 

Tumor Imaging. J. Med. Chem., 2016, 59 (3), 934–946 

3. Peng-Zhong Chen, Yu-Xiang Weng, Li-YaNiu, Yu-Zhe Chen, Li-Zhu Wu, Chen-Ho Tung, 

and Qing-Zheng Yang*.Light-Harvesting Systems Based on Organic NanocrystalsTo 

Mimic Chlorosomes.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2759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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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报 曹建花 硕士 
第 22 届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

大会，德国，德累斯顿 
乔晋萍 

2 墙报 张利芳 博士 
第 22 届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

大会，德国，德累斯顿 
朱霖 

3 墙报 肖好 硕士 
第 22 届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

大会，德国，德累斯顿 
乔晋萍 

4 墙报 何颖芳 硕士 
第 22 届国际放射性药物科学

大会，德国，德累斯顿 
陆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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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学科发展和交流，结合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及运行实际情况，实验室

在 2017 年共设置开放课题 8 项，项目资助金额共计 16 万元，其中外校 2 人，本

校 6 人。开放课题的设置解决了部分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急需，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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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含螺环骨架的手

性小分子催化剂

的合成与应用 

2 万 焦鹏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1-2017.12 

2 

氟离子调控分子

转子的运动及调

控性能研究 

2 万 王颖 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1-2017.12 

3 

18F 标记的四羟

基糠基哌嗪类

sigma-1 受体分

子探针 

2 万 贾红梅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1-2017.12 

4 

99mTc 标记的去

甲肾上腺素类似

物的制备及生物

性能的评价 

2 万 陆洁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1-2017.12 

5 
分子纳米磁体的

组装与性能调控 
2 万 孙豪岭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1-2017.12 

6 

新型二茂铁骨架

手性配体的设计

合成及其在手性

药物不对称合成

中的应用 

2 万 侯国华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017.1-2017.12 

7 

三羰基锝标记的

糖代谢分子探针

的研制 

2 万 杨文江 
副研究

员 

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院 
2017.1-2017.12 

8 

多脲类受体对药

用高锝酸根阴离

子的识别和分离               

 

2 万 吴彪 教授 西北大学 2017.1-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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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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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已经与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化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脑与认知科

学研究院、资源学院等单位进行科研合作并提供平台服务。并与国内多个研究单

位建立合作关系，包括：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等 

重点实验室已经与国外多所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包括：日本京都大学、

德国亥姆霍兹德累斯顿研究中心、德国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美国纽约大学、美国哈弗大学医学院、耶鲁大学等。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术报告情况： 

1. 2017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4:30：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放射科、分子影像中心、克莱

瑞—斯坦福癌症早期检测研究中心、癌症中心及 BioX 中心程震副教授作了题为

“Molecular Imaging with Light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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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8月 5-7日，放射性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解放军总医院共同主办了放射性药物的制备与质量控制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

80 多位核医学科学员参加了培训。其中，99mTc-放射性药物的制备与质量控制培

训班在本实验室进行，本实验室多位老师分别授课，受到学员的一致认可。 

培训班结束后，各单位一致同意今后以重点实验室为基地继续举办培训班，

为我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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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里 男 院士 86 北京师范大学 否 

2 陈凯先 男 院士 72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否 

3 柴之芳 男 院士 75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否 

4 田禾 男 院士 55 华东理工大学 否 

5 赵进才 男 院士 57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否 

6 罗顺忠 男 
研究

员 
6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

学研究所 
否 

7 罗志福 男 
研究

员 
55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否 

8 张锦明 男 教授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否 

9 何作祥 男 教授 54 阜外医院 否 

10 王荣福 男 教授 6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否 

11 江华 男 教授 49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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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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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每年拨款 40 万作为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重点实

验室分子影像平台的建设，2015 年经过实验室申请，北京师范大学论证通过小动物活体

SPECT/CT 一台，2017 年 8 月完成安装调试，目前已正常运行。另外，2018 年度经过实验

室申请，北京师范大学论证通过小动物活体 PET/CT 一台，预计 2018 年 8 月完成安装，大

大增强了实验室分子影像平台的实力，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小动物 PET 和

SPECT 两种影像设备的重点实验室。 

 

3、仪器设备 

http://www.ciae.ac.cn/
http://www.bddyyy.com.cn/
http://www.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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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实验室个大型仪器运行良好，其中小动物活体荧光显像装置开放给北京师范

大学多个学院，包括化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受到了用户的好评，共计开放共享机时

62 小时。另外，2017 年度完成小动物活体 SPECT/CT 仪器安装调试工作，已经开始试运行；

2018 年度论证通过小动物活体 PET/CT 一台，预计 2018 年 8 月完成安装；新添置 4 台锝分

析仪代替老旧的定标器；新添置两台带有放射性检测器的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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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