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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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脾外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1 原发性肝癌基因表达及靶向治疗系列研究 

研究方向 2 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分子机制、基因干预与外科综合治疗

研究方向 3 以肝脾移植为代表的器官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研究方向 4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5  

姓名 刘连新 研究方向 
肝胆肿瘤发病机理、耐药及综合治疗的系

列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出生日期 1970.10.15 职称 
教授 

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16.03 

姓名 孙 备 研究方向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综合治疗的基础与临床

研究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出生日期 1970.01.06 职称 
教授 

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16.03 

姓名 代文杰 研究方向 细胞移植外科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出生日期 1972.06.29 职称 
教授 

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16.03 

姓名 孙学英 研究方向 
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分子机制、基因干预与外科

综合治疗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出生日期 1967.12.04 职称 教 授 任职时间 2016.03 

姓名 尹大龙 研究方向 肝胆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出生日期 1979.04.08 职称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16.03 

姓名 陈孝平 研究方向 肝胆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出生日期 1953.06.14 职称 
院士 
教授 

主任医师 
任职时间 2016.03 

发表论文 SCI 29 篇 EI 0 篇

论文与专著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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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水平

与贡献 

奖励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337 万元 纵向经费 152 万元 横向经费 160 万元

发明专利 申请数 0 项 授权数 0 项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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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固定人员 36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24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0 人

青年长江 0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0 人

青年千人计划 0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 人

科技人才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0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0 个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刘连新  国际肝胆胰协会会员 会员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刘连新 国际消化和肿瘤外科学会 会员 

访问学者 国内 1 人 国外 1 人

研究队伍

建设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2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普外科 学科 2  学科 3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21 人 在读硕士生 129 人

承担本科课程 146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28 学时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大专院校教材 参编 2 部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0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4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0 项

实验室面积  M2 实验室网址 www.hss-lab.com 

开放与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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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21 日，实验室顺利通过了由教育部牵头组织的专家组验收，成

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一年来，在教育部主管部门、教育厅、哈尔滨医科大学及学院相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全体科研队伍的不懈努力下，

实验室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1）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3 项，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课题子课题 1项，研究经费共计 337 万

元。 

（2）实验室本年度共发表 SCI 收录文章 29 篇，其中 Hepatology 一篇，另

有 SCI 影响因子 5 分以上文章 5 篇，发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51 篇，其中中华系

列杂志 19 篇。 

（3）临床研究方面，与香港中文大学刘允怡院士团队合作，就 ALPPS 手术

进行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和动物实验，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此外，积极开展肝胆肿瘤、肝硬化、肝脏热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重症胰腺炎等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此外，本年度完成 7例 DCD 肝脏移植。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实验室本年度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3项，科技

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课题子课题 1项。实验室本年度

共发表 SCI 收录文章 29 篇，发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51 篇。本年度在研的省部级

以上科研课题共计 21 项。 

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科技进步二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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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负责

人 
起止时间 

经

费 
(万
元) 

类别 

1 

Circ-184-miR-34a-ULK1 构成

ceRNA 网络激活胰腺星形细胞自

噬抗胰腺纤维化机制研究 

81670583 孙 备
2017.01.01- 

2020.12.31 
60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

Linc-ROR 的调控及其在结直肠

癌发生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81672351 魏云巍
2017.01.01- 

2020.12.31 
25 

国自然面

上项目

3 
ING1调节FOXC1抑制基质样乳腺

癌转移机制的研究 
81602337 马 骉

2017.01.01- 

2019.12.31 
14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4 
砷剂预处理对肝脏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防护效应及机制研究 
81600492 汪大伟

2017.01.01- 

2019.12.31 
1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5 
MUC13 在肝内胆管癌生长和转移

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81602050 裴铁民

2017.01.01- 

2019.12.31 
1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6 

线粒体转录因子A在肝细胞肝癌

生长及转移过程中作用机制的

研究 

81602058 宋瑞鹏
2017.01.01- 

2019.12.31 
18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7 
肿瘤特异性标志物循环 lncRNA

在胰腺癌中的研究与应用 
2016T90311 王拥卫

2016.06.01- 

2019.05.31 
15 

中国博士

后基金

8 
基于 EGFR 与 c-MET 通路间交互

作用的肝癌靶向治疗个体化 
2016M591549 赵大力

2016.06.01- 

2019.05.31 
5 

中国博士

后基金

9 
计算机辅助肝切除手术手术导

航系统（横向合作课题） 

2016YFC 

0106500 
刘连新

2016.07.01- 

2018.12.31 
160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数字诊疗

装备研发

重点专项

10 
PRND 基因在原发性肝癌转移与

侵袭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2016M590292 梁英健

2016.06.01- 

2019.05.31 
15 

中国博士

后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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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基因表达及靶向治疗系列研究 刘连新 
尹大龙，王嘉倍 

梁英健，宋瑞鹏 

2.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分子机制、基因干预与

外科综合治疗 
孙学英 乔海泉，麻勇，魏争

3.以肝脾移植为代表的器官移植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 
姜洪池 杨海彦，王继洲 

4.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综合治疗的基础与

临床研究 
孙 备 

薛东波，白雪巍 

王 刚，陈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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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洪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68 18 

2 刘连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7 18 

3 孙 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7 18 

4 孙学英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50 16 

5 张伟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60 18 

6 代文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5 14 

7 乔海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53 18 

8 朴大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57 16 

9 刘 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51 15 

10 梁德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54 15 

11 魏云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7 11 

12 王海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7 11 

13 薛东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7 11 

14 朱安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45 11 

15 孟宪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40 9 

16 麻 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正高 37 7 

17 尹大龙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8 5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8 王嘉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5 6 

19 梁英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7 6 

20 王继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3 6 

21 杨海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7 7 

22 王 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8 8 

23 白雪巍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9 8 

24 陈 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6 9 

25 吴耀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4 8 

26 孔 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9 9 

27 裴铁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3 2 

28 宋瑞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3 2 

29 林 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33 1 

30 孙学溥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33 1 

31 魏 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高 32 7 

32 郝晨钧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31 1 

33 谢昌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中级 31 1 

34 潘尚哈 管理人员 男 本科 中级 60 18 

35 周 游 管理人员 女 本科 中级 32 7 

36 董博文 管理人员 男 本科 中级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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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增福 其他 男 31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2 王海君 其他 男 35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3 高恩君 其他 男 30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4 冀 亮 其他 男 31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5 李轶龙 其他 男 29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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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黄任平 其他 男 35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7 韩吉华 其他 男 27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8 杨广超 其他 男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3 

9 赵亮亮 其他 男 37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0 侯  旭 其他 男 29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1 刘  欢 其他 男 30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2 李  乐 其他 男 27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3 韩  鹏 其他 男 31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4 刘  洋 其他 男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5 高  博 其他 男 29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6 李 丹 其他 女 26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7 兰亚良 其他 男 26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2 

18 刘熙瑞 其他 男 29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19 刘 尧 其他 男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20 王 岩 其他 男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21 孟凡征 其他 男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22 朱明晰 其他 男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23 孙 静 其他 女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24 姜文婧 其他 女 28 博士研究生 中国 本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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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学（普外）现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学科姜洪池教授现为现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

获得者，，后备带头人刘连新教授现为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学科是教育部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外科学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学科、教育部长

江学者创新团队、黑龙江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团队、黑龙江省优秀重点学科带头

人梯队。学科拥有肝脾外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卫生部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英

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香港外科医学院普通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中心等一流的

科研和临床教学基地。 

学科是本实验室开展相关研究的人员基地和临床实验室平台，学科所在的单

位对本实验室人员配置、硬件设施等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是实验室的发展的重要

支柱；与此同时，实验室为学科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对学科的人才

建设、研究生培养、科研与临床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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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所依托的学科外科学（普外），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学科，国家级优秀本科教学团队。多年来，实验室固定人员同时

承担学院的本科生、七年制、研究生等多轨道的教学任务。与此同时，在理论课

程的同时，指导本科生实践课程、指导专业学科研究生临床实践实习，向他们提

供科研课题设计的方法、思路，帮助他们设计科研课题。为学科及学院研究生临

床能力、科研能力的提高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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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肝脾外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科研平台的普外科，多年来积极将人才培养

作为学科和实验室发展的重点工作。 

实验室主任刘连新教授成为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者。 

实验室 2016 年依托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 10 人，招收硕士研究生 57 人；本

年度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7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36 人。本学科毕业的博士 100%

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 篇以上，毕业硕士均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 篇以上。实验

室当前在读博士 21 人，在读硕士 129 人。实验室本年度先后有赵小洋博士、艾

贻伟博士、麻勇研究员、王继洲副教授等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攻读学位或访问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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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G, Liang Y, Zheng T et al. FCN2 inhibits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induced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via TGF-β/Smad signaling. Cancer Lett. 2016;378(2): 
80-86. (IF:5.992, 本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杨广超完成) 

 

Li L, Chen H, Gao Y et al. Long Noncoding RNA MALAT1 Promotes Aggressive 
Pancreatic Cancer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via the Stimulation of Autophagy. Mol Cancer 
Ther. 2016;15(9):2232-2243. (IF:5.579, 本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李乐完成) 

 

Liang S, Sun K, Wang Y, et al. Role of Cyt-C/caspases-9,3, Bax/Bcl-2 and the FAS death 
receptor pathway in apoptosis induced by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 in human aortic endothelial 
cells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by alpha-lipoic acid. Chem Biol Interact. 2016;258:40-51. 
(IF:2.618, 本实验室硕士研究生梁书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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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赵小洋 博士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多场专题学

术讲座，英国  
姜洪池

2 其他 杨广超 博士 
2016 第十八届全国普通外科学

术会议暨第五届国际肝胆胰外

科及微创外科学术会议 
刘连新

3 其他 李轲宇 硕士 
2016 第十八届全国普通外科学

术会议暨第五届国际肝胆胰外

科及微创外科学术会议 
刘连新

4 其他 李 乐 博士 2016 国际肝胆胰外科高峰论坛 孙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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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暂无开放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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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届全国胰腺外科学

术研讨会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

胰腺外科学组 
赵玉沛

2016.07.29-

2016.07.30 
800 人 国家级

2 
第十二届全国脾脏外科

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

脾脏外科学组 
姜洪池

2016.07.13-

2016.07.15 
700 人 国家级

3 
黑龙江省肝胆外科学术

会议 
黑龙江省医学会 刘连新

2016.08.03-

2016.08.05 
150 省级

4 
2016 哈尔滨肝胆外科博

士论坛 

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

院，肝脾外科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哈医大一院肝脏

外科 

刘连新
2018.08.13-

2016.08.14 
150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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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与合作 

实验室先后派出多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俄罗斯肿瘤研

究中心等交流和学习。并与香港中文大学、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等本领域

领先的单位合作进行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技术交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主要有： 

1.刘连新，第二届俄罗斯肿瘤冷冻治疗和外科新技术研讨会，主题报告，莫

斯科，2016 年 10 月 7 日-8 日 

 

国内交流与合作 

实验室与国内多家医院进行科研合作和临床技术交流，如南方医科大学、南

京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等。合作课题和内容： 

1.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专项，计算机辅助切除手

术手术导航系统项目，与南方医科大学合作，2016.07-2018.12。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肿瘤细胞代谢重编程在肿瘤发生过

程中的机制研究，与南京医科大学合作，2016.07-2020.12。 

3.肝移植手术技术，与北京友谊医院交流合作。 

4.腹腔镜肝切除技术，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交流合作。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主要有：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特邀报告

第九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年会 2016.05.20-2016.05.22 3 人次 

第四届中华医学会普通外科手术论坛 2016.07.08-2016.07.10 2 人次 

2016 中国普通外科焦点学术论坛 2016.07.01-2016.07.03 2 人次 

第十六届全国肝脏外科学术会议 2016.09.23-2016.09.25 3 人次 

 

 



2016 第十七届全国胆道外科学术大会 2016.08.26-2016.08.28 2 人次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第十二届全国脾脏外科学

术会议 
2016.07.13-2016.07.15 2 人次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届全国胰腺疾病学术研讨会 2016.07.29-2016.07.30 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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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实验室结合依托学科的临床研究特色，积极加强肝胆外科、胰

腺外科相关疾病诊疗新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以姜洪池教授、刘连新教授、孙备教

授等为代表的实验室带头人和骨干在国内外学术大会作相关学术报告近 50 余

次。另外，通过组织学术研讨班、手术观摩学习等方式，积极推广我们的先进技

术，得到相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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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孝平 男 
院士 
教授 

64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否 

2 杨宝峰 男 
院士 
教授 

60 哈尔滨医科大学 否�

3 姜洪池 男 教授 67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否�

4 刘连新 男 教授 47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否�

5 刘颖斌 男 教授 5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 
否�

6 梁廷波 男 教授 5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否�

7 周 俭 男 教授 5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否�

8 徐 骁 男 教授 45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否�

9 LI MIN 男 教授 45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

心医学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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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21 日，实验室迎接了教育部专家组的验收评估，学术委员会主

任陈孝平院士作为专家组组长出席。评估会及现场考察期间，专家组对实验室的

下一步建设提出了非常好的参考建议，实验室将在认真总结发展情况，并在借鉴

验收会议专家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下一步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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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于本年度验收通过，学校及学院继续对本实验室建设给予了大力支

持，在政策、经费、人力和后勤保障上给予倾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学校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给予高度重视。其中于 2016 年 4 月专程对本实

验室建设进行实地调研并听取汇报，协调和帮助解决实验室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2）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实验室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与水平，学校和学院支

持和鼓励鼓励实验室选派优秀的科研人员到国外研究中心访问学习或攻读博士

学位，访问回国的人员为实验室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创新实验方法、开拓实

验思路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学校及学院对实验室的日常运行及管理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与帮助。

投入经费用于实验室购置了制冰机、术中胆道微电极碎石仪等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