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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各位与会嘉宾：

云南省药理学会2023学术年会将于2023年8月4-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本次会议由云南省药理学会主办，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暨云南省天然药物药理重

点实验室承办，云南省药理学会临床药学专委会、云南省郎靖瑜专家工作站、中

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委会协办。会议将邀请我国相关领域的杰出学者作大会报

告，并分别进行“基础药理学”和“临床药学”两个分会场的同行交流。诚邀各位

同仁、研究生参会。

云南省药理学会

202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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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会议组织机构成员

主办单位：

云南省药理学会

承办单位：

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暨云南省天然药物药理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

云南省药理学会临床药学专委会

云南省郎靖瑜专家工作站

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委会

大会主席：卿 晨

大会副主席：张 峻 周轶平

大会秘书长：张 玲 段为钢

大会组织和学术委员会：（按姓氏字母排序）

陈 鹏 陈俊雅 陈亚娟 代 蓉 段为钢 傅 文 何 波 李 玲

李晓甦 李秀芳 刘丹丹 陆 露 罗 敏 彭 芳 卿 晨 田 静

王京昆 王 伟 徐 帆 杨和金 杨仁华 杨为民 张 峻 张 玲

张 旋 张继虹 张有福 周宏宇 周建于 周轶平



-03-

会议须知

会议报到
报到地点：昆明兴华国际度假酒店大堂（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怡景路3号）

电话：0871-64573617

报道时间：2023年8月4日10:00-21:00

会议时间
2023年8月4日-5日

会议住宿
昆明兴华国际度假酒店：单/标间：380元/间/晚。在酒店大堂总台交费，开

具发票，下午14:00前退房。

会议交通
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请各位参会代表自行前往会议酒店，由此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1）乘飞机：机场到会议地点37公里，地铁6号线，塘子巷方向（机场中心

站上，东部汽车站下）—换乘地铁3号线，西山公园方向（五一路下）—换乘地铁

5号线，宝丰方向（广福路西口站下，B口出）—步行420米换乘171路公交（广

福路口，滇池路站上，海埂别墅区下）—步行440米到酒店。或直接从机场打出

租车到目的地。

（2）乘高铁（昆明南站）：昆明南站到会议地点37公里，地铁1号线，塘子

巷方向（昆明南火车站上，日新路站下，B口出）—步行620米换乘171路公交

（宝海路口，日新站上，海埂别墅区下）—步行440米到酒店。或直接从昆明南

站打出租车到目的地。

（3）乘高铁（昆明站）：昆明站到会议地点11公里，公交44路，（昆明站

上，西贡码头下）—步行1.7km到酒店。或直接从火车站打出租车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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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发票
本次会议注册费开具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于会议结束7个工作日内在会议官

网后台个人中心申请开具，财务审核信息后，发票将发送到注册预留的邮箱及手机

号。

注意事项
1、大会报告结束后，请各位嘉宾携带好随身物品，避免因为转场而丢失。

2、会议期间，请将手机设为静音或振动，感谢您的配合。

3、请大家注意酒店安全提示，做好防火工作。

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组联系：

周轶平：13529325922；

张 玲：13888136030

周宏宇：15808866590

会议服务公司：

郑 泽：15368064680（微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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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一览

日期和时间 议程 地点

8月4日 10:00-21:00 注册 颐天苑一楼总服务台

8月5日

08:30-09:00 开幕式
兴华楼3楼报告厅

09:00-12:10 特邀大会报告

12:20-13:20 午餐 宴会厅

13:30-18:00

基础药理学分会场 兴华楼2楼第一会议室

2023云南省药学服务经典案例评选
分会场 兴华楼1楼丹霞厅

18:00-20:00 晚餐 宴会厅

8月6日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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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详细议程

日期 时间 议程 主持人 地点

8月5日
上午

07:40-08:20 注册报到 颐天苑一楼总服
务台

开幕式

兴华楼3楼报告
厅

08:30-08:40 昆明医科大学
张爱云副校长致辞 周轶平教授

云南省药理学会
秘书长08:40-08:45 云南省药理学会

卿晨理事长致辞

08:45-08:55 合影

大会特邀报告

日期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地点

8月5日
上午

09:00-09:35
基于脂质递送
体系的类病毒
结构疫苗研究

李琦涵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
昆明医学生
物学研究所

卿晨教授
云南省药理
学会理事长

兴华楼3楼
报告厅

09:35-10:10
以动物毒素为
工具探索抑郁
发生机制

赖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
究所

10:10-10:20 茶歇

10:20-10:55
胃肠道肿瘤新
靶标和疗效监
控标志物研究

郎靖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

张峻主任药师
云南省药理
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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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上午

10:55-11:25 靶点预设的中药活性成份发现
徐天瑞
教授

昆明理工大
学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院张峻主任药师

云南省药理
学会副理事长

兴华楼3楼
报告厅

11:25-12:00
靶向肿瘤代谢
的新药研发与
精准治疗

黄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
究所

12:00-13:20 午餐 宴会厅

分会场一：基础药理学研究报告分会场

日期 时间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主持人 地点

8月5日
下午

13:30-13:55

云南特色药用
植物活性成分
抑制PCI术后

ISR
作用的研究

陈鹏
教授

昆明医科大
学 傅文主任药师

云南省药理
学会副理事长

兴华楼2楼
第一会议室

13:55-14:20尿酸酶缺失大鼠的研制和应用
段为钢
教授

云南中医药
大学

14:20-14:45

白族药鞍叶羊
蹄甲对神经病
理性疼痛的药
效评价和机制
研究

沈磊
副教授 大理大学

张继虹教授
云南省药理
学会理事

14:45-15:10

云南特色天然产
物单体防治脑卒
中的药理作用及
机制研究

何波
教授

昆明医科大
学

15:10-15:35

从西南民族药
中找到First-in-
class药物的研
发密码

许敏
教授

昆明理工大
学 彭芳教授

云南省药理学
会副理事长

15:35-16:00
灯台叶碱提取
物药理毒理研

究

赵云丽
副研究员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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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下午

16:00-16:10 茶歇

兴华楼2楼
第一会议室

16:10-16:35 芒果苷降尿酸作用及机制研究
牛艳芬
副研究员

昆明医科大
学 李秀芳教授

云南省药理
学会副理事长16:35-17:00

天然产物调控病
毒-宿主细胞的
分子识别研究

俞飞
教授

昆明理工大
学

17:00-17:25
南牡蒿素G7的
抗肝癌作用机
制研究

胡敬
高级工程
师

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
究所 杨为民教授

云南省药理学
会常务理事

17:25-17:50

数据挖掘技术
在临床用药分
析与管理中的
应用实践

徐帆
主任药师

联勤保障
部队第920
医院

17:50-18:00 会议总结

18:00-20:00 晚餐 宴会厅

分会场二：2023云南省药学服务经典案例评选分会场

日期 时间 报告题目 主持人 地点

8月5日
下午

13:00-13:15 选手签到、抽签

黄桦主管药师
昆明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包金颖副主任药师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兴华楼1楼
丹霞厅

14:00-14:10 领导致辞

14:10-17:10 云南省药学服务经典案例
现场评选活动

17:10-17:30 活动总结

17:30-18:00 宣布各队成绩和颁奖

18:00-20:00 晚餐 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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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

大会副主席

云南省药理学会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监事；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常委；中
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历任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云南省天然药物药理重
点实验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肿瘤药理学/肿瘤生物学。
主持建立和完善了肿瘤药理学研究的技术体系和研发平台。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

主持完成云南省重点和国际合作等多项课题。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R1）；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R5）。获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
术人才称号。

卿 晨
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医科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云南省临床药学研究中心学科带头人；云南
省临床药学重点专科负责人；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药物与临床》、《中国药师》、《中国药业》、《中南药学》、《临床合理用
药》、《实用药物与临床》、《医学科学报•药学专刊》等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药房》常务
编委、《药品评价》副主编；获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创新奖二等奖1项，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
项，云南省卫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

张 峻
一级主任药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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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药理学会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中西医整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
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第十届、第十一届教
学与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药理学》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

基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从分子、细胞及整体动物水平,解释传统中药及其有效成分对乳腺癌
等恶性肿瘤的治疗和调控机制，为中药新药的研发提供临床前研究数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1项，云科院重大科技专项子项目1项。主持完成省级科研项目3项。发表研究论文50余
篇，SCI收录18篇，主编出版专著2部。

周轶平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医科大学

第十、十一届国家药典委员会疫苗制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进入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第一二层次；2010年度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9-2010年度获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病毒免疫学专业博士，长期致力于国家儿童计划免疫相关疫苗的基础研究及疫苗产品的研
制开发工作。主持完成的EV71灭活疫苗获国家I类新药证书及生产文号，于2015年上市，对于
有效降低我国儿童手足口病发病率，尤其是减少重症及死亡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发表于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李琦涵
北京协和医学院长聘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

特邀大会报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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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以排名第1身份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奖励。

研究方向：1、人类疾病机理及药物研发，包括疼痛、血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2、
生物生存策略及环境适应机制，包括有毒动物捕食和防御策略及其生物环境适应的物质基础
与 分 子 机 制 。 以 通 讯 作 者 发 表 S C I 论 文 2 5 0 多 篇 ， 如 N a t u r e
Immunology、Immunity、Cell Research、Blood、Circulation Research、Science
Advances、Chemical Reviews、PNAS、National Science Review、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申请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获国家1.1类新药临床批文2项。

赖 仞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科院肿瘤与微环境重点实验
室，肿瘤干细胞与靶向治疗课题组组长；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青委会 主任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中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常委。

长期从事肿瘤生物学、肿瘤药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建立并完善了CRISPR-Cas9全基因组敲
除筛选技术，并以此筛选到多个靶向抑制剂药物耐受的关键抗性分子；发现BRCA2在胃肠道肿
瘤存在高频突变并在染色体不稳定情况下促进肿瘤发生，传统化疗药丝裂霉素可特异性杀伤
BRCA2杂合或纯合缺失肿瘤；发现MYC扩增是胸苷酸合成酶抑制剂药物敏感性标志物；发现
Bcl-2抗凋亡亚家族在乳腺癌干细胞生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成功构建乳腺癌特异性靶向表达
载体系统，结合促凋亡基因BIKDD在临床前动物试验中有效杀伤乳腺癌干细胞、并抑制紫杉醇
引起的肿瘤干细胞富集现象，此成果获国际专利授权并成功转让。

郎靖瑜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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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端科技人才；云南省百名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云南省享受特殊津贴专家；云南
省高校靶点药物筛选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主持 “云南省高端科技人才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重点项目”“国家自然学科基
金面上项目”等10于个研究项目。 实验室获批”云南省高校靶点药物筛选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在Science signal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Critical
Reviews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cal journal，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徐天瑞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国家杰青、国家优青、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中国抗癌学会青年理事；中国抗癌协会抗癌
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施维雅青年药理学家奖；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

长期致力于肿瘤代谢新药研发和药物作用机制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研发的2个新药在中美
两国获批开展临床研究，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18项，授权7项。作为通讯作者在Cancer
Cell、Mol Cell、Nat Commun、Cell Res、Cancer Res、J Cell Biol等发表论文40余篇。

黄 敏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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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理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药理学会理事；云南省眼科药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老年病药理学。
云南省药学重点学科、云南省药学创新团队、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重点建设学科群心脑血管药理

学方向带头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药理学博士生导师团队带头人、昆明医科
大学老年病药理学创新团队带头人。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云南省科技计划重点
项目1项、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项。第一或通讯作者在PN A S，
Phytomedicine，Eur J Pharmacol等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专著3部、主编人卫版教材1部、副主
编“十三五”规划教材1部。获发明专利授权3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9项、软件著作权授权3项。

陈 鹏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医科大学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中医药学科带头人；云南省药理学会理事；中国毒理
学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分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名誉理事;《云南中医药大学学报》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痛风高尿酸血症防治策略。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云南省科技计划中医药联合专项重点项目2项。主编学术专著3

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SCI收录30余篇，累计引用1000多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6
项。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次。尿酸酶缺失大鼠（Kunming-DY大鼠）主要创制人，研究方
向，痛风高尿酸血症防治新策略。

段为钢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云南中医药大学

分会场学术报告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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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大学药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地方特色药物药效评价和机制研究。
近5年来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2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7篇，含SCI3

篇、中文核心期刊6篇。近5年来主持省级教改1项，主编教材1部，副主编教材1部，专著1部。

沈 磊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大理大学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昆明医科大学“乘风”人才；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
年学术与技术骨干”；昆明医科大学校级创新团队骨干成员；《中国动脉硬化杂志》青年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药理学和毒理学。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省级课题 3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云南

省重点项目 2 项。现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7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7 篇（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 14 篇），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共 20 余项，作为主编/副主编编写专著 3
部。

何 波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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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医芳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药用资源分会常务理
事；云南省植物学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和Frontiers in
Chemistry等国际刊物编委。

研究方向：利用天然产物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研究手段，围绕抗病毒或神经系统活性天然小
分子及靶标蛋白和作用机制等开展研究。发现新靶点新机制广谱抗病毒临床前分子1个，正在积
极推进抗乙肝病毒1类原始创新药的临床转化。

在Protein & Cell, Org. Let.、J. Org. Chem.等国际刊物中发表研究论文90余篇，他引1600
余次；获授权专利8项。主持或完成国家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计划等20余项。

许 敏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研究方向：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为天然药物5类新药灯台叶总生物碱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完成了药效学、毒理学研究；协

助推进1、Ⅱ期临床试验，于2011年获得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批件》，获国家新药重大创制项
目资助，并于2018年成功转让，成为当年度全国32项科技成果转让合同金额过亿元项目之一。
此外，作为主持人就该品种申请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两项并获得资助。同时，以第二发明
人申请了1项国际和国内专利各一项。另外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云南省生物医药两项，还参与了
新药石茶感冒胶囊、益肾安胶囊的新药研发，并获NMPA临床批件。以第一、共一和共通讯在
Phytomedicine、J Ethnopharmacol、Org Lett.、J Agric Food Chem、Chem
Commun、Food Nutr Res、Life Sci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40余篇，其中一区13篇，作为共同
发明人申请专利12件。

赵云丽
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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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云南省代谢性疾病药物基础研究创新团队核心
成员；伍达观奖教金获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函评专家；国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Biol Pharm Bull》、《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等杂志审稿人。

主要研究领域：内分泌代谢药物药理。
近年主持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目7项，参与多项；指导研究生及大学生创新基金多项。在国

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第一和通信作者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7项。

牛艳芬
副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医科大学

兴滇英才青年人才；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云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入库专家。

主要从事药物研发过程中新结构、新策略研究，方向包括新型广谱抗病毒小分子、蛋白质
定点修饰、靶向抗肿瘤药物的设计合成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等多个项
目，在Nat Biomed Eng、J Med Chem、Eur J Med Chem等期刊发表SCI研究论文30余篇，获
授权发明专利11项。

俞 飞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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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抗抑郁/抗肝癌活性小分子的发现与作用机制研究。
主持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功能开发项目1项、云南省基础研究面上项目1项，作为主要完成

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包括PNAS、STTT、Phytomedicine等。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

胡 敬
高级工程师
博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省药学会药学信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药学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
省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软件中心医药软件开发技术总监；美国
MicroConstants Inc. 药学信息技术顾问；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昆明市学术技术带
头人；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五华院区主任

近年来发表统计源以上期刊论文45篇，其中SCI收录8篇。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5项。获软件著作权14项，发明专利5项。

徐 帆
主任药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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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药学会药物警戒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药监局高级研修学
院特聘专家；教材《药物警戒实践》执行主编。

从事药品检验及质量标准研究工作22年，曾任云南省药品检验所所长，兼任国家药典委员
会第8和9届委员、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委会委员，《中国药学杂志》、《药物分析》和《华
西药学》杂志编委等职。

从事上市后药械监测评价工作14年并曾任云南省食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药
学会药品安全性评价与研究专委会委员、中国药物依赖防治协会理事，《药物流行病学杂志》
和《中国药物警戒》杂志编委等职。

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药品安全关键技术1项、国家科技部/云
南省中药现代化专项1项、国家药监局专项课题3项和云南省卫生科技计划项目若干，发表论文
40余篇。

傅 文
二级主任药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药理学会理事；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卫生科技教育管理协会副
会长。

研究方向：抗肿瘤药物药理，重点围绕突变p53和线粒体的药物研发。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云南省重点项目1项，专家工作站1项，横向科技开发项目3

项。主编《实用药物学》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

张继虹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昆明理工大学

分会场报告主持



-19-

云南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教学名师；中国药理学会抗炎免疫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委
员;云南省药学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抗肿瘤及抗病毒天然药物药理的基础及开发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150 余篇，主持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0 余项。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

二等奖各1项，获授权发明专利13项。

彭 芳
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大理大学

云南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药理学分会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后备带头人；云南省中
医药学科带头人。

研究方向，中药药理与毒理。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云南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1项，云南省科技计划-中医药联

合专项重大项目1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项。

李秀芳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云南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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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药理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防治慢性阻塞性肺病药物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春城产
业技术领军人才；云南省教育厅“基于云南特色天然产物的呼吸疾病新药研发”工程研究中心负责
人；中国药理学会理事；植物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呼吸及心脑血管药理学。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省部级重点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共130余篇，在

JCR/Q1、TOP及中科院一区期刊杂志Frontiersin pharmacology、Phytomedicine等上发表
论文近10篇；申请专利共18项；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七项科研奖励。

杨为民
研究员
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药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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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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