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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下午，第六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学术新星

（科研）评选决赛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隆重举行。北京

大学科研部的周辉部长，基础医学院的邱晓彦教授、周

菁研究员，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唐

熠达教授，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蔡军教授，我院党委书

记陈红、副院长刘玉兰，各学科的主任、专家、往届医

院学术新星获得者、资深护理研究者、媒体和学生代表

参加了活动。

医院举办此次以“展示青年人才风采，鼓励科学

研究创新”为主题的活动，旨在进一步促进青年科研人

员成长与发展，展示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

果，鼓励青年科研人员在科研领域勇于进取，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

陈红书记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医院对与会专家表示欢

迎，并肯定了学术新星评选活动已经成为青年科研人才

发展的品牌活动，为年轻医生设立航标。她指出，青年

科研人才启航艰难，医院通过一系列举措创造环境、举

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积极推动和激励一大批年轻人在科研

领域探索奉献。希望大家弘扬追求卓越、求真务实的精

神，重在参与、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本次比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2名、鼓

励奖5名。10位参赛选手根据抽签顺序依次出场进行个人

风采展示。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表现出色，评委的

点评精彩、细致，气氛热烈活跃。选手们分享了自己的

科研工作经历、体会、成果等，并进行了科研综合知识

问答。在场观众也从问答中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互动

频频，气氛热烈。整个比赛过程紧凑而轻松，所有人都

表示受益匪浅。

比赛结束后，刘玉兰副院长对选手们所取得的成

绩、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度赞扬选手们在决赛中

的优异表现，鼓励青年医生以他们为榜样，在做好临床

工作的同时积极关注科研、开展科研，并对青年科研工

作者和研究生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期望。

最后，刘玉兰副院长揭晓“第六届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学术新星（科研）”一、二、三等奖及鼓励奖，活动

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决赛获奖人员将在我院2014

年度科研年会中给予表彰。

（供稿：科研处 李媛  责编：李杨乐）

获奖名单

奖项 姓  名 科  室

一等奖 李  晶 消化内科

二等奖
孔 圆 血液科

孙晓麟 风湿免疫科

三等奖
李  春 风湿免疫科

王  凯 眼  科

鼓励奖

宋俊贤 心脏中心心内科

蔡晓凌 内分泌科

苏  琳 消化内科

曹  珊 消化内科

王志启 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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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青年人才风采  鼓励科学研究创新

李晶

1983年

生，医学博

士，消化内

科助理研究

员。主要从

事消化系统

孔圆

1974年

生，医学博

士。血液病

研究所副研

究员、曾在

日本从事研

孙晓麟

1 9 8 1年

生，理学博

士，风湿免

疫科副研究

员，硕士生

导师，主要

李春

1 9 8 2年

生，博士，风

湿免疫科主治

医师，担任

《Internati-

nal Journal

王凯

1980年

生，医学博

士，眼科副

主任医师、

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

宋俊贤

1981年

生，医学博

士，心内科

助 理 研 究

员，海峡两

岸医药卫生

蔡晓凌

1976年

生，医学博

士，内分泌

科副主任医

师。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

苏琳

1 9 7 9年

生，医学博

士，消化内

科 主 治 医

师，主要从

事脂肪肝、

曹珊

1981年

生，医学博

士，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主

治医师，主

王志启

1977年

生，医学博

士，妇产科副

主任医师、副

教授、硕士生

导师，北京

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委员兼学术

秘书。主要从事子宫内膜癌临

床和基础研究。主持2012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1项。发表论文59篇、SC I期刊

论文2篇，总影响因子4.455，最

高影响因子2.892。作为参与完

成人，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

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及

实验研究。主持2011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1项

（课题编号：81100262），教

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

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1项（课

题编号：20110001120095）。

2011-2013年在美国马里兰大

学访问学习期间共发表SCI期刊

论文4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发

表1篇，SC I论文最高影响因子

4.604。

肝纤维化、肝肠对话方面的

研究。主持201 1年度教育部

高 等 学 校 博 士 学 科 点 专 项

科研基金 1项（课题编号：

20110001120087）。以第一作

者发表中文文章6篇及英文文

章2篇，第二作者发表英文文

章1篇，SC I论文最高影响因子

1.077。参加2009年欧洲消化病

年会壁报交流，并获得1000欧元

青年旅行基金资助。参加2011年

澳洲肝病年会并进行了发言。

学分会青年委员、微血管病学组

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

高尿酸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糖

尿病分会青年委员。主要从事2

型糖尿病药物治疗学、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及糖尿病药物遗传学研

究。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进

行发言或壁报交流。以第一作者

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

SCI收录期刊论文十余篇。曾主

持或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交流协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

委员。主要从事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和心肌保护方面的研究。主

持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高等学

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

师基金1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1项等。发表论文10

篇，作为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

2篇，最高影响因子6.175。作为

第3完成人，获得2013年度中华

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主要从事眼视光学和白内障的临

床和科研工作。主持2013年度北

京市科技计划项目首都特色临

床医学应用发展项目1项。发表

SCI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1篇，

总影响因子17.08，最高影响因子

2.66。作为第9完成人，获得2013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

用新型专利3项。获2012年度北京

大学医学部发明专利奖。

of Rheumatology(IJRD)》及

《Clinical Rheumatology》

审稿人。主要从事自身免疫

病临床及发病机制研究。主

持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1项(课题编号：

81202297)，2010年度教育部高

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

金新教师基金1项（课题编号：

20100001120084）。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中英文论文11篇，SCI论

文最高影响因子4.30。

从事自身免疫病发病机制的研

究。担任多份SCI期刊审稿人。

主持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1项，2014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

2012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预

探索项目1项，2010、2014年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

金基础课题2项。作为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9篇，总影

响因子37.379，最高影响因子

9.270。

究工作2年。主要从事白血病干

细胞和骨髓微环境在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植入与复发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主持2009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1项、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2013年度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研究与发展基金1项。第一作

者发表SCI论文5篇，总影响因子

31.674，最高影响因子10.164。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5项，并在国

际会议进行口头报告。

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主持

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科学基金1项、2012年度教育部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

金新教师基金1项、2012年度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基础课题1项。发表论文18篇，

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发表6篇，

SCI论文最高影响因子12.003。

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多次

在国际国内会议上进行发言或壁

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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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研究的路特别偶然，但这一路的风景并不

全是轻松美丽的。研究需要大量阅读，刚开始接触

文献真是觉得云里雾里，导师说“要把文献当情书

看”——当你无限尊重和喜爱所研究的领域，慢慢

从头梳理知识的框架，形成自己内在的理解时，真

的是逐渐可以体会到读书和思考的乐趣。实验室工

科研小牛讲故事科研之路充满意外

说起让我最有感触的科研故事，我想起了历时5年，最

终被Leukemia杂志正式接受的letter。2012年我们将研究

工作投到Leukemia杂志时，审稿人提出了本研究的缺陷，

在黄晓军主任的启发下，我认真设计了动物实验，于2013

年再次将稿件投到Leukemia杂志，最终再次被拒稿。在黄

主任的支持下我按照审稿人的意见逐条补实验，3个月后

向杂志申诉，幸运之神终于降临，申诉成功最终以Letter形式在Leukemia杂志发表。

我从整个“投稿、无数次拒稿，重投，补实验，申诉，修稿，接受”过程中学到了很

多。我没有过人的天赋，我深知自己的每一份收获都与医院为我们提供的科研平台、

黄主任的悉心指导以及血研所团队的大力帮助密不可分，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2009年底，我们发现了当时公认的负向调

节免疫反应的Treg细胞可能表达IL-17A这种

致炎细胞因子，一旦被证实，可能具有重大的

创新意义。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带领课题组

一方面在请教了多位技术专家后，在数十次受

挫并改进后，终于建立了直观、可靠的检测方

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满足好奇心

在管理住院患者期间，我进行了关于中

国2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胰岛素剂量及相关影

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了我国糖尿病患者使用基

础胰岛素的剂量和比例均显著低于国外患者，

与指南的推荐剂量和比例也有一定的差距，

研究结果让临床医生重新思考胰岛素剂量的分

2004年来医院的我，连查文献的能力都没有，一篇简

单的个案报道写了一个星期，这一次的锻炼让我初步掌握

了写文章的基本要素及格式；2006年我写了一篇综述，这

一次的锻炼提高了我的总结归纳的能力；2008年我开始做

博士课题，需要查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并设计课题，在导

师刘玉兰老师的帮助下，我以4篇中文文章和1篇英文文章

科研“菜鸟”的展翅高飞

的成绩完成了博士课题。并获得了欧洲消化年会的青年旅行基金。博士毕业后，我

很荣幸的被派到了澳大利亚继续学习，我的科研技能和思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澳洲肝病年会上发言，并且发表文章。回国后，我依然坚持抽出时间做科研，并

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基金。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炎症性肠病的临床和基础

研究。从开始做实验时的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到开题以后文献的不断追踪，再到做实验遇到困难

时与大家一起交流，获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最后到

不断提高英文写作能力，我走过了一条艰辛却充满

惊喜的科研之路，并成功跨越了从实验到科研的距

跨越从实验到科研的距离

我想举个例子来说说我的纯临床研究。妇科恶性肿

瘤中，子宫内膜癌主要为淋巴转移，淋巴结切除在子宫内

膜癌的治疗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有学者提

出，早期患者应选择性地进行淋巴结切除，而国内尚没有

较好的研究报道。我们对我院患者进行系列临床研究，并

将研究结果投送国外期刊，审稿意见结论是“本文为单中

科研 源于临床 服务临床

第n次投稿被拒之后……

交流是科研的最佳土壤

很多人觉得科研很枯燥乏味，我却不这样认

为。我一向觉得，做科研的学者应当是幸福的，它满

足了作为学者的好奇心，而好奇心是发明创造的原动

力。在科研过程中的一些有创意的想法，经常会随着

思维的跳跃而展开，自然而然的形成专利技术。我发

明的远距离阅读装置，是在思考如何改善近距离工

作强度的过程中想出的；视网膜光学功能成像系统则是在思考如何利用光学原

理进行视网膜功能检测的过程中想出的；而视网膜前微电极阵列专利则是在研

究人工视觉手术植入方案时，手术植入困难的时候而提出的设计……科研不枯

燥，是充满趣味的，而驱使科研的原动力就在于对科学问题保持一颗好奇心。

心研究，虽样本量不大，但设计和写作很好”。我们提出了内膜癌不需常规切除淋巴

结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5条标准，该系列部分研究结果获得了中华医学论文奖妇科肿

瘤组第二名的好成绩。临床医生应该发挥自己的工作优势，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

并且去探索和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临床工作的不断前进。

作“自由和充满意外”，自由主要是时间上自己安排，意外在实验的每一步都

有可能出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中，努力学习解决问题、沟通学习和

寻求帮助，让我学会了很多科研和临床之外的东西。希望自己能在科研的曲径

上可以走远一些，不论是道路终点怎样，一路上的风景都是人生的财富。

法；另一方面，通过与临床同事们讨论合作，严格筛选临床样本，减少

了干扰。最终，我们成功地解决了关键的技术问题，确定了发现的真实

性，突破了当时该领域的一般认识。我相信，在开放积极的交流中，思

想碰撞产生的灵感火花是推动科研事业向前的不竭动力。

配比例，也引起人们关注现实治疗模式与临床指南和临床试验结果的差

距，从而引发指南制定者和临床医生的共同思考，调整临床用药模式。

临床小医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小医生终有一天会变身为大

医生，在科学探索中发现不可预知的未来。

离。从2006年第一次开始做实验，到2011-13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访问，

我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提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及教育部高校

博士点新教师基金各一项。发表第一作者SCI文章1篇。在科研的道路上，我坚

信放弃等于失败，坚持预示着最后的成功。

李 晶  消化内科

苏 琳  消化内科

王志启  妇 科

曹 珊  消化内科

蔡晓凌  内分泌科

王 凯  眼 科

孙晓麟  风湿免疫科

接触科研至今已有八年，期间我历经了入门、进步和

收获三个阶段：一、入门：最初接触科研的我采取“照葫

芦画瓢”的策略，克服各种困难，发表了职业生涯中第一

篇SCI文章。二、进步：博士期间的科研能力在我的导师陈

红教授的导航下得到不断提高，先后发表两篇SCI论文，并

且参与申请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三、收获：三

 “照葫芦画瓢”开启八年奋战

年前我从科研型博士研究生转变成了一名住院医师，并经过不断地努力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对于至今仍奋斗在临床一线的我来说，有价

值的科研应该是针对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在良师的指导下，打一场“持久战”，

最终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这正是科研的真正目的。

宋俊贤  心脏中心心内科

初到风湿免疫科，就被科里浓重的科研氛围所感

染，从此，我开始了“临床-科研之道路”。没有整块的

实验时间，每天下班、周末成了我主要工作时间，“泡实

验室”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实验做完了，文章写好了，

在实验室老师的帮助下，我总共修改了13遍，才投出去。

看到文章被修回的Emai l，我非常激动。以为改了一遍就

病房里的“科研心”

可以被接收的我，没想到改了第二遍、第三遍，终于文章被接收了。当时我想，即

使文章不被接收，我也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写SCI文

章的一些技巧，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很快就发表了。科研没有捷径，脚踏

实地，认真对待每一个实验是成功的关键。

李 春  风湿免疫科

在科学探索中发现不可预知的未来

孔 圆  血液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