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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招生宣讲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





学校设有20个专业学院，66个

本科专业，118个硕士点，71个博

士点和17个博士后流动站。

学校共有研究生13736人，其

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625人，硕

士研究生8017人，专业学位研究

生3586人，本科生14395人，留学

生318人。



教职工3800余人

➢ 高级职称人员1900余人,博导600余人

➢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28人 (含双聘)

➢ 千人计划”入选者38人

➢ “长江学者”重大成就奖、特聘教授、讲座教授34人

➢ 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7人

➢ 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4人

➢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8人

➢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4人

➢ 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人



2.生命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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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2010年）
一级学科博士点

生物学（2010年）

一级学科硕士点

生物技术（2009年）
本科专业

空间生物科学与技术（2008年） 国防特色学科

生物工程（2014年）工程硕士



特色研究平台——抗磁悬浮技术平台

学科实验平台建设

可用于模拟空间失重效应和进行磁科学研究的16T的超导磁体

（是世界领先，国内唯一的同类设备）



2012年6月18日下午，我国“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首次载

人交会对接过程中，中央电视台四小时大型直播节目《入驻天宫》

播出我院“抗磁悬浮技术”和“失重飞机实验”内容。



3.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92人，教师64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28人，
助理教授24人，在站博士后3人。





商 澎 教授、博导

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建院院长（2004-2014）；国防科工委空间生物实验模拟技术重
点实验室创室建室主任；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
国家级领军人才”。

研究室承担科研项目50余项，总经费4000余万元。
⚫空间站工程第一批舱内实（试）验项目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空间生命科实验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973计划课题
⚫国家863计划课题
⚫深圳市科创委计划项目 (重点项目)

杨鹏飞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任丽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呼延霆
助理教授

硕士生导师

吕欢欢
助理教授

苑曦宸
助理教授

团队成员：现有人员28人，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3名，助理教授3名，博士后2名，在

读博士生10名，在读硕士生12名。

李京宝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空间及特殊环境生命科学

骨骼健康与
骨代谢平衡

铁代谢与
骨骼健康

铁代谢与
肿瘤生物学

生物力学
与力生物学

强磁场生命科学与健康医疗

5
药物与

医仪研发

基于研究基础，研
发和转化用于预防
和治疗骨质疏松和
癌症的药物和医仪

空间及特殊环境对于
骨骼系统健康和代谢
调控方面的系统生物
学和医学基础研究

强磁场及磁场结合
铁磁性药物对于骨
肉瘤等肿瘤治疗的
生物医学基础研究

骨、关节及肌肉的力
学性能及其响应外界
力学环境的变化过程

和生物力学机制

空间及特殊环境在骨
骼系统铁代谢调控和
健康方面的系统生物
学和医学基础研究

研究方向：开展空间及特殊环境下骨骼系统健康的基础研究及转化应用研究，主要

包括空间及特殊环境下的骨骼系统健康科学研究、强磁场调控骨代谢与骨肿瘤的作

用机制研究、骨代谢性疾病防治的药物和器械研发和转化。

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
并重



✓ 项目首席科学家商澎教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

”空间生命科实验项目“空间微重力环境对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生物大分子研究团队

尹大川教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5年科学中国人

叶雅静副教授

张辰艳副教授

邓旭东副教授

1.蛋白质结构和功能
2.结晶方法学
3.生物医用材料



优秀毕业生

优秀学子

教育部学术新人奖：

国家奖学金：

其他荣誉：



骞爱荣 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 教授、博导。现任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副院长

⚫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发表论文70余篇，其

中SCI论文4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10余项；获陕西

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第九届陕西省青年科技奖、第二届西安青年

科技人才奖”等荣誉称号。

应邀担任Bioelectromagnetics杂志副主编；Semina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杂志客座编辑(Guest Editor)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钱学森创新委员会”委员

本研究室现有人员29人，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1名，讲师5名，在职博士后1名

，在读博士生14名，在读硕士生7名，是一支年轻进取、富有活力的科研团队。

骨代谢实验室



⚫ 骨生物力学：从分子、

细胞、整体动物以及人

体组织层次上，研究不

同力学条件对间充质干

细胞和成骨细胞分化，

承重骨骨形成以及骨骼

系统相关疾病的影响及

机制

⚫ 骨代谢疾病表观遗传学及

核酸药物：围绕骨质疏松、

骨肿瘤、骨关节炎等疾病，

研究表观遗传学变化；针对

骨代谢疾病，筛选核酸类或

小分子药物

⚫ 人机与环境工程：围绕

“特殊物理环境（电磁

辐射、噪音、振动、超

声）对特殊作业人员健

康影响”，从生物学效

应角度出发，研发针对

特殊物理环境防治药物



现有人员37名，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2人、高级实验师1人、讲师2人，研究生30人。







梅其炳 教授 牛银波 副教授 李晨睿 副教授 武祥龙 副教授

姓 名 现在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王海芳 陕西省人民医院中药实验室 医疗机构

刘广兴 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研究院所

牛银波 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 985高校

孔祥鹤 长安大学研究生院 211高校

王婷梅 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 在读博士

崔 猛 扬子江药业集团 企 业

潘亚磊 陕西中医药大学 国内高校

翟远坤 洛阳正骨医院/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博士后 医疗机构

范於菟 湖北宜昌市三峡大学 国内高校

王 娟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医疗机构

本课题组现有教授1名，副教授3名，博士后1名，在读硕士研究生5名

•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3项，博士

后特别资助及博士后基金4项，陕

西省自然基金5项，其他项目4项

• 发表论文30余篇（SCI索引20余篇

），其中ESI高被引论文1篇，（中

国高被引学者1人）

• 申请专利5项，授权专利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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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医学先进诊疗技术实验室
Laboratory of Advanced Nano-Biomedical Theranostic Technology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获得生物技术专业博士学位；
德国马克斯布朗克微结构物理、西班牙CIC纳米中心博士后；
2016年聘为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教授。

张连兵 教授

陕西省第九批青年百人计划入选人才；
欧洲材料研究学会Young Scientist Award；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招 生 方 向：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

招生学科背景：生物学、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化学、

生物工程、材料

主要研究方向：新型功能纳米材料生物医学应用

生物内源分子纳米修饰与仿生

微纳仿生电光效应

生物催化剂分子改造及构效关系分析

孙乐明 副教授 陈 耀 助理教授

吴淑琪 副教授 李爱朋 助理教授

课题组成员：



生物材料与药物技术研究室

⚫ 本研究室依托于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并与基础医学、药学、材料学等

一级学科交叉融合，重点发展与人体组织修复、疾病治疗相关的生物医学

材料和药物新技术。

⚫ 现有人员18名，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2人，博士4人、硕士7人。



生物材料与药物技术研究室-生物材料研究

氧化钛纳米管用于药物传递

仿生超疏水材料防污自清洁实验

海藻酸钠-聚乙烯醇复合涂层

掺银介孔二氧化硅 明胶纳米微球载体



德国Research to Market Challenge奖

中组部第十二批青年千人

西北工业大学翱翔学者

戚震辉 教授、博导

• 德国质谱协会（DGMS）会员

• 中德空间生物材料与技术转化联合实验室主任

• 西北工业大学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秘书长

•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千人专家组

中德联合实验室目前在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点招收研究生。

欢迎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加
入，特别欢迎具有生物医学、化学、物理、微电子、
计算机等跨学科背景的学子们。



中德联合实验室共建机构 Partners

• 由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院牵头，联合德国精英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德国Charité医科大学、德国联邦

材料研究和测试中心共同筹建；

• 西北工业大学生命学科标志性人才引进、创新研究的国际性平台;

• 围绕空间生物智造和信息感知研究方向；

• 中德第一个空间生物方向的联合实验室，也是我国中西部空间方向的第一个中德联合实验室。















仿生昆虫的计算、
设计与实现

✓ 昆虫仿生

神经系统疾病的
肠道微生物分析

生物信息学与仿生生物学

生物分子关联与
作用网络大数据
分析

✓ 宏基因组 ✓ 新药发现

肿瘤医学影像识别
分析

✓ 医学影像

欢迎有生物学背景的同学加盟！

亦欢迎有计算机、力学、机械背景的同学加盟！



➢ 在研项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蝗总科重要害虫章鱼胺受体序列和结构研究及杀虫剂

先导化合物的虚拟筛选”，主持：卢慧甍, 2015-2017. 24万元.

2. 国防XX课题,“基于仿生蝗虫XX关键技术研究”，主持：卢慧甍, 2017-2019. 100万元.

➢ 完成项目：
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1项，面上资助2项等。

➢ 科研获奖：
➢ 2017年,国防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施建宇（排名第5）

➢ 2014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卢慧甍（排名第5）

➢ 2011年,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卢慧甍（排名第2）

➢ 2010年,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施建宇（排名第1）

科研项目与获奖

研究生导师联系方式

卢慧甍 副教授

luhuimeng@nwpu.edu.cn

Tel: 177-9165-2095

施建宇 副教授

jianyushi@nwpu.edu.cn

Tel: 131-5204-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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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研究室围绕运动系统健康问题（如骨质疏松、骨关节炎、骨折不愈合、肿瘤骨转移、肌肉萎缩等），深入开

展器官损伤与修复、器官间相互作用及力-化学偶联调控机制、结构性能建模分析、纳米生物传感器/载药分子骨

肿瘤诊疗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室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博士后基金1项，中央高校基础科研3项等

。

骨、肌、软骨间相互作用和调控 纳米分子骨肿瘤诊疗

骨结构性能建模分析 去负荷骨折疏松机制 骨折愈合机制



研究团队

研究室在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在生物医学工程一级学科招

收博士研究生。现有教授1名，助理教授1名，博士生2名，硕士生6名。

研究团队

续惠云 教授

王东恩 讲师

博士研究生

李国斌（2016级）

赵德志（2017级）

硕士研究生

赵东东（2015级）

张澜 陈檬（2016级）

薛瞳 褚瑶 殷金花（2017级）



联系方式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西北工业大学教学西楼（710072）

联系电话： 029-88460543 

联 系 人：孙丽倩

电子邮箱：life@nwpu.edu.cn

西工大网址：http:www.nwpu.edu.cn

生命学院网址：http://shengming.nwp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