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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道、朋友们：

感染性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与生命的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类

疾病 , 感染性疾病的科学诊治与抗

感染药物的规范化应用已成为现代

医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热点问题 , 也关系到公众健康水平的提升。由中国医药

教育协会主办，IDSA（美国感染病学会）、ESCMID 协办，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承办的 IDSC 第八届学术会议 2022 年 7 月 7-9 日在线上召开。热烈

欢迎关注感染性疾病诊治的微生物、感染、感控、药学、血液、重症、呼吸

等相关领域的各位同道出席会议。

各位尊敬的专家、同道们，

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

委员会学术大会”将于 2022 年 7 月 7-9 日在线上召开。作为本

届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谨代表承办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及

大会组委会诚挚欢迎各位莅临本届会议。

两年多的新冠病毒疫情，让人类感受到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对人类危害的严重

性，但是从人类疾病的历史长河中看，这只是感染性疾病的一个小部分。病毒性肝炎、

艾滋病仍在威胁着人类健康和安全。各种耐药菌如 CRE、CRAB、MRSA 感染，医院

内感染、免疫功能受损宿主感染、真菌感染，是当下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

响人类健康，引起患者死亡更重要的原因，是感染病领域中真正的“灰犀牛”！病原

谱复杂、诊疗难度很大，更需要我们不断提升能力，改进方法，改善预后，造福人类。

值此之际，我想特别感谢过去几个月中，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医疗同道们，来沪支援

上海抗疫。他们以精湛医术和大爱仁心支援上海，上海会永远铭记。

春去夏至，万木葱茏，生机勃发，让我们一起预祝本届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执行主席：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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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席：刘又宁

大会主席：俞云松

执行主席：胡必杰 

 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 芸 陈佰义 陈德昌 陈良安 翟所迪 方向群 管向东 胡必杰 胡　豫 黄晓军 解立新 

赖国祥 李太生 李为民 刘代红 刘开彦 刘又宁 吕晓菊 吕　媛 马小军 马晓春 马迎民 

倪语星 邱海波 瞿介明 邵宗鸿 佘丹阳 施　毅 宋　青 王　辉 王明贵 王　睿 王天有 

吴安华 吴德沛 谢灿茂 徐英春 薛博仁 杨　帆 于凯江 俞云松 张　波 张湘燕 赵　明

周　新 朱利平 卓　超 宗志勇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　彬 曹　清 柴　栋 沈　宁 陈　迁 陈一强 陈　愉 陈璋璋 储云卓 崔俊昌 杜　斌 

杜小幸 范　红 高占成 高志强 巩　路 顾　兵 管希周 何忠杰 贺　蓓 胡付品 胡建达 

胡志东 黄英姿 贾晓军 姜　鹏 康　焰 黎檀实 黎毅敏 李德天 李国保 李金秀 李　艳 

梁志欣 廖　康 林志航 刘　刚 刘　进 刘启发 刘运喜 刘正印 刘　志 卢水华 陆思静 

路　娟 罗燕萍 马　军 马　琦 马筱玲 梅　丹 莫碧文 牟向东 庞　琳 邱振宇 任海霞 

任建安 邵　华 宋茂民 孙铁英 孙自敏 孙自镛 童朝晖 王　椿 王　瑾 王　雪 吴大玮 

吴文娟 夏培元 徐雪松 严　静 阎锡新 闫晨华 杨启文 杨　青 余秉祥 喻　华 袁　宏 

张健鹏 张劲农 张　菁 张民伟 张睢扬 张天托 张　伟 张西京 张　沂 张永青 张智洁 

赵　立 赵　明 赵荣生 赵铁梅 赵卫国 周发春 周飞虎 周　华 陈齐红 陈文森 陈轶坚

崔兰卿 翟　茜 高晓东 高晓宁 郭　强 郭　燕 何　超 李　丹 梁蓓蓓 林东昉 刘　斌 

刘春燕 罗益锋 倪文涛 皮博睿 孙　禾 孙文逵 孙于谦 王华芳 王　鹏 王韧涛 王晓辉 

吴小津 向天新 许红阳 杨　震 苑　鑫 张　弨 张　鑫 张　樱 郑旭婷 周昭彦

 大会秘书处： 

解立新 杜小幸 高晓东 乔　育

 1、会议时间

2022 年 7 月 7-9 日（周四 - 周六）

7 月 7 日全委会 

7 月 8-9 日全天会议 

 2、会议形式：

专题报告 病例讨论 壁报交流 书面交流 企业展示

 3、参会须知：

因 COVID-19 疫情防控需要，本次会议为网络

直播，会议期间注册代表线上参会，需登录会

议官网注册后，方可观看。 

 4、注册代表待遇

（1）大会资料包（电子汇编、会议手册）

（2）会后回放授权课件

（3）可进入所有会议区域

 5、发票领取

大会注册费收取单位 

账 户：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税 号：5110000050001103X3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 14 号院

    1 号楼 2419 室

电 话：010-5259225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太平桥支行

帐 号：0200020309014400971

请需要发票的代表网上注册时登记好开票信息

及邮寄地址，会务组将在会议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递出发票。

组织架构 会议信息

 6、参会专家须知

因 COVID-19 疫情防控需要，本次会议为线上

会议，参会专家登录云端 ZOOM 会议 

（1）您可在 7 月 6 日前从 zoom 官网下载软件

并安装，下载时，请务必根据您电脑系统选择

（win 或 mac）。 

zoom 会议下载网址详见下方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0V-dD51b5z3sNbFCMUHB0Q 

提取码：fddn

（2）直播所使用电脑必须有摄像头 ，直播中

尽量佩戴耳机； 

（3）请保持在良好的网络环境中，防止因网速

慢而造成的延迟、掉线等情况； 

（4）直播过程中，保持光源稳定背景光线不要

太强； 

 温馨提示： 

（1）请着正装全程出席学术任务； 

（2）如果会议中信号太差，导播可能终止您的

演讲或发言； 

（3）讲者、主持请提前 30 分钟进场，议题中

全程在线参与答疑、互动 ; 

（4）专题报告发言 XX 分钟讲课，请严格控制

时间；主持（点评）请严格控制讨论时间，保

证本节内容准时开始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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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8 星期五

主会场

2022-07-08 08:00-08:30

开幕式【大会报告】

主持：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时 间 题 目 致 辞

08:00-08:30 大会开幕式

黄正明 会长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邬惊雷 主任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樊 嘉 院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刘又宁 教授 IDSC 名誉主委  
俞云松 教授 IDSC 主任委员    
胡必杰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

2022-07-08 08:30-09:30

大会报告一 -session1【大会报告】

主持：薛博仁 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刘开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08:30-08:55 实践出真知一一我对 COVID 一 19 的一己之见 刘又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8:55-09:20 迎战奥密克戎：院感防控体系的关键环节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20-09:30 Q   &  A   

2022-07-08 09:30-10:30

大会报告一 -session2【大会报告】

主持：马迎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胡 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09:30-09:55 细胞治疗在病毒感染的应用 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55-10:20 血液病人感染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 吴德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3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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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8 10:30-12:00

大会报告一 -session3【大会报告】

主持：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李为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0:30-10:55 近年上市和即将上市的抗真菌新药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55-11:20 宏基因组技术在感染领域的应用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20-11:45 最新脓毒症指南与 IDSA 相关问题的讨论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5-12:00 Q   &  A   

2022-07-08 12:00-12:30

专题会：广东金城金素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2:00-12:30 专题会：广东金城金素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022-07-08 12:30-13:00

专题会：杰毅生物

主席 :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2:30-12:35 开场致辞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2:35-12:55 一检多得，以毅待劳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55-13:00 总结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会场 1

2022-07-08 13:00-13:30

专题会：浙江医药

主持：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30
无氟喹诺酮 - 奈诺沙星抗菌活性及流行病学
折点制定

胡付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22-07-08 13:30-15:00

微生物与病原诊断 -session1【微生物与病原诊断】

主持：倪语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胡建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吴文娟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病原诊断技术进展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3:55-14:20 药敏方法及折点新问题 王 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20-14:45 二代测序与诊断 刘启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45-15:00 Q  &  A   

2022-07-08 15:00-16:40

微生物与病原诊断 -session2【微生物与病原诊断】

主持：李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张天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徐晓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00-15:25
病原快速精准诊断助力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数字 PCR）

赵冬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5:25-15:50 肠道微生态研究进展 周宏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5:50-16:15 肺结核分子杆菌诊断技术进展 余方友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15-16:4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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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8 16:40-18:15

微生物与病原诊断 -session3【微生物与病原诊断】

主持：康 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 杨 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李 曦 浙江省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6:40-17:05 艰难梭菌感染诊断技术进展 金大智 杭州医学院

17:05-17:30
ROSE+NGS 是感染相关介入肺脏病学的
必由之路

冯 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7:30-17:55
中通量靶向检测技术 MeltArray 揭示感染的
病原学证据

李庆阁 厦门大学

17:55-18:10 Q  &  A   

18:10-18:15 总结   

会场 2

2022-07-08 13:00-13:30

专题会：予果生物

主持：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05 主席致辞   

13:05-13:15 结核临床痛点及诊疗思路 余方友 上海市肺科医院

13:15-13:25 TB-pro 产品介绍 夏 涵 予果生物

13:25-13:30 嘉宾寄语、产品上市会、总结   

2022-07-08 13:30-14:50

重症感染：热点与争议——聚焦 SSC2021 指南 session1【重症感染】

主持：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喻 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杨 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4:00 SSC2021 指南的形成 杜 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00-14:25 脓毒症筛查：qsoFA 昙花一现？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5-14:50 抗菌治疗启动时间：不是急不可耐 于凯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8 14:50-16:05

重症感染：热点与争议——聚焦 SSC2021 指南 session2【重症感染】

主持：张西京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严 静 浙江医院 周飞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4:50-15:15 液体复苏：when，how，what 康 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

15:15-15:40 Sepsis 预后改善：未来在哪 杨 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5:40-16:05 Sepsis 与凝血：剪不清理还乱？ 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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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8 16:20-17:10

重症感染：热点与争议——热点激辩 pro and con1【重症感染】

主持：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发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6:20-16:30 感染性休克复苏目标   

16:30-16:45 感染性休克复苏目标——血压！ 王洪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45-17:00 感染性休克复苏目标——血流！ 翟 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00-17:10
嘉宾讨论
严 静 浙江医院 张西京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杨 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022-07-08 17:10-18:00

重症感染：热点与争议——热点激辩 pro and con2【重症感染】

主持：黎毅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7:10-17:20 感染性休克：去甲肾上腺素   

17:20-17:30 去甲肾上腺素：only you ！ 杨向红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30-17:40 去甲肾上腺素：only you ？ 许红阳 无锡市人民医院

17:40-18:00
嘉宾讨论
周飞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欧阳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仁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会场 3

2022-07-08 13:00-13:30

专题会：武汉汇海

主持：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30 多黏菌素 B 的地位与合理应用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8 13:30-15:55

感染与免疫 session1【感染与免疫】

主持：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铁英 北京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免疫功能抑制患者肺部感染常见病原学及
影像学特征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13:55-14:20 血液病患者 EBV 感染 王 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20-14:45 免疫功能抑制患者的感染特点与诊治原则 佘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4:45-15:10
炎症指标监测在重症感染中的作用：免疫
缺陷宿主与免疫正常宿主间的差异

闫晨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10-15:35 靶向药物相关感染问题 王 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5-15:55 讨论   

2022-07-08 15:55-17:55

感染与免疫 session2【感染与免疫】

主持：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邵宗鸿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55-16:20 宿主免疫功能低下与肺部感染 高占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0-16:45 HSCT 后肺部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 徐雅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45-17:10
免疫功能抑制患者肺部重症感染的临床治疗
有关问题思考

范 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0-17:35 出血性膀胱炎：是否可以使用激素 孙于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7:35-17:5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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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4

2022-07-08 13:15-13:45

第六届“天之擎”中华抗感染论坛年会开幕式【感染综合】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15-13:45 第六届“天之擎”中华抗感染论坛年会开幕式

刘又宁 
俞云松 
瞿介明 
吴德沛 
陈德昌
王明贵
胡必杰 
马朋林
沈 宁
徐 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贵黔国际总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07-08 13:45-15:25

感染综合 - 韵筹帷幄【感染综合】

主持：刘又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陈德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45-14:10 多黏菌素 E 甲磺酸钠 PK/PD 解读 张 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10-14:35
耐药菌感染联合治疗的信心之选
——多黏菌素 E 甲磺酸钠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35-14:55 折翼的天使值得全力以赴 赖 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55-15:25

讨论
徐雅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王 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瞿洪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宫 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周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何 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2022-07-08 15:25-16:30

感染综合 - 前沿进展 -session1【感染综合】

主持：吕晓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吴德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25-15:50 侵袭性真菌病的再认识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15:50-16:15 细菌耐药推进病原学诊断的发展 倪语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15-16:30
讨论
张 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曾振国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蒋慧芳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李素玮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8 16:30-17:30

感染综合 - 前沿进展 -session2【感染综合】

主持：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6:30-17:05
被忽视的感染——艾滋、肝炎、流感、新冠
以外的病毒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05-17:20
讨论
查筑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杨文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向天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颜学兵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20-17:30 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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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5

2022-07-08 13:00-13:30

卫星会：金匙医学

主持：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30
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在细菌药敏表型
预测中的应用

饶冠华 北京金匙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022-07-08 13:30-15:30

专题：CRO 的治疗及预防进展【耐药菌诊治及临床药理】

主持：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黎毅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新的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在 CRO 治疗中的作用 黄海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55-14:20 新的四环素衍生物在 CRO 治疗中的作用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14:20-14:45 CRO 感染：多黏菌素等老药新用 杜小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45-15:10 CRE 集束化防控的要点及其作用 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10-15:30 嘉宾讨论   

2022-07-08 15:30-17:30

专题：耐药菌临床感染诊治进展【耐药菌诊治及临床药理】

主持：胡付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刘正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孙自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5:55 血液科细菌感染的特点及其防治 胡 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55-16:20 CRO 医院获得性肺炎的诊疗进展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45 CRO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临床特征及抗菌治疗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45-17:10 CRO 腹腔感染的特点及抗菌治疗 陈德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7:10-17:30 嘉宾讨论   

2022-07-08 19:00-21:00

多重耐药感染诊治高峰论坛【耐药菌诊治及临床药理】

主持 :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9:00-19:05 开幕词 刘又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9:05-19:35 硫酸黏菌素治疗药物监测与临床应用 张春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35-20:05
硫酸黏菌素治疗 ICU 重症感染患者的有效性和
药代动力学特点的前瞻性、多中心观察研究

邵换璋 河南省人民医院

20:05-20:35
注射用硫酸黏菌素治疗 CRO 感染的临床疗效及
肾毒性回顾性临床研究

陈敏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20:35-20:55
讨论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20:55-21:00 闭幕词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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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6

2022-07-08 13:30-15:25

噬菌体与耐药菌 -session1【噬菌体与耐药菌】

主持：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吴楠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噬菌体在耐药菌感染中的应用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3:55-14:20 噬菌体治疗临床实践 朱同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4:20-14:45
分枝杆菌噬菌体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特性、共性
及对噬菌体治疗的启示

谢建平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

14:45-15:10 噬菌体治疗分枝杆菌感染的进展 李 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10-15:25 Q & A   

2022-07-08 15:25-17:20

噬菌体与耐药菌 -session2【噬菌体与耐药菌】

主持：朱同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乐 率 陆军军医大学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25-15:50 噬菌体防控院内感染临床实践 吴楠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5:50-16:15 用噬菌体清除耐药基因促进治疗功效 童贻刚 北京化工大学

16:15-16:40 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噬菌体治疗 乐 率 陆军军医大学

16:40-17:05 噬菌体受体介导的细菌耐受机制研究 谭德猛 上海市公卫临床中心

17:05-17:20 Q & A   

2022-07-08 17:20-17:55

专题会：罗氏

主持：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7:20-17:50 PCT 在抗生素管理的临床及卫生经济学价值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17:50-17:55 总结   

会场 7

2022-07-08 13:00-13:30

优秀论文 -session1

主持：杨启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陈轶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10
新出现的一种罕见产黑脓色素并同时携带染色
体 OXA-23 和 NDM-1 的鲍曼不动杆菌

刘海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3:10-13:20
CRISPR/ Cas13a 助力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
菌（CRKP）检测

曹亚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3:20-13:30

Persistence of an epidemic cluster of Rhodotor-
ula mucilaginosa in multiple geographic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a 5-flucytosine 
resistant clone

黄晶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022-07-08 13:30-14:30

青委病例分享一【青年论坛】

主持：杨启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周建仓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推荐病例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3:50-14:00
讨论
翟 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顾 兵 广东省人民医院 孙于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00-14:20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推荐病例 李 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4:20-14:30
讨论
罗益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 禾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李 培 金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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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8 14:30-15:30

青委病例分享二【青年论坛】

主持：林东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皮博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4:30-14:5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推荐病例 周 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4:50-15:00
讨论
倪文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文逵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轶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00-15:20 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向天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0
讨论
苑 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杨 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张 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022-07-08 15:30-17:00

青委病例分享三【青年论坛】

主持：高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 苑 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5:50 解放军总医院推荐病例 梁志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5:50-16:00
讨论
许红阳 无锡市人民医院 张 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陈齐红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医院

16:00-16:20 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推荐病例 郭 强
苏州市独墅湖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独
墅湖医院）

16:20-16:30
讨论
郑旭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皮博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陈文森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7:00 总结   

会场 8

2022-07-08 13:00-13:30

专题会：奥赛康

主持：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30 雾化治疗 CO 肺部感染如何选择多黏菌素类药物 周 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8 13:30-15:30

器官移植的感染管理 -session1【器官移植】

主持：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马筱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郭 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35 主席致辞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3:35-14:00
肺移植供体与受体的感染评估与个体化抗感染
治疗（m-rose)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4:00-14:25 肺、肾移植患者术后的免疫学特点与量化评估 肖 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14:25-14:50 肺移植围手术期的感染防治 吴 波 无锡市人民医院

14:50-15:15 肝移植患者的特殊感染 孙丽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5:15-15:30 Q & A   

2022-07-08 15:30-17:15

器官移植的感染管理 -session2【器官移植】

主持：刘春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刘启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喻 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5:55
造血干细胞移植药物策略介绍及移植后
感染特点

刘代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5:55-16:20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血流感染 闫晨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0-16:45 造血干细胞移植 CMV 感染预防与管理 吴小津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5-17:10 病例分享 - 泊沙康唑围术期应用实例 刘鹏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17:10-17:15 总结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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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9 星期六

主会场

2022-07-09 07:00-08:00

大会报告二 -session4【大会报告】

主持：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07:00-07:30 SSC2021 指南：update
Jean-Louis 

Vincent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07:30-08:00
High-performance tools for targeted de-
tection of proteins and other biomarkers

Ulf Lande-
gren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2022-07-09 08:00-09:00

大会报告二 -session5【大会报告】

主持：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吕晓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08:00-08:25 感染性休克复苏：SSC 指南 VS 病理生理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08:25-08:50 呼吸微生态与肺部感染 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8:50-09:00 Q   &  A   

2022-07-09 09:00-10:00

大会报告二 -session6【大会报告】

主持：刘又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翻译：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09:00-09:25 耐药阳性菌诊治进展
Vance G. 

Fowler
-

09:25-09:50 耐药阴性菌诊治进展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09:50-10:00 Q   &  A   

2022-07-09 10:00-10:38

专题会：辉瑞 - 康威守护、共御真菌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0:00-10:05 专题会主席致辞
刘又宁
胡必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05-10:08 主席开场
徐英春
瞿介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08-10:28 侵袭性霉菌病的诊治及艾莎康唑的地位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8-10:38
讨论环节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22-07-09 10:38-12:00

专题会：辉瑞 - 精准诊疗，遏制耐药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0:38-10:40 主席开场
管向东
解立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40-11:00 从国内外指南更新看耐药菌诊疗进展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00-11:20 铜绿假单胞菌抗感染诊疗进展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1:20-11:40 从 PK/PD 优化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的应用 张睢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11:40-11:55
讨论环节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1:55-12:00 专题会主席总结

2022-07-09 12:00-12:30

专题会：金域医学

主持：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2:00-12:30 金域医学专题会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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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1

2022-07-09 13:30-14:30

思维训练营一【思维训练营】

主持：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4:30 辽宁中国医大一推荐病例 郑旭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9 14:30-15:30

思维训练营二【思维训练营】

主持：吕晓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4:30-15:30 四川华西医院推荐病例 曲俊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22-07-09 15:30-16:30

思维训练营三【思维训练营】

主持：杨 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6:30 上海华山医院推荐病例 徐 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22-07-09 16:30-17:30

思维训练营四【思维训练营】

主持：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6:30-17:20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推荐病例 曾振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7:20-17:30 点评 刘 漪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会场 2

2022-07-09 13:30-15:30

重症感染：去伪存真——重症肺炎诊断之我见【重症感染】

主持：吴健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顾 兵 广东省人民医院 张睢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微生物专家怎么取舍？ 廖 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55-14:20 影像专家怎么考量？ 冯仕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5 NGS 检验怎么研读？ 张 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45-15:10 临床专家如何判断？ 刘紫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0-15:30 嘉宾讨论   

2022-07-09 15:30-18:00

重症感染：横看成岭侧成峰——重症肺炎经验抗感染之我见【重症感染】

主持：黎毅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又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康 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5:55 急诊科专家的视角 周发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5-16:20 呼吸科专家的视角 童朝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20-16:45 血液内科专家的视角 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45-17:10 重症医学科专家的视角 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35 器官移植专家的视角 蔡常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5-17:55 嘉宾讨论   

17:55-18:00 总结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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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3

2022-07-09 13:00-13:30

专题会：住友

主持：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30 抗生素合理使用与科学管理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9 13:30-14:30

呼吸道感染热点问题 - 多耐药菌感染【呼吸道感染】

主持：高占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周 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ICU 医院获得性肺炎的治疗如何走出碳青
霉烯耐药的困境：新药物和新策略

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3:55-14:20
中国铜绿假单胞菌下呼吸道感染诊治专家
共识解读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14:20-14:30 讨论   

2022-07-09 14:30-15:30

呼吸道感染热点问题 - 病毒性肺炎【呼吸道感染】

主持：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谢灿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4:30-14:55
病毒性肺炎抗病毒治疗新进展：
困境和希望

瞿介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55-15:20
糖皮质激素在重症病毒性肺炎救治中的
应用：时机、剂量、疗程和争议

贺 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20-15:30 讨论   

2022-07-09 15:30-16:00

专题会：辉瑞

主持：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6:00
Covid-19 临床治疗需求及药物相互
作用管理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2022-07-09 16:00-17:30

呼吸道感染热点问题 - 病原学和影像诊断【呼吸道感染】

主持：佘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张 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张湘燕 贵州省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6:00-16:25
mNGS 在肺部感染病原学诊断中的应用：
重视送检标本类型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王 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5-16:50
肺部感染 mNGS 检测结果解读中的困难
和出路：从乱花迷眼到沙里淘金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0-17:15
免疫缺陷宿主肺部感染性病变与非感染
性病变的影像鉴别

梁志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15-17:30 讨论   

2022-07-09 17:30-18:30

呼吸道感染热点问题 - 肺真菌病【呼吸道感染】

主持：贺 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7:30-17:55
呼吸道病毒感染相关的侵袭性肺曲霉病：
从流感到 COVID-19

方向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17:55-18:20 肺毛霉病诊治理念和策略的新变化 佘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8:20-18:3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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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业鸣谢

会场 4

2022-07-09 13:10-13:20

主席致辞【感染综合】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10 主席致辞

马迎民
马晓春
卓 超 
刘启发
倪语星
李颖川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22-07-09 13:20-14:20

感染综合 session1【感染综合】

主持 : 马迎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倪语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20-13:45 多黏菌素类药物国内外指南依据解读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5-14:10 重症肺炎与免疫紊乱 - 如何量化评估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4:10-14:20 讨论   

2022-07-09 14:20-15:20

感染综合 session2【感染综合】

主持：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启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4:20-14:45 PK&amp;PD 与碳青酶烯合理应用 肖永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4:45-15:10 血液病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治疗的新选择 冯四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15:10-15:20 讨论   

2022-07-09 15:20-16:20

感染综合 session3【感染综合】

主持：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颖川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20-15:45 多黏菌素药敏检测方法 胡付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45-16:10 真菌快速诊断 潘 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10-16:20 讨论   

2022-07-09 16:20-17:30

感染综合 session4【感染综合】

主持：杜小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王 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6:20-16:35 颅内感染伴脑积水的治疗 冯东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

16:35-16:50
讨论
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郑以山 南京市第二医院

韩 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彭 民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50-17:05 真菌感染病例 陆宏宾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

( 上海瑞金医院无锡分院 )

17:05-17:20
讨论
陈轶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淦 鑫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 焱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谭 竞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17:20-17:30 大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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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5  

2022-07-09 13:00-13:30

卫星会：云顶

主持：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00-13:30 CRO 治疗的新三剑客 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2022-07-09 13:30-15:30

专题：抗菌新药研发新思路新进展【耐药菌诊治及临床药理】

主持：杜小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杨 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严 静 浙江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进口注册新抗菌药在中国人群 PK 特点与
桥接试验

张 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55-14:20 抗菌纳米技术与新药研发最新进展 李莉莉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4:20-14:45 恶唑烷酮类药物构效关系与临床应用 王 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4:45-15:10 多粘菌素类雾化吸入安全有效性综合评价 李 健
Laboratory of Antimicrobial Systems 
Pharmacology Biomedicine Discovery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

15:10-15:30 嘉宾讨论   

2022-07-09 15:30-17:30

专题：抗菌药物 TDM 临床实践【耐药菌诊治及临床药理】

主持：梅 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吴大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邵 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5:55
提高万古霉素 TDM 的临床应用价值，
我们还能做什么？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55-16:20 脓毒症患者抗菌药 TDM 必要性和经验分享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20-16:45 抗真菌药 TDM 的临床价值 蔡 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45-17:10 儿童患者的 TDM 实践 闫钢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7:10-17:30 嘉宾讨论   

2022-07-09 17:30-18:10

专题会：探因医学 -session1

主持：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7:30-17:32 大会致辞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32-17:35 《专家共识》编写背景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35-17:55 《专家共识》解读汇报 金文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55-18:10

《专家共识》点评讨论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马筱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吕晓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建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2-07-09 18:10-18:30

专题会：探因医学 -session2

主持：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8:10-18:20 呼吸系统疾病病例分享 卞 涛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18:20-18:25
病例点评
叶 枫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 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8:25-18:27 《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编辑发言 黄建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8:27-18:30 《专家共识》全国城市巡讲启动视频   

18:30 总结
胡必杰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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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 6 

2022-07-09 13:30-15:30

真菌 -session1【真菌】

主持：温 海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35 开幕 - 大会主席致辞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35-14:05 耳念珠实验室检测 -- 几家欢喜几家愁 王 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05-14:35 真菌感染之精准诊断 薛博仁 台湾大学医院

14:35-15:05 重要环境来源病原真菌感染与进化 王琳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5:05-15:30
讨论环节
王 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薛博仁 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王琳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2022-07-09 15:30-17:30

真菌 -session2【真菌】

主持：刘亚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杨 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廖 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0-16:00 真菌感染未被满足的需求 冯四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16:00-16:30 皮肤真菌病 李若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30-17:00 侵袭性真菌病的实践与思考 朱利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00-17:30
讨论环节
吴德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若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朱利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会场 7

2022-07-09 12:30-13:30

优秀论文 -session2

主持：杜小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薛 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2:30-12:40

The novel fosfomycin resistance gene fosY 
is present on a genomic island in CC1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
reus

陈伊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2:40-12:50

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
ing for the Diagnosis of 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 in Critically pediatric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陈恒欣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50-13:00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to ceftazi-
dime-avibactam in KPC-90-producing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吴文昊 浙江省人民医院

13:00-13:10
Emergence of colistin-resistant hyperviru-
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oR-HvKp) in 
China

刘晓妤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3:10-13:20
The Distribution and Source of MRDOs In-
fec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 8 ICUs, 
2013–2019

李占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13:20-13:30

Effectiveness of Anti-infective Monother-
apy and Combined Therapy to Patients 
with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fection

陈佳龙 福建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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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9 13:30-15:35

典型病例 MDT 一【青年论坛】

主持：胡付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杨启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周 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周飞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55 前沿速递 - 肠道微生物组相关 周宏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3:55-14:20 前沿速递 - 临床细菌耐药与感染 田国宝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14:20-14:45
前沿速递 - 从病原基因组测序及网络化监
测中挖掘传染病预警信号

阚 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45-15:10 前沿速递 - 新发突发病原体相关 任丽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15:10-15:35 嘉宾讨论   

2022-07-09 15:35-18:00

典型病例 MDT 二【青年论坛】

主持：王华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何 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 李 曦 浙江省人民医院

   刘紫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5:35-16:00
mNGS 技术在疑似感染的肺部肿瘤性
疾病诊断中的价值

周 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6:00-16:25
抽丝剥茧—重症免疫抑制感染患者致病
原诊断思路

倪文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5-16:50
抗生素的雾化吸入：另辟蹊径？
 Or 锦上添花？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6:50-17:15 多重耐药菌的感染传播防控策略 杨启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15-17:40 “发热待查”—来自临床的经验与困惑 梁志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7:40-18:00 嘉宾讨论   

会场 8

2022-07-09 13:30-14:30

优秀论文 -session3

主持：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孙文逵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3:30-13:40

The synergistic activity of tigecycline-based 
combinations against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aus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s

张 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3:40-13:50
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碳青霉烯耐药肺炎
克雷伯菌感染患者药学评估：多粘菌素 B 
vs.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

屈 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3:50-14:00 Terlipressin improved gut-vascular-barrier 
damage in early sepsis mice 常泽楠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4:10
Effect of Direct Bilirubin Level on Clinical 
Outcome and Prognoses in Severely/Criti-
cally Ill Patients With COVID-19

陈文森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10-14:20
Clinical outcomes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quence type 11 Kleb-
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

杨 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20-14:30

Diagnostic Value of Bronchoalveolar La-
vage Fluid 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 in Non-HIV  Immunosup-
pressed Patients

孙 禾 上海市东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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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Louis Vincent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布鲁塞尔自由自由大学重症监护病房、布鲁塞尔伊拉斯梅大学医院重症监护室教授。比利时布鲁塞尔

自由大学重症监护医学教授，比利时布鲁塞尔伊拉斯梅大学医院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医生。世界危

重病医学会联盟（WFSICCM），欧洲危重病医学会（ESICM），欧洲休克学会（ESS），国际脓毒症论坛

（ISF）前主席。比利时皇家医学院成员。

Professor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and intensivist in the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at Erasme University Hospital in Brussels, Belgium.Past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Intensive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FSICCM),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Intensive Care Medicine (ESICM), the European Shock Society (ESS), the International 
Sepsis Forum (ISF). Member of the Belgian Royal Academy of Medicine.

Ulf Landegren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乌普萨拉大学高级教授、医学讲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日本东京大学工程学院院士；乌普萨拉大学学

术委员会前副主席。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欧洲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EASAC），Olink蛋白质组学

委员会，瑞典环境研究基金会MISTRA董事会等成员。

Vance G. Fowler
  
Dr. Fowler is Florence McAlist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Medicine and Professor of Molecular 
Genetics and Microbiology in the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Duke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other drug resistant bacteria has led to over two decades of continuous 
NIH funding as PI. He is the Founding Contact PI of the Antibacterial Resistance Leadership Group 
(ARLG), a grant with a total value of over $160 million to design and execute clinical research in 
antibacterial resistance. Under Dr Fowler’s leadership, the ARLG went from creation in 2013 to over 
40 studies involving >21,000 patients from >130 sites in 12 countries producing >120 publications 
and 2 FDA approvals. He created the S. aureus Bacteremia Group, co-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Endocarditis, and was lead author on the Phase 3 trial that led to the FDA indication 
of daptomycin for MRSA bacteremia. He received the Clin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 Award for 
publishing one of the top ten clinical research papers in the US in 2012, and th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entoring Award from Duke School of Medicine in 2018. He has over 330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s with over 31,000 citations.

专家简介2022-07-09 14:30-15:30

优秀论文 -session4

主持：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蔡 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14:30-14:40
支气管扩张症合并诺卡菌感染：类 Lady 
Windermere 综合征

牟向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4:40-14:50
鹦鹉热衣原体相关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患
者临床特征分析

吴 蕾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京医院）

14:50-15:00

The relationship of oropharyngeal coloniza-
tion microorganisms to clinical outcomes 
within 100 days after allogeneic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魏西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0
细胞内外 EBV DNA 的动态监测在协同评
估 allo-HSCT 后免疫特征和预后上的临床
应用：一项联合回顾性 - 前瞻性队列研究

周 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15:10-15:20
江苏省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感染性疾病科
建设管理现状调查分析

杨 悦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0

Activity of KBP-7072, a Novel Aminometh-
ylcycline Antibacterial, and Comparators 
Against 1,057 Bacterial Pathogens Col-
lected Worldwide During 2019

李 丽 山东亨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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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 涛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江苏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

呼吸医师分会肺功能与临床呼吸生理学组组长，江苏省预防医学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

学会呼吸病分会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感染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江

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支气管哮喘学组委员，无锡市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国立心肺研究所访问学者。

蔡常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任。

社会兼职：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学会生命支持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

学分会终末期肝病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菌防治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肠

内与肠外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肝病学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病理生理学

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重症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肠内与肠外营养杂志》编

委，《器官移植杂志》编委。

查筑红  

常泽楠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研究生 

研究方向：脓毒症肠道屏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三级教授。现任贵州省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主

任；中国医师学会医院感染学分会全国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专家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贵阳市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援鄂医疗队指挥部武汉工作组成

员，贵州援沪医疗队指挥部感控组组长。

陈佰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导。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辽宁省感染性疾病医疗中心，国家卫计

委细菌真菌感染诊治培训基地。

感染与感控领域学术任职：全球华人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症学会（GCACMID）理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IDSC）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真菌病专业委员会（FDSC）常委，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兼细菌真菌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微

生物与免疫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副组长，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抗菌药物专业组委员。

1985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先后从事内科呼吸病学、感染病学以及医院感染控制的医教

研工作。擅长不明原因发热(FUO)病因诊断、各器官系统难治及复杂细菌真菌感染、各器官系统耐药菌

感染以及免疫缺陷人群特殊病原体导致的机会性感染；对合理应用抗生素有一定造诣。主持完成国家

自然基金等9项科研课题；研究兴趣包括感染病发病机制、耐药菌诊治与防控；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124篇；主编《间质性肺疾病学》(2001)、副主编《临床微生物学检验》(2015)和《肺部疑难疾病病

例析评》(2017)。获得荣誉包括全国卫生系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辽宁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沈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知识分子，获“五四”奖章、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获评“辽宁名医”(2017)。

陈德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病理生理学

会危重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危重病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化疗专科分会

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理事。

蔡 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药物临床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

担任中国药学会药物评价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委会常委、北京药理学会抗

感染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等杂志编委。北京市科

技新星，军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扶持对象”。

承担国家自然基金4项，北京市自然基金2项，北京市科技新星课题1项，国家教育部课题1项。主要研

究方向为创新药物I期临床研究、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及临床药理学。作为新药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能

够高质量设计、组织、实施新药的I期临床试验，承担参与多项安全性、药代、BE以及PK/PD研究评价

工作。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中国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发表SCI收录文章40余篇，总影响因子160分。

曹亚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实践经历： 

2019.06-2020.03，河南省肿瘤医院（省三甲医院）检验科实习 

主要科室：生化室，免疫室，细菌室，体液室，血常规，血库，中心试验室和血液细胞室。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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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欣   陈敏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支部副书记，浙江省医

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浙江长三角健康科技研究院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康

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发明协会康复医学专委会委员，浙江省医疗数据产业研究

会重症医学研究分会委员，中国重症血液净化协作组重症血液净化质控学组委员，CCUSG浙江工作

组委员。

陈齐红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扬州大学附属江都人民医院/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江苏省青年医学人才；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五期培养对象，扬州市医学重点人才。

IDSC全国青年委员，江苏省重症医学会循环学组委员。

长期从事感染性休克集束治疗的临床研究，近年来开展了干细胞治疗ARDS的基础研究。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江苏省社会发展重点项目一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20篇。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杂志特邀审稿专家。曾获得第三届全国重症医学青年医

师研究奖、国家奖学金、江苏省新技术引进奖和扬州市科技奖。

陈文森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管理处副处长。 

长期从事传染病疾病控制，感染防控工作及临床研究；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传染病标准专业委员会第八

届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感染控制与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或承担科技部重点项目子项目等5项课题，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及核心期刊论文40篇。主编和

主译论著5部，副主编1部。专利2项。

2014年受国家卫健委委派为江苏首批赴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医务人员，2015年江苏省卫健委

“援塞抗疫先进个人”。2016年获得Travel grant全额资助访问美国CDC并当选美国医疗与保健流行

病学协会（SHEA）“国际大使”。2020年-2022年作为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参加湖北

武汉、新疆乌鲁木齐、山东济南潍坊青岛、河北石家庄、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市、江苏省南京扬州

南通泰州连云港市和陕西西安、吉林省吉林市等多地新冠肺炎感染防控及督导。2020年被三部委联合

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江苏省人社厅“记大功”及江苏团省委和省青

联表彰“江苏青年五四奖章”。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检验技师。

主要从事分子诊断与微生物相关研究和临床检验工作，在感染性疾病、遗传疾病和个体化治疗的分子

诊断与微生物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

陈 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间质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呼吸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全国委员，国家呼吸内科专业质

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全国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国残疾人协会肺康复委员会

常委，中国戒烟联盟理事，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分会

副主任委员，肿瘤靶向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肺癌防治联盟黑龙江省分联盟哈医大二院肺结节诊

治中心副主任委员。

陈佳龙  
福建省立医院

学习工作经历：

2012年-2020年入读福建医科大学“5+3一体化”临床医学专业 

2020-2021年就职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1.09-至今 攻读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全日制博士学位 

科研经历：主要研究方向为肺部感染，发表多篇SCI及CSCD论著

陈良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全军呼吸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副会

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委，全军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分会候任主委，中

华医学会呼吸分会肺癌学组组长。

陈伊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教育经历：

2010.9-2013.6 浙江省宁海中学

2013.9-2018.6 浙江大学临床医学

2018.9-至今 浙江大学-传染病学直接攻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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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及秘书，浙江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

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委员，浙

江省数理学会感染病分会委员。

学术成就：已发表SCI及一级刊物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二项，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

及主参多项国家自然基金及部厅级项目。

范 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MD. & PhD.（日本国立癌症研究所1998-2003），进修与短访：美国梅奥Mayo Clinic，香港中文大

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科研主任。

中国成人肺部感染CAP、HAP/VAP等多部指南共识的核心修订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呼吸系

感染工作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药学会第三届药物临床评价研

究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委员，四川省女医师协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

医学会呼吸分会委员，感染管理质控分会首届委员会感染诊治与合理用药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委，中

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委员血源与呼吸感控学组副组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肺康复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与结核学组组长，成都市

医学会呼吸专委会常委，美国胸科学会ATS会员。

亚专业：肺部疑难重症感染与气道疾病、炎症与肿瘤、肺损伤与纤维化修复干预机制。

方向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呼吸及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主要从事肺部感染性疾病及老年呼吸病学的基础及临床研究。以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973课题等省部

级以上课题7项，以主要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5项，主编出版专著4部。

主要学术任职包括：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老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感染性疾病专业委员会（IDSC）常务委员，全军呼吸专业学会委员兼感染学组副组

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慢阻肺学组委员，中国结核综合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评审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杂志审稿专家。

冯 靖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呼吸科博士后工作站

负责人；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DUMC）呼吸、变态反应和重症监护科博士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环境与人类健康科学中心（NIEHS）博士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SUMC）访问学者；

兼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环境与人类健康科学中心（NIH/NIEHS）项目科学家/客座教授；“131”人

才第一层次；“131”创新团队负责人。

翟 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重症分会常委，中国女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

会围术期管理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

大数据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标准委员会委员，中国重症血液净化协作组重症血液净化质控学组委员，

山东省继续医药教育协会重症循环专委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院感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

协会心脏外科医师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重症感染医师

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母胎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翟所迪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药物评价中心主任，北京市药学质控中心

主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药房装备与信息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药学会副理事长，《药物流行病杂

志》、《临床药物治疗杂志》共同主编，《药物不良反应》杂志、《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药房》杂

志副主编。

研究方向：药物评价。

杜 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会长

（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轶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临床应用室副主任。中华医学会

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工作秘书、青年学组副组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上海

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瑞典Karolinska（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访问学者。

专长于各种细菌性和真菌性疾病的诊治，及发热待查的诊断_x000B_熟悉各种抗感染药物的I~IV期

新药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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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青年荣誉会员，中华放射学会腹部学组委员，广东省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委会青年俱乐部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影像诊断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医师分会青年委员，珠江科技新星。

淦 鑫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ICU主任，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西省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江西省百千万人才，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危重症医学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公卫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慢阻肺联盟委员，江西省整合学会呼吸分会主任委员，江西省呼

吸危重症联盟主任委员，江西省整合学会肿瘤免疫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整合学会分子靶向治

疗分会常委。

冯四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天津市首届名医，天津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1999.7-2001.7在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副主任，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抗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委员，中国

抗癌协会肿瘤血液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血液病学分会移植感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血液病学分会常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白血病联盟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细胞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病精准诊疗专业委

员会常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液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临床血液学

杂志、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杂志、内科急危重症杂志、淋巴瘤&白血病杂志编委。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及SCI论文150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

高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院感防控组专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感染预防和

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第四届常委兼秘书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感

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常委、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控制分会常委、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技术与应用专

委会常委、中国卫生监督协会团体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卫生监督所政风监督员、

上海市预防医学会消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院协会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秘书。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疾病监测杂志编委、湘雅医学期刊社中青年编

委。上海国际感染控制论坛（SIFIC）创始人。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先后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委派赴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通化、长春、

张家界、厦门、大连、西安、安阳等地参加新冠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2018年美国医疗保健流行病学学会国际大使荣誉（SHEA 2018 International Ambassador），2020年

获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2020年上海医学科技三等奖（第二完成人），2020年度上海市质量

金奖。

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先后发表50余篇论著；2项实用新型专利；主编了10本，

副主编2本专著并参编多部。

冯东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神经外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创伤医学研究所所长助理，上海医学会创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创伤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华医学科技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以色列科学基金（ISF）评审专家，意大利S.G.Bosco医院神经外科、以色

列Rambam医学中心创伤外科、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修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

SCI收录30篇），获得5项授权专利。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1项、局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累计科研经

费1000万元。获得上海医学科技奖1项，指导研究生获得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2篇、“挑战杯”科技竞

赛全国二等奖1项。

（按姓氏拼音排序）

高占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北京市基因组与精准医学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中

文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医学院讲座教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经历2003年北京SARS、2004年北京SARS、2003年以来中国历次突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公共卫

生事件。承担着多项科技部、卫健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

学研究”等临床及基础研究课题。于2006年和2016年分别为863首席和精准医学项目主持承担相应

课题研究。主编著作26部，主译著作2部，发表SCI论文130余篇，中文论文200余篇。

宫 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上海医学会危重病

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委会委员，中

国医学救援协会重症神经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中国欧美同学会神经肿

瘤学会副会长，上海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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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兵   
广东省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美国普渡大学及UCLA访问学者，省“科教强卫”医学重点人才、“333工程”人才、“六大人才高峰”

人才、“六个一工程”高层次卫生人才。现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国家人间传染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审专家、AME学术沙龙总负责人。J Lab Precis 

Med执行主编，SCI期刊Ann Transl Med和J Thorac Dis编委。

主要从事重大传染病快速检测新技术与耐药菌感染防控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省部级课

题8项；参与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1项。以第一或通迅作者发表论文159篇，其中在Emerg Infect 

Dis、Gut Microbes、PLoS Pathog、Emerg Microbes Infect、J Antimicrob Chemothe、J Clin 

Microbiol等本领域权威期刊发表SCI论文92篇，其中JCR1区论文34篇，5分以上23篇，H-index为

23，被引频次总计1300多次；编写学术专著与教材36部，其中主编及副主编18部；获授权专利5项；

获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省医学科技奖三等奖1项、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6项。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附一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长江学者。

社会（学会）兼职包括：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美国重症学院（FCCM）院士，广东省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重症医学）主任，广东省卫健委重症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国家卫计委重症医学

医疗质量控制评价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港澳台事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IDSC）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

学分会外科感染与重症医学学组副组长，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

常务理事，广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专业 杂 志 编委：《Cr i t i ca lCare》中文 版 主 编，《Cr i t i ca lCareMedic ine》中文 版副主 编，

《AnnalsofSurgery》中文版编委，《中华重症医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内科杂志》编委，《中国危重病

与急救医学杂志》常务编委，《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编委，《中华胰腺病杂志》等十余国家级杂志编委。

郭 强   
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苏州大学医学中心）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学术型博导。苏州大学重症医学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附属独墅湖医院
(苏州大学医学中心）副院长。苏州市医学会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治分会主任委员。国家人才计划 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岗教授，江苏省333人才 六大人才高峰，江苏省医学重点人才，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国家支援武汉苏州二队队长，姑苏卫生重点人才，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卫
生人次特聘A类人才。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危重症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分
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危重症学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
学会流感防控分会委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呼吸和危重病医学中心博士后，美国哈佛大学呼
吸和危重病医学中心、德国明斯特大学重症医学中心短期研修，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分会委员，江苏省
中西医学会重症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器官功能支持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苏州市医药
系统“十大杰出青年”，苏州市“十佳党员之星”。

何 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医学博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临床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委员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委员。

2011年至今，在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从事医教研工作，兼职科室管理助理；期间赴美国MAYO CLINIC梅

奥医学中心访问学习一年。研究方向：感染性疾病的实验室诊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重点项目各1项，参研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0余篇。

韩 林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一区副主任，三区主任；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教学主任；广西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广西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广西医师

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2021年“全国白求恩式好大夫”荣誉称号。

何 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瑞金医院（北部院区）临床药学负责人，重症医学/感染临床药师。

学术兼职：上海市医师协会合理用药专委会抗微生物药物工作组副组长，上海市医院协会临床药事管

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上海市嘉定区医学会药学专科分会委员。 

在抗感染用药上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目前主要从事药事管理和抗感染药物研究。以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在SCI和核心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

贺 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呼吸病学系主

任，北京大学医学技术研究院呼吸医学技术学带头人，北京大学医学部-密西根联合学院肺部研究中

方负责人。中华医学会专家会员，中国科协呼吸科学首席传播专家，FCCP,APSR荣誉会员，兼任中华

医学会第9届呼吸病分会全国感染学组顾问，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慢性气道疾病、真菌专业委员会

常委、委员，北京药理学会抗感染学组副主任委员，北京医药教育学会呼吸病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女

医师协会呼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等。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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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付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 

国家卫健委抗生素临床药理重点实验室 

中国抗感染化疗杂志社

胡建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

福建医科大学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届常委，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

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抗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委会副主委，海

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液病专委会副主委，CSCO中国抗白血病联盟副主委，CSCO中国抗淋巴

瘤联盟常委，中国慢性髓性白血病联盟（CML）专家组成员，福建省医师协会血液内科医师分会会长。

担任“中华血液学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白血病淋巴瘤杂志”等编委。

胡 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骨髓移植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学术方向：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治疗体系优化临床研究，难治性白血病耐药机制和靶向逆转研究，

GVHD免疫耐受诱导临床和基础研究等。

学术任职：美国血液学会正式会员，欧洲骨髓移植协作组（EBMT）国际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上

海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上海移植免疫学会副主任委员。

胡 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血液病学研究所

所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获得者，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获得者，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获得者。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候任主委（血栓与止血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医师

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实验血液学会副主委，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教育委

员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血液病分会主委，中华血液学杂志/临床血液学杂志副主编， Thrombosis 

Research/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副主编。

黄海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

卫健委抗生素临床药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委会青年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科分会委员

上海市药学会药物治疗委员会委员

黄建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国家卫健委疟疾诊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分会寄生虫病诊治学组组长，中国血液净化治

疗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防控分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分会主委，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

2019年建国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2019国之“健康卫士”；2015“最美浙江人”获得者；全国先进个

人及优秀医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黄晶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博士。

(1)学习经历：① 2017/09-2022/07，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导师：徐

英春教授；② 2012/09-2017/07，大连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医学学士。

(2)参加课题：执行并结题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1项、科研合作课题2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协和青年基金等课题3项。

(3)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著3篇（单篇最高7.163分），中文核心论文5篇；连续四年

在欧洲临床微生物学和感染性疾病大会（ECCMID）和美国微生物年会（ASM）上展示壁报。 

(4)获得奖励：欧洲临床微生物和感染病学会药敏委员会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ChiCAST）

优秀贡献个人奖，北京协和医学院优秀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医学参考报微生物与感染专刊》优

秀责任编辑，《医学参考报检验医学频道》优秀青年编辑，2017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

2013至2014学年度国家奖学金。

（按姓氏拼音排序）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新冠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新冠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市新冠病毒

肺炎院感防控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国家卫健委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健委医院感染管理专业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卫健委第六届和第七届医院感染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细菌真菌感染

诊治培训基地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学分会第三/四届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

耐药防治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中国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痨协会标准化专业分会常委，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主任，上海市医院协会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

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兼肺部感染研究室主任，《中华临床感染学杂志》副主编，《中华医院感染学杂

志》副主编，《中国感染控制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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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杰青”、“长

江学者”；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国

自然基金委创新群体、教育部、科技部创新团队负责人。主要社会兼职：Asia Pacific Hematology 

Consortium（亚太血液联盟）委员会主任 ，国际白血病比较研究组织（IACRLR）全球委员会委员，

第四、五届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实验血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九届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

Brit J  Hematol，J Hematol & Oncol，Ann  Hematol,  Chin Med J等核心期刊副主编,第九届中华

血液学杂志总主编。主要成绩：率领团队针对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世界性难题——供者来源匮乏问

题，创建成熟完善的单倍型移植技术——“北京方案”，突破移植的国际困境，引领骨髓移植进入”人人

有供者”的人类医学新时期。

黄英姿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江苏省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副主任委

员，江苏省中西结合学会急诊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院管理学会医院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南京医学会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

蒋慧芳

黄正明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终身荣誉会长 

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 

北京卫健基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药理学专家、教授、博生生导师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血液科科主任，硕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医学学会血液分会理事，世界中医学会联合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医

师协会临床肿瘤血液淋巴瘤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血液分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中西医结合血液

分会常委，浙江省医师学会血液分会常务委员，浙江省中医学会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血液分会委员，

杭州市医学鉴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卫生专员。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专业方向：呼吸危重症、感染、呼吸康复。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全国委员兼呼吸治疗学组组长，危重症学组顾问，中国医师协会急救与灾难专

委会副主委，中国感染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呼吸医师协会危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

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会

呼吸病分会副主委，中国呼吸医学装备分会副主委。

牵头获得国家科技部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重大/重点课题等资助，发表论文400余篇，

其中SCI 累计影响因子500余分，h-index: 30。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三完成人）、军队科技进

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部队顶尖人才培养对象等奖励。

金大智
杭州医学院

理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杭州医学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省生物标志物与体外诊断转化重

点实验室主任。美国范德堡大学博士后，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医疗器械审评专家。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诊断技术分会常务委员，浙江省生物信息学学会微生物组学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入选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第一层次，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

共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863子课题、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浙江省自然基金重点项目，浙江省

省部共建重大项目等。在Cell, EMI, JCM等发表论文6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2项、实用新型专

利1项，软件著作权5项。

金文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治医师。

2015年8月起从事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及科研。擅长：发热待查、各类肺炎和肺部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及非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淋巴结肿大、血流感染（败血症）、皮肤软组织感染和骨关节感染等疾病的诊治。

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感染控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重症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感染性疾病循证与转化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专科分会细菌真菌学组组员，上

海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骨结核学组委员，《上海中山感染探案—疑难病例的临床诊疗思维》共同

主编，《细菌和真菌感染诊治能力训练-病例剖析与临床思维》共同主编，《哈里森感染病学中文版第一

版》--主译之一。

阚 飙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学博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华预防医学会旅行卫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开展传染病防控、细菌性传染病实验室网络监测、防控相关技术研究、疫情及灾害现场应急等。

开展肠道致病菌的微生物学、基因组学、耐药和分子遗传学研究。

先后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发展贡献奖、中国科协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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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副会长。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ritical care medicine

（中文版）》编辑。

赖 巍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青年突击队队员 援鄂援疆医疗

队队员，四川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全国讲师，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体外生命支持分

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ECMO全国讲师，成都市医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副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五届“华西青年榜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学科卓越发展1·3·5工程项目（600万）；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和1项四

川省科技厅课题&多篇SCI ，成立了四川省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分会。

乐 率
陆军军医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噬菌体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参与了复旦大学朱同玉教授开展的噬菌体治疗临床试

验，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专委会噬

菌体学组委员兼秘书。以通讯作者在Nucleic Acids Research、Emerging Microbes Infection、

Journal of Virology等专业期刊发表SCI论文12篇。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

项课题，获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荣立三等功一次。

黎毅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主要学会任职：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

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主要学术成果：长期从事Sepsis、ARDS、重症感染、人工通气、ECMO与呼吸衰竭等临床工作与基

础研究；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重大项目。近五年发表SCI论文30余篇，累计影响因

子超过100分。

李 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急性肺损伤的研究

主要社会兼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危重症学组委员，中国

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吉林省

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学组组长、吉林省肺康复联盟主席。

主要学术成就：发表SCI论文18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

重点专项子课题1项；2018年获“优秀中青年呼吸医师奖”。2021年获“中青年呼吸精英（爱心公益）”

称号，获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荣誉称号。

李 健
Laboratory of Antimicrobial Systems Pharmacology Biomedicine Discovery 
Institute Monash University

Professor, NHMRC Principal Research Fellow.

Professor Jian Li (PhD 2002)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icrobiology,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nti-infective Pharmacology, and Head of the 

Antimicrobial Systems Pharmacology Laboratory at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 He ha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track record in antimicrobial pharmacology 

and drug discovery. He has 409 publications with 24,691 citations and an h-index of 77. His 

research has led to the first scientifically-based dosing recommendations for polymyxins 

and substantially improved clinical practice worldwide. The majority of modern pharmacology 

data of polymyxins were reported by his group, including several novel mechanisms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and toxicities in mammalian cells. Professor Li has developed a novel 

antibiotic drug QPX9003 from concept to clinical trials, which has been licensed to Qpex 

Biopharma. He is a Web of Science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in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2015-2017), and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first-ever book on polymyxins (2019). He is an 

Editor of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and an Associate Editor of BMC Microbiol and Frontiers 

Microbiol. He is a reviewer for 186 journals and grant applications for 25 funding bodies 

globally. Professor Li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Jacques Miller Medal (2017).

（按姓氏拼音排序）

李 丽
山东亨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生物与医药博士，PMP

山东亨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抗生素新药开发项目负责人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抗生素临床开发子课题”项目负责人 

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原创性抗生素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课题”项目负责人 

拥有超过10年的创新药物研发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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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莉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

2012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2012-2015年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合作导

师：王浩研究员），2015-2018年留任纳米中心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多肽/糖肽自组装纳米材料及可生物激活纳米组装技术（BIVA技术）在细菌感染、肿瘤

治疗和生物成像方面的应用。

近年来，共发表文章50余篇，包括Nat Commun, Adv Mater, Angew Chem  Int  Edit等，H-index

为24。应邀主持编著英文著作1部，英文章节2章。受邀为Nat Biomed Eng等杂志做工作评述。多次

受邀在Asia Nano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研究成果申请国内发明专利12项，授权6项。

以负责人承担科研项目7项，包括国际合作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自然基金面上等。入选中国科学院青

年促进会成员（中科院青年人才计划），并获得2017年中科院青促会“学科交叉与创新”奖。

现担任全国抗菌科学与技术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纳米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以及《分析化学》

和《Exploration》杂志青年编委。

李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上海领军人才，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上

海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三完成人）。主要研究方向是感染性疾病快速诊断，临床基础和转

化研究成果先后发表Nat Med、Cell Host Microbe、J Extracell Vesicles等国际专业SCI期刊论著

80多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10项。

李 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治医师。

研究方向为耐药菌的精准靶向治疗与基础研究。

目前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7篇，中华核心期刊论文5篇，主持院级课题2项，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申康重大临床专项课题3项。

李 培
金域医学

博士、副主任医师。

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青年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胃食管反流多学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药理学会

化疗药理专业委员会第九届青年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检验与合理用药专业和委员会青年

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感染学组成员，南京医学会呼吸系统疾病委员。

李若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常务理事、皮肤科医师分会第四届会长，中

国微生物学会监事，真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细菌耐药与防治分会常委，亚太地区医学

真菌学会理事长，国际人和动物真菌学会亚洲真菌工作组共同主席，Mycopathologia、中国真菌学杂

志及国际皮肤病学杂志副主编、BJD、JAAD、mLife编委。

致力于真菌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国家级科研基金10项以上，发表SCI论文百余篇。获得中华医

学科技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教育部优秀跨世纪人才、中国科协优秀科技工作者、卫生部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等奖励。

李素玮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委，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

学分会常委兼秘书，大连市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李庆阁
厦门大学

理学博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子诊断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核酸检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市个体化分子诊断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子诊断学方向学术带头人，细胞

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课题组长。

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2020)，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202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 ，福建

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7)，福建省高层次人才A类(2022)，厦门市双百人才(2013)。

（按姓氏拼音排序）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第12届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

组长、曾任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和寄生虫分会主任委员。1997年在国际上提出了艾滋病免疫重建理论；

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艾滋病成人治疗项目负责人，引领和指导了近十年来我国艾滋病的临床治疗。在

包括“科学”，“柳叶刀”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0余篇，被SCI他人引用超过3000次，曾多次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科技进步成果奖。此外，还获得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代表、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技奖和全国

“五一”劳动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材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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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临床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特岗学者，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主任，教

育部疾病分子网络前沿科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十四五”规划临床医学专业第二轮器官-

系统整合教材《呼吸系统与疾病》第一主编，Precision Clinical Medicine主编。

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30余年，一直围绕肺癌早诊早治关键技术及早诊早治体系

建设开展临床与转化研究。揭示了我国非吸烟肺癌分子特征，首次发现非吸烟肺癌新的易感基因，阐

明非吸烟高危人群肺癌分子基础，证实我国肺癌高危人群的特殊性。创新肺癌早期诊断技术，发现了

肺癌早期特异性分子标志物，推动了我国肺癌规范筛查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建立了“确立高危、规

范筛查、系统评估、精准诊断、早期治疗”的肺癌早诊早治体系，使手术可治愈的早期肺癌（IA1期）诊

断率提高了10倍，为11.82%（全球仅1.1%)，lA期肺癌诊断率从2011年的26.48%提高至2018年的

60.78%。研究成果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

“天府青城计划”天府杰出科学家、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

李 曦
浙江省人民医院

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浙江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主任助理，微生物实验室组长。

检验中心后备学科带头人，2021年浙江省医坛新秀培养对象，第九届浙江省微生物与免疫学会秘书，

第九届浙江省微生物与免疫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委员会委员，中

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抗感染药物评价与管理分会委员。

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浙江省医药卫生科研项目基金等

七项；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国际知名杂志发表论文23篇，

单篇最高影响因子IF=27.516。以第一专利权人发明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转化1项。

李颖川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美国威斯康辛医学院分子与系统医学中心博士后，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第十

人民医院副院长。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院救援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心胸血管

麻醉学会心血管外科围术期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危重病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

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危重病专委会常务委员。

李占结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硕士。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管理处副科长，主要从事医院感

染预防与控制、细菌耐药监测及防控工作。

（一）社会兼职：江苏省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秘书，江苏省免疫学会转化医学专业委员

会第三届委员、产学研学组委员，江苏感控之窗微信公众号组长，上海国际医院感染论坛（ SIFIC）实

习版主，北大感控之窗微信公众号编辑团队成员。

（二）学术成果：参与国家课题3项，省级课题3项。近三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6

篇，其中SCI论文6篇。副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5部。获得授权国家实用新型专利8项（7项为第一发明人）。

梁志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慢病预防工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内

科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军队呼吸内科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廖 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技师。

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抗感染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脓毒症分会副主任委

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广东省级中心负

责人，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中山一院实践培训基地负责人。

林东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临床应用室副主任，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

兼任上海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抗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委员。

主要从事感染性疾病诊治和医院感染防控工作，专业特长为各种细菌性和真菌性疾病的诊治。 

主要科研方向为细菌耐药性研究。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等多项基金。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0余篇，国家发明专利2项。

（按姓氏拼音排序）

刘春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2012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年被评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青年技术骨干”，2014年美国匹兹堡医学院访问学者。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天津市高等学校科技发展基金项目1项、TCP基金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2项、天津市攻关项目1项，近年来发表文章10余篇，SCI收录文章5篇。

blood中文版青年编委，天津市医师协会血液学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年委员，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天津高校

中青年创新人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新世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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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代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病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血液分会常委，全军医学科委会血液专委会常委兼秘书长，美

国血液学会国际专家常委会(IMC)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病精准诊员会副主委，中央军委保

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委会常务理事，欧洲骨髓移植学会(EBMT)委员， 

《中华血液学杂志》、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等期刊编委。

刘海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参与课题：碳青霉烯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传播及耐药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流项目（81861138054），2019.01-2022.12，300 万；新生儿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生物膜状态下质粒

转移效率调控的分子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741059），2018.01-2018.12，20 万；高

通量测序分析病原菌质粒携带的耐药新基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171614），2012.01-

2015.12，58 万。

刘开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市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主任。

兼 任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血 液 科 医 师 分 会 副 会 长、总 干 事，国 家 卫 生 标 准 委 员 会 血 液 标 准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脐 带 血 应 用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E B M T 国 际 委 员 。 

《临床血液学杂志》、《白血病·淋巴瘤》副主编；《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中华

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版）》、《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医学百科全书》血液病学卷编委；《中华医

学杂志英文版》通讯编委。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

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三届国之名医盛典“国之名医卓越建树”奖等多项。

刘鹏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主治医师 

专业方向：呼吸危重症、感染、呼吸康复 

刘启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院院长、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南方医院血液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亚太地区血液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感染学组

组长，中国老年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细胞研究与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血液医师分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和细胞治疗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

血液肿瘤首席专家。从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血液肿瘤的诊疗和相关基础研究工作，曾在日本东

京自治医科大学作为客座研究员进行白血病分子生物学研究工作。在白血病的分子发病机理、肿瘤免

疫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感染防治等领域做出较大成绩。曾先后主持2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3项863计划，9项国家自然科学包括重点项目1项和20余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相关研

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3项和二等奖5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250余篇包括：Lancet Oncol, JCO，PNAS, Blood 和Leukemia等SCI期刊近200篇。

刘晓妤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徐英春教授、杨启文教授、夏薇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多中心黏菌素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分子耐药机制及毒力差异研究。

《医学参考报微生物与感染频道》编辑，《检验医学教程-临床微生物分册》编写秘书

刘亚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研究员，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卫健委主管《医学参考报微

生物与感染频道》编辑部副主任，欧洲临床微生物和感染病学会药敏委员会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

委员会（ESCMID）秘书，北京医学会检验学会第一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临床药物

治疗杂志》 审稿专家。

（按姓氏拼音排序）

刘 漪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北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云南省临

床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昆明市“百”工程学科带头人，“春城名医”。

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呼吸及急危重症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感染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结节诊治中心云

南省分中心主任委员，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早期诊断委员会委员，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基层委员会委员，中

国老年学学会老年医学委员会第二届老年呼吸和危重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院管理协会呼吸分会

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副主席。

对肺部感染、呼吸危重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癌等疾病有丰富的诊治经验。发表论文

五十余篇，多篇文章被SCI收录，主编专著5部，主持多项科研，并获省市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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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又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技术一级，文职特级。

解放军呼吸病研究所原所长，解放军总医院内科教研室原主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院呼吸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十二届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七届主任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临

床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联系

专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辑。

刘正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博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导师。

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常委兼细菌真菌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治委员会常

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性疾病循证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

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真菌专委会常委，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感染性疾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感

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感染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卫健委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专家，

国家卫健委抗生素合理应用全国普及计划核心专家，ISHAM亚洲真菌工作组成员，国家卫健委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

荣获：全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个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2020抗击新冠疫情突出贡献

奖；北京医师协会第七届优秀医师奖；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级优秀教师；协和战疫英雄等。

刘紫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重症一科。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专科副主任。

主要教育和工作经历：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2016年获重症医学博士学位。

主持多项科研项目，近5年发表多篇论著，2019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医学青年科学家”。 

主要社会任职：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呼吸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

（IDSC）青年委员，广东省药学会重症医学用药专家委员会秘书，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医院感染与抗感

染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

年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学分会委员。

陆宏宾
上海瑞金医院无锡分院

无锡市新瑞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血液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十余年，发表论文十余

篇，擅长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

罗益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副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内科ICU主任，临床医学博士，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第一届中青委常

委，IDSC全国青年委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

副主委，、广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七、八届肺癌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第三、

四届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胸部肿瘤协会肿瘤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广东省药学会重症医学用药

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

吕晓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医学博士硕/博研导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感染性疾病医教研及医疗

管理。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真菌病专委会常委，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委会副主委，四川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专委会主

委，四川省医学会感染病学专委会副主委。

吕 媛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抗感染相关的临床药

理研究。

兼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

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PK/PD学组组长；

Eccmid-Chi CAST常务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

药理学会抗感染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副主编；中国药物警戒杂志常务编委；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编委等。 

发表感染相关文章百余。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专项等课题。

（按姓氏拼音排序）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监事会监

事长，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CSCO抗白血病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前任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分会副会长，CSCO抗淋巴瘤联盟前

任主席。

197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留学，一直致力于血液系统的良恶性疾病的诊疗,特别以治疗白血病和

淋巴瘤享誉业内。1982年在国内首先建立体外多能造血祖细胞培养体系，填补国内空白。自1983年至

今应用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序贯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200余例，10年无病生存率85%，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40余部, 获国家、省、市科技奖

二十项。承担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8项，省、市级科研课题2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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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朋林
贵黔国际总医院

贵黔国际总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前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干事长

中华医学会重症分会常委

Associateeditor,FrontiersinMedicine,sectionIntensiveCareMedicineandAnesthesiology

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重症医学教研室主任、重症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医

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休克与脓毒症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常

委（IDSC）、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国家卫健委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会长、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出

血和血栓预防学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 ICU信息化的开发和应用、重症感染的免疫和凝血障

碍、围手术期危重病、老年危重病。

马筱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一级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院区副院长，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促会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细

菌感染与耐药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感染病检验诊断中心主任，安徽省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管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3项，科技部重点项目1项，省级课题10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SCI论文50余篇，主编著作3部，副主编著作3

部，参编著作5部。已培养研究生60余人。

马迎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院长，北京市肝病研究所所

长；佑安肝病感染病专科医疗联盟理事长。专业特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临床及基础研究。研究方向：

呼吸衰竭病理生理机制。作为负责人承担科技部十三五重大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医管局扬帆

计划重点项目、北京市科委的首都特色、首都培育等课题的研究工作。兼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第九届委员会危重症医学组委员；北京药理学会抗感染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药物临

床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医学会过敏(变

态)反应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呼吸和结核杂志》编委等等。

梅 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主任药师，药剂科教研室主任。 

中国药师协会副会长，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理学会

药源性疾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医药政策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

会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监管研究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药学杂志、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等编委；中国医院药

学杂志、中国药房杂志等常务编委。

牟向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05年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得博士学位。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十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委员。

伍连德连德基金会呼吸专委会支扩学组组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

教育协会呼吸学组专科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介入诊疗转化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杂志

/&英文版、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通讯编委和审稿专家。Thorax中文版感染专刊编委。

在国内外医学期刊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在NEJM发表3篇，2016年荣获“首都十大杰出青

年医生”称号。

倪文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医学博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耐药菌感染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4项，以第一作者在J Am Coll 

Cardiol、Crit Care、J Antimicrob Chemother、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Int J Antimicrob 

Agents等杂志发表SCI论文20余篇。

（按姓氏拼音排序）

倪语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微生物科和医院感染控制管理科前任科主任。国家卫生健康

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细菌耐药监测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管理

专家委员会顾问。全球华人临床微生物与感染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

副主委、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名誉主任委

员；中国预防医学会院感防控分会顾问。上海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感防控专

委会主任；上海医学会抗感染化疗分会、上海医学会检验分会、上海医师学会检验医师分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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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神经重症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

营养分会重症营养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协会重症分

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ICU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彭 民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任医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委员，天津医师协会重症分会委员，天津市医学会临床液体治疗分

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成员，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天津市医疗健康学会老年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天津市心脏学会理事，《中国中

西医结合外科》杂志编委，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潘 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感染病科执行主任，复旦中山厦门医院感染控制科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

控制分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防痨协会第十一届老

年结核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女

医师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卫计委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

海市医学会感染病专科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细菌和真菌学组副组长，上海市徐汇区医学会第一届专委

会主任委员。《国际呼吸杂志》第八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

编委。

皮博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病毒性肝炎等肝脏疾病和发热待查 

社会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组青年委员，浙江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青年委员。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

志总编辑，Critical Care Medicine 编委，Annals of Intensive Care， Associate Editor，ESCMID 

Fellow，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ARDS与器官衰竭/功能重建

曲俊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省部级重点课题。

中国医院协会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工作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专委会委员兼秘

书，四川省医学会呼吸专委会结核学组委员。《中华传染病杂志》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中

国抗生素杂志》、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西部医学》等杂志编委及审稿专家。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 SCI论文20余篇，参编参译专业书籍4部，获专利1项。

屈 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与耶鲁大学联合培养药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研究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

临床药师，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精准医疗分会委员。Infection and drug resistance等国际SCI杂

志审稿专家。

主要从事临床药学、遗传药理学及个体化用药研究。在Pharmacogenomics, 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等杂志发表SCI论文82篇，其中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43篇。主持国自然面上/青年基

金2项，湖南省自，中华医学会吴阶平基金等5项，参与国家863计划、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

专项等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奖学金，香港陈炳顺科研基金等多项奖励。

瞿洪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危重病医

学医师分会委员，上海医学会重症专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副会长，上

海市重症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秘书，上海抗菌药物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和化疗专

科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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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介明

邵 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教授，医学博士，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现任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原院长。

主要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戒烟联

盟副主席，上海市医师协会呼吸内科医师分会会长，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第十届主任委

员，上海市医院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呼吸感染性疾病应急防控与诊治重点实验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从事呼吸系统疑难危重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在 the 

Lancet，BMJ,Lancet Digital Health,Cell Research,Journal of  Extracelluar Vesicles、PANS等

国际权威发表SCI论文120余篇，IF710分，总他引10000余次。

饶冠华
北京金匙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金匙医学首席医学官副高级研究员，美国乔治城大学 Lombardi Cancer Center 博士后，南开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博士，天津市“131”创新人才，在J Infection，JTO，CCR，Cancer Res等期刊发表SCI

论文二十余篇, 影响因子150+，文章引用次数超700。曾任迈基生物联合创始人诺禾致源医学研发中

心总监/高级研发科学家。

任丽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协和医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

所副所长，克里斯托弗·梅里埃实验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呼吸道感染病原学研究。入选2012年度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21年度中共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

才）。兼任国家卫生健康委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信

息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及病毒学报杂志编委等。主持承担国家“重大传

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研究项目。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含共同）在Lancet、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和Cell Host & Microbe等SCI收录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研究成果参与获得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一等和二等奖（第二完成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任药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合理用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学会医院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药学会感染

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临床药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项，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市及药学会课题10余项。参编著作

3部，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0余篇。曾获江苏省卫健委医学新技术引进二等奖，南京药学会科

技一等奖。

邵换璋
河南省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副主任，河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重症医学医

疗质量控制中心秘书，中国女医师协会重症女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专科资质培训

教师，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ECMO核心技术培训教师，河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体外生命支持

学组组长。

邵宗鸿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原天津医科大学二附院院长、总医院大内科主任、血液科主任。

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副所/院长。《中华血液学杂志》副总

编，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八、九、十届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免疫学

会血液免疫学分会主委、临床流式细胞术学组主委，天津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会长。

佘丹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医师、派驻第一医学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常委兼

感染工作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专业委员会常

委，中国医促会临床微生物和感染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感

染学组副组长，北京药理学会抗感染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结核和呼

吸杂志》通讯编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第1版）》、《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治指南》、

《中国成人医院获得性肺炎/呼吸机相关肺炎诊治指南》核心编写组成员，曾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感染疾病中心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内镜和介入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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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

美国胸科医师学会资深会员，江苏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七、八届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感

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学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

委兼感染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第三届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抗感染学组副组长。

孙 禾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访问学者，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全国委员，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微生物与感染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老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会全国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全国委员。

参编高等医学教育统编教材3部，参与研究课题获省级科技成果奖2项，获国家级专利3项。

专业研究方向：呼吸系统感染与免疫

擅长：疑难、重症及免疫抑制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的鉴别诊断和综合救治；肺部肿瘤及慢性气道性疾病

的综合诊疗。

孙丽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肝病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医学博士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专业方向：重症肝病及肝脏移植并发症的诊治，移植感染与免疫

国际肝移植学会麻醉/重症医学委员会委员（ILTS Committee of Anesthesia/Critical Care）， 国

际肝移植学会急性肝衰竭学组委员（ILTS The Acute Liver Failure Special Interest Group），中国

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移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

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遗传代谢病学组委员，中国重症血液净化协作组移植血液净化学组委员。

孙仁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浙江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前主任委

员，浙江省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康复医学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

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休克和脓毒症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应急救治装备技术分会委员，《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第一届编辑

委员会委员。

孙铁英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呼吸病分会

原常委兼秘书长北京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呼吸分会主委，中国老年医学会副会长

获得省部级科学进步奖2项、中华医学奖2项、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创新奖（终身成就奖）。发

表论文200余篇。

孙文逵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呼吸病学分会肺部感染学组学术秘书，江苏省呼吸病学

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检验与合理用药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

专业委员会委员。

孙于谦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第十一届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造血干细胞应用学组委员兼秘书。第十届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

与止血学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总干事，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

长，北京市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血液学分会移植感染专业组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青年学组委

员，欧洲骨髓移植协作组（EBMT）高级访问学者，欧洲骨髓移植协作组（EBMT）全球青年大使。

孙自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主任医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液科学术主任；安徽省第一届、第二届江淮名医、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中科大生科院《血液和细胞治疗》研究所名誉主任；《血细胞研究及应用》安徽

省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副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常委；

中国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分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血液内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安徽省抗癌协会血液肿

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专业特色：造血干细胞移植，特别是脐血移植单中心完成非血缘脐血移植1600余例；发表专业论文

350余篇，SCI论文100余篇。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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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猛
上海市公卫临床中心

研究方向：由噬菌体介导的基因转移是细菌 DNA 重组和转移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对噬菌体与宿主

相互作用分子机理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对相关病原菌进化过程的深刻认识，而且在理解生物群落和

地球化学物质循环的作用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课题组将在前期基础上，致力于噬菌体与宿主相

互作用的分子调控机制。课题组结合多种研究手段，包括微生物学，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与临床合作，

研究（1）决定群体感应调控前噬菌体裂解周期的遗传学基础; （2）前噬菌体生活周期选择与细菌致病

性的关系；（3）合成生物学改造噬菌体用于临床噬菌体治疗。

谭 竞   
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美国哈佛医学院DFCI博士后，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四川省医学会血液病专委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输血专委会委员；成都市医

学会血液病专委会副主委；省卫计委第十一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成都市卫健系统第五批学术

技术带头人。主持四川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各级课题8项，第一著者发表SCI论文9篇，最高影响因子

7.43。

田国宝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广东省科学基金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 

研究方向：抗生素耐药性与生物安全

在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Lancet Microbe,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等领域国际顶

尖和主流期刊发表SCI论文60余篇, 通讯/第一5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点国际合作、

优青和面上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青和面上项目等10余项；作为核心骨干参与包括国家传染病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基金近10项；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11项（授权5项），参编专著2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国际合作、面上/青年/地区项目通讯和会议评审专家。

童朝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与危重症诊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新冠肺炎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中华医学会理事、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会长、中国控烟协会呼吸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常委、呼吸病学分会

委员；北京医学会理事、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内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呼吸内镜与介入

分会副主任委员。Respiratory Research、Intelligent Medicine、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等杂志编委。

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学者、北京市“高创计划”领军人才、北京市医管局“登峰计划”、北京市 

“十百千”卫生人才“十”层次、2.15北京市高层次技术人才-呼吸病学学科带头人。

作为负责人承担科技部专项、国家自然基金等课题30余项；在国内外发表文章230余篇，其中以第一

和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文章80余篇，包括Lancet Planetary Health、AJRCCM、ICM、CHEST、

AJRCMB等国际呼吸一流杂志；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壹、贰等奖各一项、中华医学科技奖贰等奖一

项。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卫生系统

先进工作者、第十、十二届中国医师奖。

童贻刚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本科，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加拿大UBC博士后。

主要从事病毒学、微生物学、基因组学和生物安全研究。

曾任世卫组织新冠肺炎病毒溯源国际团队中方“动物与环境组”组长，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及合成生

物学重点研发专项首席专家，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首席科学家，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

委员，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发表SCI论文270余篇，在Nature主刊发表论文三篇。

王洪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杰青。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黑龙江省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重

症医学联盟主席，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国

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兼青委副主委。

王华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副主任。

从事血液系统疾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出凝血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现任中国罕见病联盟血友病学组常

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液学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血液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血液分会常委，武汉市医学会器官移植学

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曾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教育部科技

进步一等奖。获专利2项。以第一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

王 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研究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细菌耐药机制研究，发表

SCI论文130余篇，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20余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

检验系主任。中国医促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微生物学

组组长，美国CLSI药敏分委员会折点工作组委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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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恶性血液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研究。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造血干细胞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苏州血液学分会老年血液病专业委员会，苏

州MDS/MPN专业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附属第一院白求恩医生。美国希望之城国立癌症治疗中心访

问学者。

王 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博导，法国国立生命

与健康研究院博士后。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血液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实验诊断学

组委员，中国老年血液学淋巴瘤学组青年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省级课题4项；主要完成人获省部级奖项7项；上海市教委高原高峰人才；

上海市杰出青年医学人才。

王琳淇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A类岗位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博士生导

师，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终期评估“优秀”。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创新交叉团队首席科学家，美国微生物学会真核细胞青年科学家奖

获得者，生命医学国际评论机构Faculty Opinions推荐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委学科调研报告撰写专家 

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会评专家。兼任中国菌物学会遗传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遗传学会

微生物遗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普通微生物学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

专委会副主任等。任Innovation、mLife、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Mycology等期刊编委。

致力于人类环境病原真菌环境适应、感染和耐药的研究，作为通讯作者在Nature Microbiol、Annu 

Rev Microbiol、eLife、PLoS Pathog、PLoS Genet、Curr Opin Microbiol、Microbiol Spectr、Sci 

China Life Sci、mLife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王明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首任主委，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

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

究专业委员会副主委，ISAC（国际抗微生物化疗学会）执委，ESCMID会士，ISAC会士，上海领军人

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科技部“973”项目、国自然重大项目首席。

王 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药物临床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北京药理学会抗感染药理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国

家和军队新药审评专家委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审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军委保健委

员会会诊专家，《中国新药杂志》副主编，《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副主编，十余本统计源期刊编委等。

王 焱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副主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访

问学者。社会兼职:山东省医学会血液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血液医师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血

液医师分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细胞治疗亚专业副主委、山东免疫学会血液分会委员、山东抗癌协会血

液分会委员、山东省骨髓瘤工作组成员。

研究方向：恶性血液病基础与临床研究、造血干细胞移植

王 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助理研究员、医学博士。  
社会兼职：国家卫健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质量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医院协会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管
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药理学会抗感染药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 感染性疾病循证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全球华人临床微生物暨感染学会青年委员，北京医学
检验学会 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委员，北京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委员会青年委员，欧洲临床微生
物和感染病学会 药敏委员会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ChiCAST） 秘书，中华国际医学交
流基金会、中国抗感染及临床微生物专项基金、中国抗感染及临床微生物专家委员会秘书，北京医
学奖励基金会感染病学专业委员会秘书，2010年美国JMI微生物研究所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细菌和真菌耐药性监测及流行病学；细菌和真菌耐药机制研究
参与863计划、卫生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卫生行业标准撰写、首发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参与书
籍撰写和翻译16部，其中主编、副主编5部；团队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等6项。

（按姓氏拼音排序）

王 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后)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噬血细胞综合征执行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组织细胞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细胞疾病学组
副组长，中国免疫学会血液免疫分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血液病
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淋巴血液肿瘤分委会常委，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脐带血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液病专家委员会常委、总干
事长，北京市医管局扬帆计划重点专业团队负责人、登峰人才团队负责人。
主持噬血细胞综合征中国专家共识的制定并参与噬血细胞综合征国际指南的制定。第一完成人分别获
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北京医学科技二等奖、“金桥奖”二等奖、北京市科
学技术三等奖。主编《噬血细胞综合征》、《组织细胞疾病》专著，担任《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医学
杂志》、《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白血病·淋巴瘤》、《临床内科杂志》等编委，《Haematologica》、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Orphanet Journal of Rare Diseases》等国际期刊审稿人。



page -73- page -74-

魏西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级硕士研究生

温 海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教授、博导。

银屑病防治研究教育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委员，中国菌物学会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担任《中国真菌学杂志》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主编，《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临床皮肤科杂志》及《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等杂志编委。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科技进步和上海医学科技二等奖

各1项。主持国家自然基金5项，973子课题、军队重点课题、军队指令性课题、军队面上课题各1项。

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和参编《疑难少见真菌病例》《雷公藤研究》、《青春痘》、《性传播疾病的防

治》、《临床隐球菌病学》、《银屑病学》等专著10部。

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控中心主任医师，长江学者特岗学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

医疗救治组专家，中国感染控制杂志主编，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

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院感染学

杂志、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等刊物编委。

长期从事感染控制与期刊主编工作，擅长感染控制与多重耐药菌感染诊疗。发表论文300余篇，参编

著作30余部。

吴 波
无锡市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无锡肺移植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科学

委员会委员，中国肺移植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

器官移植分会围术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系感染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

业委员会副主委。

吴大玮

吴 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山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

吴德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副所长

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苏州大学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所所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吴健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临床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一科主任。

学会任职：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分会感染学组全国委

员，广东省临床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重

症医学分会委员。

专业特长：脓毒症和MODS的治疗 

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脓毒症免疫机制和治疗，血流动力学监测和治疗，重症大数据和智能化器械临

床研发。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Critical Care Medicine 和Critical Care。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硕士研究生。201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2018级PCCM学员，已发表核心期刊论文6篇，2021西京呼吸病例辨析交流大赛二等奖，

中国呼吸医师论坛（CACP 2022）大会发言。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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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楠楠

吴小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病毒学，主要关注噬菌体治疗耐药细菌感染和移植术后BK病毒感染防治。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专项（任务级）、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医学创新专

项等多项课题，在Curr Opin Virol、Emerg Microbes Infect、PLoS Pathog等杂志发表数篇论文。

目前担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噬菌体学组委员，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传染

病分会会员，国自然青年项目评审人，Military Med Res杂志科学编辑，Front Microbial、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杂志评审编辑（Review Editor）。

吴文昊
浙江省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科研方向：细菌耐药机制研究 

研究课题：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耐药机制的研究 

吴文娟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教授，主任技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博士，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院、梅奥医学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访问学者。

中国女医师协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临床微生物学组委员、中国医学

装备协会基因检测分会常委、上海市微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上海市遗传学会检验

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分子诊断分会感染病学组组长、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微生

物学组组长、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主任评审员。

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快速检测及耐药机制研究、医院感染控制等。负责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等纵向课题20余项，入选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市

卫生系统优秀学科带头人，发表SCI和核心期刊论文120余篇、主编专著4部，申请专利8项。荣获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奖。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

江苏省与苏州市血液病医疗质控中心秘书，中华抗癌协会血液病转化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血

液学分会白血病淋巴瘤学组委员，江苏省造血干细胞移植组委员，全国微移植和细胞治疗组委员，中

国输血协会细胞治疗专业委员。

夏 涵
予果生物

近10年跨国药企工作经验，2017年创立予果生物，主导公司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

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感染与免疫、微生态、宏基因组微生物检测、临床宏基因组病原检测的应用

参与十三五国家重点项目和省级重点项目

发表论文5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52项，包括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40项。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诊断技术分会第三届委员常务委员，医用高通量测序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

专家，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基因检测分会第一届委员，省级人才和地方领军人物、HICOOL全球创业大赛一等奖。

向天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感染控制处处长。  

江西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副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江西医院副院长，中国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应

用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青年委员，江西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

治分会主任委员，江西省医师协会公共卫生医师协会副会长，江西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秘书长，

《中华传染病杂志》、《BMJ Quality and Safety 》等编委。

肖 漓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免疫学的临床检测和科研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首都卫生发展自主创新专项、首都特色临床医疗项目等。

担任中国免疫学移植免疫学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移植免疫学组委员、解放军医学科

学技术委员会免疫学专业委员等。

发表SCI及论著5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多部。

参与完成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华夏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国家自然基金

委函评专家，国家认可委医学实验室外审专家。

肖永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WHO/WPRO耐药控制咨询专家，国际化疗学会理事，全球华人微生物&感染协会理事，西太平洋临

床微生物&感染协会理事，国家卫健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感制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医院协会抗生素管理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感染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感染分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细菌真菌感染分会常委，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业委员会理事，浙江医学会感染分会常委，

浙江医师协会感染医师分会常委。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863计划、卫生行业公益专项、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课

题。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创建者。国内外发表论文450余篇；SCI论文 120余篇；主编与参编专著30余本。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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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灿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席专家，学科带头人。中山大学呼吸病

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名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历任：呼吸内科主任，大内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

会呼吸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委会常委；广东省医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粤港澳大湾区内科联盟

主席；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徐 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主治医师，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博士后。 

从事临床感染性疾病诊治，细菌耐药机制及细菌感染性疾病免疫治疗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发表 SCI 论文多篇。

徐 文 
正大天晴药业

医学博士，正大天晴药业集团总裁助理，中央市场中心负责人。        

毕业于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获肿瘤学博士学位，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等杂志发

表多篇高影响因子SCI论文。数项863、973项目主要完成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

历任大型跨国医药企业医学经理、市场经理、市场总监、销售总监等。现任正大天晴药业集团总裁助

理、中央市场中心负责人。

谢建平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生物医药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指导教师，研究员（二级）。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基础微生物副主任，中国微生物学会教学工作/国际学术交流/分子微生物与生

物工程专委会委员，中国遗传学会微生物遗传专委会/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结核病防治分会

常委，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分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基础学组委员，重庆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重庆

免疫学会副理事长，重庆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毒理学会毒素毒理专委会理事，重庆药学会生物医

药专委会委员。《遗传》副主编、《药学学报》、《微生物学报》、《微生物学通报》、《生物工程学报》、

《中国抗生素杂志》、《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结核病与肺部健康杂志》和《Frontiers in infection 

and cellular Microbiology》等杂志副主编、编委，《Frontiers in antibiotics resistance》主编。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2011），重庆市缙云英才

入选者。主要围绕结核病致病耐药机理和新防控措施，先后负责了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20余项，近5年以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80余篇。

主编/主译/副主编《结核病实验室研究进展》、《图解微生物学实验指南》、《结核病免疫学》、《分

枝杆菌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药学细胞生物学》、全英文《医学遗传学》、《免疫学导论》和

《DNA科学导论》等著作、教材近20部。《生活中的DNA科学》获教育部精品视频课程（2014），重

庆市在线开放精品课程（2019），慕课MOOC（2018）和重庆市教学技术成果二等奖（2016）。

“结核病防控新措施的基础研究”获重庆市自然科学三等奖（2015）。

徐晓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华山）感染项目PI。

主要从事感染病诊治及细菌耐药机制研究，承担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 计划”项目、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等研究项目多项，是万古霉素耐药基因vanM 的发现者。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以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20 余篇，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6完成人）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第2完成人）各1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其中病原检测相关专利 3 项。

徐雅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血液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血液病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

病专业委员会红细胞疾病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癌症防治学

会造血干细胞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组织细胞疾病学组委员，湖

南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液学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液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血液移植感染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南省

血液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造血干细胞移植协作组组长，美国City of Hope国家医学中

心访问学者。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系主任。  

主要兼职：国家卫生健康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真菌病监测网

国家中心主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副主任

委员，欧洲临床微生物感染疾病学会华人药敏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

许红阳
无锡人民医院心肺诊疗中心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 。无锡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江苏省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危重病学专业委员会会全国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

支持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术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肺移植质控中心

专家组成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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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博仁
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现任：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内科感染科暨检验医学科教授，台湾临床病理检验医学会理事长，台湾微

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抗微生物治疗学会前任理事长，亚太临床微生物暨感染学会前任理事长，全球

华人临床微生物暨感染学会荣誉理事长，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常务理事，社团法人台湾感染管制学会常

务理事，台湾长期照顾感染预防暨控制学会秘书长。

研究主题：感染症、临床微生物学、抗药性机转和监测、分子流行病学、结核与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 

个人论文发表迄今已超过900篇。

薛 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医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美国 Emory 大学、德国汉堡大学 UKE 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长期从事脓毒症（Sepsi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发病机制基础与临床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各一项，参与多个省部级课题，近年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5 篇。

闫晨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博士。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抗感染专业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

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主要从事造血干血细胞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在《BLOOD》、《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等国内外血液学权威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主持国家自然基金1项。获得2016年

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及2016年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闫钢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院区儿科主任。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上海市儿科急救学组副组长，中国儿科救援分会救援装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

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儿科ECMO培训导师，美国心脏协会（AHA）基础生

命支持(BLS)主任导师，美国心脏协会（AHA）儿童高级生命支持(PALS)主任导师。

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共发表论文30余篇，在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 

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等主流SCI杂志论著10余篇，并参与编写多部书籍。

主要研究方向：儿童重症感染，儿童ECMO技术，多脏器功能衰竭支持以及连续血液净化技术。

严 静
浙江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浙江医院党委书记。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
分会常委，浙江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ICU质控中心主任。
承担重症病人多器官功能障碍救治、严重感染与感染性休克、严重心衰、心律失常和血流动力学等的
技术指导，长年献身于医学教育事业，积极推动重症医学、老年医学等专业建设发展。主持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课题。曾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三等奖，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奖一等奖等，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发表文章200余篇，主编、副主编著作10余部。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 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感科主任，抗生素研究所临床应用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

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分会候任主委，上海市医院协会医

院感染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临床合理用药分会副会长，上海市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与管理专委会办公室主任，培元、培英、培微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

颜学兵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及肝病科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候任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检验与合理用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亚太肝病诊疗技术联盟江苏省联盟副理事长，江苏省医师协会感染病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学

会药物性肝病学组委员，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攻关协作组全国委员，江苏省转化医学学会肝病学组副

组长，江苏省医师协会肝癌学组委员。

杨 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呼吸医学技术 
科研成果：2021.07 欧洲临床微生物感染疾病年会 (ECCMID) 壁报，Clin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11 Klebsiella pneumoniae，2022.04 美国微生物协会年会 (ASM Microbe) 
壁报，Clinical outcomes,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for Difficult-To-
Treat Resistance，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2022.04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综述，纳米孔
测序技术在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2022.05  Frontiers in Medicine Article
Clinical Outcomes and Micro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quence Type 11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

（按姓氏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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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博士，主任技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检验科副主任。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临床微

生物学组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感染性疾病

专业委员会委员，EUCAST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

会常委，浙江省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感染学组副组长。

研究方向：感染性疾病病原体的诊断，细菌耐药及传播机制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省自

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子课题等多项基金，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参与编写《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第三版、第四版）、《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等，作为主要参与人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杨向红
浙江省人民医院

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浙江省551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浙江省人民医院浙东南院区院长 ，浙江省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学科带头人，浙江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

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重症

医学分会重症肾脏学组委员，中国女医师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通讯编委。

杨文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卫健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

细菌耐药评价专委会感染工作组委员，国家卫健委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卫健委医

疗机构感染防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天津市主委，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感染性疾病循证与转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工作委员会常

委，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委员、天津市副主委，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委员、天津市感染

科医师协会会长，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性疾病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感染

性疾病质控中心主任、发热门诊质控中心主任等职务。

杨 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秘书长，江苏省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创伤医学分会候任主

任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医学重点人才，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二层

次，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副总编辑。

杨 悦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内科学讲师、国家三级健康管理师。专业方向：医院感染防控，传染性疾病控制，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管理处，复旦大学（上海市重大传染

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SIIDB）医学博士在读，导师：胡必杰教授、赵根明教授。

江苏省人民医院机关团总支副书记，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基地兼职班主任，江苏省康复医学会感染控制

与重症康复专委会委员兼工作秘书，江苏省免疫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委员。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检验与合理用药专委会人工智能辅助感染防控与抗菌药物管理学组秘书。

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委会2018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第27次全国

医院感染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参与发表中文核心与SCI论文1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3篇。

参编《中国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CRO）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

防控实践应用方案》、《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感染预防与控制实践指引》等。

杨启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研究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兼帅府检验科主任。
欧洲临床微生物和感染病学会药敏委员会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员会（ChiCAST）秘书长、副主
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青
年学组副组长；国家卫健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
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4年至今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工作，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在内的70
余项科研课题。目前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超160篇，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SCI文章超50篇，包
括Clin Infect Dis，Clin Transl Med，EMERG MICROBES INFEC，J ANTIMICROB CHEMOTH
等感染和微生物领域权威杂志。授权专利9项。以主要完成人获得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
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二等奖1项、北京市科技奖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2项、华夏医学科技
奖三等奖1项、中华医学会分会奖7项，北京青年学术演讲比赛优秀奖一项，2011年度“中国百篇最具
影响国内学术论文”，2013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领跑者5000）。

杨 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呼吸介入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介入呼吸病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

医师分会介入呼吸病学组委员，北京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内镜和介

入学分会常委，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呼吸内镜分会常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叶 枫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吸内科

副主任。

学术任职：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感染学组委员(第七~十届)，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呼吸系感染工

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系统感染学术委员，中国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

用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感染学组组长，广东省医学会医院感染预防与

控制学分会常委、感染学组组长，广东省药学会呼吸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

呼吸与危重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常委，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免疫

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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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凯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91年取得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同时担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

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重症医学专业委员

会名誉主任委员。

余方友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检验科主任、医学博士、教授/主任技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主持课题1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项。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80余篇，

其中SCI收录论文80余篇。

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和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各1次；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

才、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等。

中国防痨协会结核病基础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痨协会人兽共患结核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促

会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分会常委等。

（按姓氏拼音排序）

俞云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感染病学科负责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医师，浙江省卫健委领军人才。

主要从事细菌感染病诊治、病原早期诊断及细菌耐药机制研究。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国家卫健委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和耐药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微生物技术与生物信

息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

务委员，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145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重点项目2项)。

喻 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技师。四川省细菌耐药监测中心主任。  

国家卫健委全国细菌耐药监测学术委员会委员，数据处理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

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欧洲EUCAST华人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委

员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张 波

苑 鑫
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感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届

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呼吸内科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感染学

组委员。

擅长感染性疾病以及呼吸系统常见病的诊治。研究方向以感染性疾病和细菌耐药为主。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呼吸与危重症知名专家，中央军委保健会诊专家。

曾任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医研部部长、原空军总医院副院长、医务部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兼

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呼吸危重症学组副组长，北京医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学术职务。

长期从事呼吸危重病专业和高干医学保健工作，擅长呼吸系统疑难与危重病的诊断治疗，精通肺脏疾

病的影像学诊断。尤其在血液病及骨髓移植后肺部并发症、严重复杂呼吸系统感染、肝脏及肾脏移植

后肺部感染、风湿系统疾病累及肺脏、老年肺部疾病、多脏器功能衰竭、肺部阴影鉴别诊断等领域具

有丰富临床经验和独到学术见解。成功救治了大量疑难危重患者并主编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

篇，获国家和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3项。

张春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主任药师/硕士，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卫健委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带教老师，负责抗感染专业的带教，中国医学救援协会重症医学分会重症感

染专委会委员，浙江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抗感染学组委员，浙江省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委

会委员，浙江省药理学会TDM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主要从事重症感染、糖尿病足病伴感染、心胸脑外科相关感染等抗感染药物选择及剂

量调整，抗菌药物TDM的解读。

张 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病原宏基因组测序平台主要筹建人和技术负责人。

2017年起致力于mNGS本地化建设与临床应用研究，对于mNGS的湿实验流程、生物信息学分析

和临床报告解读多个层面均具有一定知识积累。参与多项国自然等重大课题，以第一作者在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Clin Chem等杂志发表SCI论文8篇，最高单篇影响因子18分。



page -85- page -86-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艾滋病临床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卫生组织（WHO）耐药委员会委员，卫生计生委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标准

传染病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从 事 传 染 病 的 临 床、教 学 和 科 研 工 作 3 8 年，是 国 内 最 早 开 展 艾 滋 病 抗 病 毒 治 疗 的 医 生 。 

2002年起在卫生部的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和实施国家的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治疗HIV/AIDS超过

100万，主持了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艾滋病重大专项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多项

研究，在柳叶刀等杂志发表了超过200篇有指导作用的科学论文。

张 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药物临床研究室 

研究方向：临床抗感染、细菌耐药机制研究。

（按姓氏拼音排序）

张建初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 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呼吸

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湖北省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微生物学

会真菌专委会委员，武汉市防痨协会副理事长，2020“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者。

张 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博士、主任药师、教授、博导。专长临床药理学研究、定量药理学研究。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

长，国家卫健委抗生素临床药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山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常务副主任，华山医院I

期临床研究中心主任，NMPA药品审评中心咨询专家，NMPA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检查员，上海市领军

人才，上海市巾帼创新领军人物、首届“医树奖”获得者。

中国药学会抗生素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药理学会临床药理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药理学会定量药理专委

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细菌耐药与感染防治分会常委，上海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分会主委。

张睢扬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医学博士，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呼吸科主任医师、教授；苏州大学和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第三军医大

学和锦州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药理学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呼吸病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通讯编委、中华肺部

疾病杂志编委。

对呼吸专业急、危重病的救治，重症感染抗生素的PK/PD的研究和无创、有创机械通气的使用有较好

的基础和临床实践经验。

张天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国家卫计委合理用药专家

委员会抗菌药物专业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

学会理事， 广东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

省健康管理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药学会抗感染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西京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师奖获得者。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陕西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学

医师分会会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危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 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急救医学部、MICU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急诊医学领军人才，云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重症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云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急诊医学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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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樱
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检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临床医

学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科技部项目评审专家、医用高通量测序标准化技术归口

单位专家、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性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擅长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和实验室分子诊断、抗感染药物治疗。主要研究方向微生物流行病学和抗药机

理、宿主免疫机制和诊断标志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北京自然科学基金1项，国家科技部重点

计划子课题1项，军科委课题1项，参与多项国家科技部重大课题和美国NIH项目。以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发表文章25篇，其中SCI 15篇。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和解放军总医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张 鑫
解放军总医院京南医疗区

解放军总医院京南医疗区干部诊疗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青年委员 

主要专长与研究领域 ：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慢性气道炎症疾病、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治及基础研究。 

（按姓氏拼音排序）

张湘燕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国家卫健委肺脏免疫性疾病诊治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贵州省新冠肺炎疫

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国家卫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核心专家，健康中国

推进行动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呼吸疾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第25、26届理事会理事，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呼吸慢病管理与呼吸感染危重症疾病救治等。

曾振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方医院重症医学科住培教学主任。发表SCI 40余篇，累计

影响因子100+分，H指数15，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共5项，Journal of 

Pineal Research等SCI杂志审稿专家，Uptodate循证医学平台全国讲师/翻译专家，广东省医疗行业

协会重症医学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临床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肝脏

病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委。

曾振国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 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

者。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专家鉴定库成员，江西省整合医学会常务理事江

西省整合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江

西省重症医学质量控制中心秘书，江西省研究型医院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西省医学会重

症医学分会感染学组副组长，《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

赵冬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医学博士，邵逸夫医院肝病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硕士生导师。 

擅长肝功能异常及疑难肝病诊断、治疗。 

对发热待查、多重耐药菌感染等疑难疾病诊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发表SCI论文20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

郑旭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第一届青年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第

一届委员会青年学组委员。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从事感染病学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并以访问学者身份于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修。临床上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感染性疾病的诊治。研究方向是万古霉素敏感性

下降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机制。

郑以山 
南京市第二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南京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 硕

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卫健委寄生虫病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重症疟疾救治专家组委员兼工作秘书，中

国医师协会动物伤害与毒虫蜇伤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委员，中国

预防医学会动物伤害预防学会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寄生虫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重症医

学分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医院协会急诊管理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重症分会委员，江苏

省医院协会重症传染病管理学组组长，《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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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症医学科主任；急诊医学教研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病理生理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

委，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重症医学分会副会长，重庆市医院协会重症医学管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英才·名家名师，重庆市重症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版》《中国急救医学》《中华临床营养》《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重庆医学》《重

庆医科大学学报》《CC中文版》等杂志编委《CCM中文版》常务编委。

周飞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院感染杂志》常

务编委，《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编委。

周宏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主任，教授，博导。国家杰青，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务院特贴专家。

主要从事人体微生物组学及临床检验新方法研究，以通讯作者在Nature Medicine, Gut等刊物发表封面

研究论文。

Medicine in Microecology（Elsevier）主编，mSystems，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编委。担任中国

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肠道分会副主任委

员等学术任职。

建立CALM微生态研究协作组，牵头多项人体微生态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

周 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大一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感染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兼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

年委员、感染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感染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呼吸分会青年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呼吸分会青委副主委、感染学组副组长，浙江省

呼吸系统感染诊治联盟执行主席。

周建仓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博士，主任医师，博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2016年第二届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年研

究奖”获得者，2018年入选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海外菁英”培养计划，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抗感

染药物评价与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

省生物信息学会微生物学组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

江省抗癌协会肿瘤重症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急救与复苏分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评审专家，《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审稿专家，《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enior editor，《Frontiers in medicine》 guest editor。

周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法国居里研究所博士后。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慢性气道疾病、肺部感染及肺癌的临床研究。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工作秘书，呼吸治疗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慢阻肺委员会委员、

政策委员会副主委，上海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委员和慢阻肺学组副组长，上海女医师协会肺部肿瘤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

发表论文90余篇，SCI论著50余篇，包括LANCET等，主持科技部慢病重大专项1项，国家自然基金3

项，获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优秀中青年医师奖、上海市科委优秀学科带头人。

（按姓氏拼音排序）

周 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血液系统疾病，造血干细胞移植

周 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前任副主委，上海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名誉会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

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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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感染性疾病委

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项、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1项，参加国家973、卫生部专项基金、

十二五、十四五以及上海市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等研究。

参编“临床真菌学、实用内科学”等专著，以及“成人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隐球

菌性脑膜炎诊治专家共识、中国成人念珠菌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执笔)、2020新冠肺炎相关肺曲霉

病诊断与治疗国际共识(Lancet Infect Dis)”担任中国真菌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编委，为Mycoses

杂志责任编辑(Deputy editor)。

朱同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曾任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

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噬菌

体与耐药研究所所长。入选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卫生系统新百人计划。

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兼肾移植副主委。

卓 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感染科主任，微生物科主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细菌感染课

题组负责人。中华医学会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治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感染学组委

员，中华医学会微免分会学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防控学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

感染控制分会常委，卫生部细菌耐药监测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

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核心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细菌感染和耐药防治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广东精准医

学应用学会抗感染分会主任委员。

在lancet infect dis, clin infect dis，Clin Microb infect, Plos one等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

自然基金项目7项。

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原微生物研究中心主任。 

临床专注于疑难重症细菌真菌感染的诊治，科研聚焦于多重耐药菌防控研究和新菌种发现。 

已在Clinical Microbiology Reviews、Critical Care、Critical Care Medicine、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180多篇。

企业鸣谢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金域医学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顶新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汇海医药有限公司

予果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金匙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住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杰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金城金素医药有限公司

默沙东公司

武汉嘉佑医药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探因医学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三共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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