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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改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药学院化学生物学系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 邮编 100191  

电话：010-82801539 

E-mail: yxg@bjmu.edu.cn 

学习及工作经历： 

1987.9-1992.7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 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2.9-1995.7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1995.8-1999.7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任助教、讲师 

1999.9-2002.7   北京大学药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2.8-2010.8   北京大学药学院任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4.9-2005.8   荷兰莱顿大学药物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10.8-今      北京大学药学院任化学生物学系教授 

目前主讲课程： 

《生物无机化学》、《细胞无机化学》 

研究方向： 

细胞无机化学和无机药物化学，主要研究内源性或外源性的无机小分子对细胞生命过程的干预与细胞应答的关系。目前



研究课题包括： 

课题1：稀土元素的生物效应 

随着稀土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对稀土的毒性和对健康的影响已成为生物无机化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的研究提示稀

土可能影响生殖发育、神经系统、肝肾功能和骨形成，加以临床中发现含钆成像剂引起肾源性系统纤维化，都提示不可

忽略稀土对居民健康的潜在影响，因此亟需对稀土的生物效应进行系统研究，为风险性评估和修订最大无作用剂量

(MNL)和日允许摄入量(ADI)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同时稀土独特的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效应决定了其毒理学有别于重金

属，因此研究稀土毒性的特殊性不仅可解释其毒性表现，也为稀土的合理使用提供依据。本课题组主要针对以下两个问

题进行研究： 

® 稀土家族成员间的共性和特性及其与生物效应之间的关系；       

® 稀土促增殖效应的机制及两面性 

课题2：钒化合物抗糖尿病和抗肿瘤机制的研究 

近30年来，钒化合物多样化的生物学效应，尤其是类胰岛素效应和抗癌作用，吸引了众多事实上，糖尿病以及癌症作为

慢性病，其发病率存在相关性；对钒化合物抗糖尿病、抗肿瘤以及毒性机制的探索有利于合成新的高效低毒的钒化合物

以及更大程度地发挥钒化合物的优势，为临床上兼顾两种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本课题组针对钒化合物的类胰

岛素和抗肿瘤效应的信号转导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以下研究： 

® 钒化合物的类胰岛素效应及机制 

® 钒化合物的抗肿瘤效应及机制 

® 钒化合物的毒性及其机制研究 

近年科研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21277006），稀土暴露引起以促增殖/存活为核心的双向性生物效应的机制, 课题负责人; 

2013.01-2016.12； 

¨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21171011），基于钒化合物对PI3K/AKT/mTOR  信号通路的干预研究其抗肿瘤、抗糖尿病活性

的多靶点调控机制, 课题负责人; 2012.01-2015.12； 

¨ 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20871008）；具类胰岛素效应的钒化合物对胰岛素信号路径干预的化学基础；课题负责人；

2009.01-2011.12； 

¨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2008-2009）； 

¨ 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20637010）；稀土元素的生物化学反应和有关细胞化学过程的干预；子课题负责人；2007.1-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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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杂志综述 

1. 王夔*，杨晓改*，生物介质内形成的金属基生物微粒：冲击和挑战，化学进展，2013. 

2. 王夔*，杨晓改*，从细胞无机化学的角度看镧系元素化合物作为诊疗药物的安全性问题,  化学进展，2009, 21 (5): 803-

818

3.  杨晓改*，王琴，刘竟成，王夔，从钒化合物生物效应的多样性看其作用机制，化学进展，2009, 21 (5): 890-895 

4. 杨晓改， 杨晓达，王夔，稀土药用研究的动向和问题，化学进展，2007，19 (2/3): 201-204 

主编专著： 

¨ 王夔、杨晓改主编《稀土的生物效应及医药应用：细胞无机化学研究》，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参编中文教材： 

¨ 《化学原理和无机化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6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大学医学出版

社，第六章和第八章。 

¨ 《医用基础化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6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第五章 

¨ 《医用基础化学》（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五章 

¨ 《医用基础化学学习指导》，（第3版），第五章 

获得奖项 

¨ 2003年，获药学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 

¨ 2007年9月，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奖 

¨ 2008年12月，获批2008年度北大医学部青年学者奖励计划 



¨ 2011年4月，获北京大学药学院新生导师“乐育英才奖” 

¨2013年，所参与的“稀土生物效应的细胞无机化学研究”获201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

类二等奖，排名第二。  

课题组成员： 

刘会雪 副教授 

在读学生  

硕士研究生：刘彦君，冯敏，杨文，李逸，吴竞轩 

博士研究生（与王夔教授共同指导）：王刚， 范云周 

已毕业学生： 

硕士研究生：付瑛（2008）， 张颖（2008），杜萍（2009）， 王琴（2010）, 刘曈彤（2011），侯聪聪（2012），于

游（2012），胡坚（2012），   

博士研究生：（与王夔教授共同指导）：付丽娟（2009）, 刘竞成(2011)，李金霞（2012） 

课题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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