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主任：吴建国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病毒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1982年获武
汉大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武汉大学病毒学硕士学位，1992获美国爱达华大学博士学位，1993～1996
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曾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院士田波实验室（代培研究
生）、美国佐治亚大学美国科学院院士Miller实验室（访问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Newton教授
实验室（研究员）、美国多瑞玛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美国国防部海军健康研究中心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主任）做科研工作。

    吴建国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农业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985工程”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子项目负责人，国家“211工程”建设子项目负责人，病毒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湖北省病毒
疾病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系主任，武汉大学艾滋病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创新
团队负责人，湖北省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病毒学》杂志、《世
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科技部“973”计划“重要传染病基础研究”专项基金课题负责人。

    吴建国教授在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包括多所大学、研究所、医药公司、政府科研机构等）承担
过许多重要的科研工作，综合运用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工程及基
因组学的理论和技术，开展病毒学与微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主要科研工作经验包括：
人类重要病毒致病和致癌的分子机理以及抗病毒与抗肿瘤新药物研发（武汉大学）；呼吸道病毒的分
子生物学与流行病学（美国海军健康研究中心）；病原微生物遗传基因组结构与功能（美国多瑞玛斯
研究所）；信息传导在调控细胞分裂与分化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基因转录调控的分子机理（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真菌生长与发育的分子机制（美国爱达华大学）；病毒复制调控的分子机制以及病毒表达
载体在生物工程中的应用（美国佐治亚大学）。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包括G&D （影响因子
15.6）和PNAS （3篇，影响因子10.5）等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参编著作2部，获授权专利1项，成
果鉴定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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