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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研究方向：卫生事业管理

联系电话：18674387549  

E-mail：350143145@qq.com

简介

李强翔，湖南邵东人，现任湖南省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医学博士，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结合博士后，中南大学医学伦理学博士后，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老年重大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老年卫生政策和医学伦理学方面等方面教学、科研与管

理咨询。共同承担国家自然基金1项，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湖南省自然基金等课题30余项，主持的课题获湖南医学科技奖、娄底市科技进步奖和娄

底市社科成果奖各一次。博士后期间在国内率先开展糖尿病健康教育的相关伦理学问题研究，在美国Medicine、Endocrine、Journal of 

Ophthalmology、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INDIA、中华微生物与免疫学杂志等国内外著名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SCI收录10篇，

Medline收录10篇，中华牌4篇，CSCD收录32篇，获湖南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2篇，省医学会优秀论文奖1篇。

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常委，湖南省老年医学会副会长兼党支部书记，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慢病管理分会会长，湖南省健康

管理学会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老年照护与老年病康复分

会副会长，湖南省糖尿病协会秘书长，湖南省人民医院糖尿病研究室主任，湖南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委，先后担任国际及国家核心期刊如《中国

老年学》、《医学与哲学》、《中国肿瘤临床》等10余杂志编委或审稿专家。

入选湖南省 121 人才工程、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曾获湖南省及中南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湖南省及中南大学优秀博士后，获娄底市

第五届青年科技奖等荣誉称号。

出版的著作

1、《老年保健学》，参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

2、《糖尿病防治》，参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

近年主要教研、科研课题立项

1、大数据背景下精细化医养结合慢病管理模式研究 湖南省财政厅2017年项目（编号：湘财社指【2017】），2017-2018，主持

2、铁皮石斛对胰岛β细胞功能调节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资助（编号：2013M531788），2013-2014，主持

3、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探讨糖尿病健康教育和管理. 湖南省科技厅（编号：2010RS4019），2010-2012，主持

4、临床医学研究生医德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 南华大学2011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1YJG19），2011-2012，主持

5、老年刑满释放人员养老问题研究-以湖南省为例2015年南华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2015XCX05），2015-2016，指导老师

6、推进分级诊疗制度中面临的困难及对策研究——以湖南省为例2016年湖南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CX2016B462），2016-2017，指导老师

主要科研论文

1、Li Analysis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mmune-Related Dry Eye[J].Journal of Ophthalmology，2017, 5(2): 2-6. （SCI收录，通

讯作者）

2、Effect of Polysaccharide of Dendrobium Candidum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in High 

Glucose [J] Medicine，2017; 96（32）1-6（SCI收录，第一作者）

3、新形势下国内疗养院或老年医院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5；35（8）：956-959. （第一作者）

4、Effects of aminoguanidine and vitamin C on collagen type V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rats，Endcrine. 2011 Jun; 39(3):251-8

5、effect of increased levels of adiponectin by administration.of the adeno vector rAAV2/1-

Acrp30 on glucose, lipidmetabolism and ultrastructure ofthe aorta in Goto-Kakizaki rats with arteriosclerosis.[J] Natl Med J 

India. 2012 ;25(1):5-9.

6、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及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 重庆医学，2011，40(10)：127-129（第一作者）

7、政府在糖尿病健康教育中作用的伦理学研究.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1)：166-169（第一作者）

8、糖尿病健康教育中药物临床实验与伦理研究. 时珍国医国药，2011，22(2)：452-455（第一作者）

9、青少年糖尿病健康教育的伦理学问题探析. 中国全科医学，2010；13(4C)：1367-1368（第一作者）

10、开展网络糖尿病健康教育的伦理学问题思考. 中国全科医学，2010，13(15)：1722-1724（第一作者）

主要获奖

2008年3月，第六届湖南医学科技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8年12月，湖南省自然科学论文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9年12月，第五届娄底市青年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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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娄底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2011年12月，娄底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

2012年10月，湖南省医学会优秀论文2等奖，排名第一

2013年6月，湖南省医院管理协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排名第一

讲授课程

本科生：《医学伦理学》

研究生：《分级诊疗》《医养结合与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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