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助機構：澳門基金會

主辦機構：國際中醫藥學會

指導機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

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    澳門科技發展基金

澳門特別行政區藥物監督管理局 澳門大學合辦機構：澳門中藥研發中心 中華醫藥協會
中華醫藥學報

澳門大學 地點

2023/12/03 – 2023/12/06 時間

中國 • 澳門





目 錄

CATALOGUE

鳴謝/ACKNOWLEDGEMENTS 02

歡迎辭/WELCOME 03

致辭 04

組織架構 07

第一部分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暨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

一、中華醫藥澳門論壇主辦承辦機構簡介 08

二、會議時間和地點 09

三、會議住宿 09

四、會議交通 09

五、會議日程 10

第二部分
第五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

一、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簡介 13

二、大賽歷史沿革 13

三、會議交通 13

四、大賽評審規則 14

五、大賽獎項設置 14

六、本屆參與機構 14

七、大賽日程 15

八、評審委員會 16

九、決賽項目 17

十、評分細則 18

十一、往屆風采 19

附件：演講嘉賓簡介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INHERITING INNOVATION  ·  R&D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MACAO  ·  GOING GLOBAL

主要參與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
Macao Forum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01



鳴謝

CATALOGUE

資助機構：

• 澳門基金會

指導機構（排序不分先後）

澳門基金會由1984年成立的前澳門基金會和1998年成立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於2001年合併而

成。澳門基金會係一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的公法人，其宗旨為促進、發展和研究澳門的文化、社會、

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以及旨在推廣澳門的各項活動。

澳門衛生局是一個具有行政、財政及財產自治權的公共機構，秉持“預防優先，妥善醫療”的施

政理念，協調衛生領域內公共及私人機構之活動，並透過專科及社區醫療衛生服務、執行預防疾病及

衛生推廣等工作，保障市民健康。

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於2022年1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負責研究、統籌、協調及落實澳門特別行政

區藥物監督管理範疇的政策，尤其是包括中藥在內的藥事活動及藥物註冊、藥劑專業活動、小型醫療

器械註冊，以及藥物及相關產品廣告活動的管理。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是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規而設立，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

長監督。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旨在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科技發展政策的目標，對有助於提升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科研實力、創新能力及競爭力的各類項目提供資助。

澳門大學是澳門一所國際化綜合性公立大學，THE全球大學排名193位，具有多元文化共存、協

同學院與書院的全人教育體系以及國際化的辦學模式等特色和優勢。以英語授課為主，致力培養具有

創新思維、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和世界擔當的人才。

• 澳門衛生局

• 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

• 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 澳門大學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從建設文化強國目標和澳門文化實際出發，

促進澳門與內地之間交流與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致力於共同推動澳門文化事業繁榮發展。

•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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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謹代表國際中醫藥學會，向參加“2023中華醫藥澳

門論壇”的各位專家學者致以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由國際中醫藥學會舉辦“中華醫藥澳門論壇”，至今

已經連續十餘屆。我們一直積極配合國家和特區政府發展

中醫藥的戰略，促進跨學科、跨機構、跨地區及國界的學

術交流與合作，致力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發展。

通過來自學術和產業界專家的學術交流和思想碰撞，有效

銜接學術源頭創新和產業實際需求，為中藥創新研發、智

能製造和國際拓展等領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歡迎辭 WELCOME

同時，學會主辦的國際性SCI期刊CHINESE MEDICINE，自2006年創刊以來，一

直致力於匯集前沿的學術思想和科學發現，發表高質量的中醫藥學術論文，構建中醫

藥學術交流的舞台。在主編王一濤教授和各位優秀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學報的影響力

逐年提升，連續榮獲SPRINGER NATURE期刊優秀編輯獎，成為中醫藥國際拓展的

重要窗口，也是澳門中醫藥學術發展的標誌性名片。

近年來，澳門的中醫藥產業迎來了長足進步和歷史性發展機遇。本次“2023中華

醫藥澳門論壇”聚焦在中醫藥前沿領域新技術與成果轉化，相信通過本次論壇的成功

舉辦，將有助於推動澳門特區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的發展，更好地配合特區政府實現經

濟適度多元化的目標。

最後，向籌備此次論壇的工作人員表示衷心感謝，預祝本次論壇圓滿成功！祝願

與會專家在澳門度過愉快的時光！謝謝大家！

謝志偉 博士

論壇組織委員會主任

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

澳門大學校董會榮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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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良 博士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澳門基金會一直以來致力於推動澳門社會文化、經濟、教育、科學事業
的發展和創新，中醫藥產業的發展與創新亦是我們重點資助的領域。

中醫藥大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是2024特區政府施政重點之一，明年亦是
“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的開局之年。本會將致力於推動跨部門協作配
合，發動社會力量，激發市場主體、高等院校、科研單位、醫療機構等的積
極性和創造性，鼓勵相關行業學會、協會等發揮專業優勢，引導其主動參與
產業發展。

相信通過本次論壇的成功舉辦，能進一步凝聚共識，促進合作，推動澳
門中醫藥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

羅奕龍 博士
澳门特別行政區衛生局局長

多年來，中華醫藥協會致力匯聚海內外科學家、醫學家和企業家，共同推進中
華醫藥傳承創新，成績有目共睹，並在醫療衛生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透過是次
論壇讓專家學者聚首一堂，促進不同地區之間的合作，共同探討中醫藥領域的前沿
議題並分享寶貴的經驗和見解，共同為提供更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而努力。我相信，
學術論壇的成功舉辦必定成為促進內地與港澳中醫藥人才良好的學術交流平台，並
助力中醫藥領域的發展。

特區政府一直積極推動中醫藥發展，融入國家中醫藥發展大局，培養中醫藥人
才隊伍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的建設。中醫藥人才是本澳中醫藥產業發展
的關鍵和重要基石，為提高澳門中醫領域人才的專業能力，衛生局陸續邀請內地中
醫專家及本地資深中醫開展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學術和經驗傳承活動，致力加強
與內地中醫藥領域的交流合作，以實現中醫藥產業優勢互補與合作共贏，並發揮本
澳獨特的優勢和擔當好橋樑角色。致力推動中醫藥走向現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
助力健康中國建設。

隨着本澳人口老齡化和慢性病流行，居民生活模式改變和多重影響健康的社會
因素疊加，為醫療衛生工作帶來更多更新的挑戰。展望未來，透過全澳醫療專業人
員的共同努力，不斷提升澳門的醫療技術和服務水平，讓本澳居民更健康長壽。

最後，祝願學術論壇圓滿成功，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

蔡炳祥 博士
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局長

特區政府歷來非常重視中醫藥科研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在近期公佈的《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2028年）》和《202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均
重點強調中醫藥大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

澳門藥監局自成立以來，依法積極履行職能，不斷完善澳門特色的中成藥審
評審批體系，保障中藥產品安全有效及質量可控，支持及鼓勵更多中成藥於澳門
註冊上市，不斷豐富澳門中醫藥產業生態。

澳門中醫藥融合發展取得階段性成果。我們也欣喜地看到，王一濤教授一直
致力於推動中醫藥科研發展，聯合頂尖中醫藥企業，共同開展了多個經典名方和
名優成藥的研發、澳門註冊和國際拓展，並逐步形成了澳門自主的中藥研發技術
體系和創新平台。爲此，衷心期望本次論壇的舉辦為澳門中藥成果轉化、註冊上
市和國際推廣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深化與各方的合作，推廣“澳門製造”、“澳
門設計”、“澳門品牌”，共同推動澳門中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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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永強 博士
澳門科技發展基金
行政委員會主席

自2004年成立以來，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一直致力支持有助於提升澳門科研實
力、創新能力及競爭力的各類項目以及為設在澳門的科研平台提供資助。科技基
金於2010年支持建設了澳門中醫藥領域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中藥質量研究國
家重點實驗室，隨後於2020年進一步支持成立了澳門第一個專注研發轉化的平
台–澳門中藥研發中心。緊接著2021年在鐘南山院士團隊的支持主導下在澳門大
學建立澳門轉化醫學創新研究院。配合澳門特區政府發展方向，科技基金一系列
的資助政策，為中醫藥研發及轉化建立了完整的平台體系。

今年十一月，特區政府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2024-

2028年)》，針對“1+4”產業做出規劃部署。其中中醫藥大健康產業是4個重點發
展方向之一，規劃提出要推進中醫藥研發及成果轉化，充分發揮重大科研機構和
平台的作用，加強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配合1+4產業多元規劃，除了中醫藥研發及轉化體平台體系的建立，科技基
金積極調整項目資助方向，構建了支撐企業與高校不同的創新研發資助體系，推
動研究面向應用、面向產業，助力成果轉化、產學合作，促進澳門產業多元化發
展。

未來，科技基金將持續推動澳門中醫藥各界與更多內地優質藥企進行產學研
合作，形成“品種─品質─品牌”的縱向科技轉化體系，打造具影響力的澳門經典
名方研製技術和創新平台。

期待通過本次論壇的成功舉辦，與各位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促進產學研合作
及科研成果有效轉化，推動澳門中醫藥科技產業升級發展，打造澳門中醫藥品牌。

宋永華 教授
澳門大學校長

澳門大學作為一所國際化綜合性公立大學，著眼於澳門和國家的重大需求，
通過突出特色、發揮優勢、構建高峰和加強合作的研究方針，重點支持既具澳門特
色，符合澳門和國家所需，又順應全球發展趨勢的學科方向。目前已形成結合科技
和人文的“3+3+3+3”為骨幹的研究戰略佈局。

其中，中醫藥是澳大極具特色且重點支持的學科。澳門大學擁有中藥質量研
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中藥研發中心、澳門中藥檢測中心等多個中藥科技創新與
研究轉化平台，近年來，更加強了中醫藥科技成果的科技轉化，服務澳門中醫藥產
業發展。

相信通過本次論壇各位專家學者為澳門中華醫藥發展“把脈問症”，利用澳
門中葡交流橋頭堡的區域優勢，定能更好地推動中醫藥事業「揚帆出海，走向國
際」。

最後，預祝本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

莫 蕙 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
合作中心（澳門）主任

非常榮幸受邀出席“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我謹代表世界衛生組織傳統
醫藥合作中心（澳門），向各位嘉賓致以最誠摯的問候和熱烈的歡迎！

2015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澳門）”成立，成為提升本澳中醫藥從業人員
能力和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2022年，本人榮幸獲得澳門首位“全國名中醫”稱號，這標志著國家對澳門
中醫醫療服務水平的認可。我衷心期待與澳門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推動人才培養及
中醫藥傳承創新。

本次論壇聚集了眾多中醫藥產業界的專家學者和業界領袖，暢談中醫藥發展機
遇，必將為澳門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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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辰 先生
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

兼秘書長

作爲我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中醫藥學術團體，中華中醫藥
學會長期致力於推動中醫藥學科建設，支持中醫藥人才培養，組織
中醫藥學術交流，促進中醫藥國際合作，傳播中醫藥傳統文化。

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在積極發展中醫藥大健康產業，中華中
醫藥學會與澳門業界的合作交流也不斷加強。今年6月，我們與王
一濤教授共同主辦了“澳門中成藥註冊政策與機遇”學術沙龍，共
同探討和分析澳門中醫藥產業發展的機遇，借力澳門註冊機遇，助
力中醫藥“出海”。

我們也期待以本次論壇為契機，進一步深化與澳門中醫藥業界
的交流與合作，持續開展學術交流和產學互動，尤其是推動更多內
地優質中成藥產品來澳門註冊上市，全方位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高地建設。

李 昱 先生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成立於2003年9月，20年來一直致力於推動中醫
藥高質量國際交流與發展，現已擁有分佈於74個國家和地區的286家團體會員，
201個分支機搆，與多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廣泛的聯繫。

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歷史名城，一直是世中聯推動學術合作與國
際拓展的重要陣地。例如，2022年，世中聯中藥鑒定專業委員會於澳門召開；
2020年，王一濤教授團隊榮獲中醫藥國際貢獻獎-一等獎；同時，多位澳門專
家擔任世中聯重要職務。

我們期望通過舉辦“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能進一步加強與澳門在
中醫藥學術研究、成果轉化、衛生管理、政策研究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並進一步發揮澳門的地域優勢，推動中醫藥“一帶一路”的建設。

吳 憲 先生
中國中藥協會常務副會長

作為我國中藥行業的全國性社團組織，中國中藥協會長期關心澳門中醫
藥事業的發展。眾所周知，澳門背靠祖國、面向國際，具有深厚的中醫藥民
眾基礎，近年來不斷加大對中醫藥研發的投入和政策配套。

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近年來王一濤教授領銜的澳門中藥研發中心與多家
中藥頂尖企業建立產學協同合作，整合了境內外上、中、下游的全鏈條資源，
開展了系列有高度、有廣度、有深度的研究開發工作。

值此“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召開之際，希望澳門的中醫藥事業能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融合澳門的科技優勢和區域優勢，打造出具有澳
門特色的中醫藥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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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構架 ORGANIZATION

大會組織構架

資助機構：澳門基金會

指導機構：（排序不分先後）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澳門衛生局

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澳門科技發展基金、澳門大學

主辦機構：國際中醫藥學會

合辦機構：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中華醫藥協會、中華醫藥學報（CHINESE MEDICINE）

大會組織委員會

主任委員：謝志偉博士（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澳門大學校董會榮休主席）

委 員：（姓氏拼音為序）

李國棟博士、李升可博士、羅 花博士、牛一鳴博士、路嘉宏教授

陸金健教授、萬建波教授、王勝鵬教授、王一濤教授、魏金超教授

趙永華教授、鍾章鋒教授

秘 書 長：（兼）

王一濤 講座教授

（國際中醫藥學會秘書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主任、中華醫藥學報主編）

副秘書長 ：（兼，姓氏拼音為序）

萬建波教授（醫藥資訊及學術出版研討會籌備事務）

趙永華教授（中華醫藥論壇籌備事務）

鍾章鋒教授（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籌備事務）

大會秘書處联系人

李國棟 博士 +853-65995744  / +86-17765995744

李升可 博士 +853-68866516  /  +86-19168866516

牛一鳴 博士 +853-63867754  /  +86-176660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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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華醫藥澳門論壇暨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

一 、中華醫藥澳門論壇主辦承辦機構簡介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和支持中醫藥事業的傳承發

展，並從國家戰略層面對其進行了全面謀劃和系統部署。爲了推動中醫藥的國際化進程，國

際中醫藥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Medicine，ISCM）于2004年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注册成立。作爲一個獨立的非牟利國際學術組織，十九年來ISCM一直致力聯合世界

各地中醫藥研究力量，通過跨學科、跨學術及研究機構、跨地區及國界的學術交流和合作，

藉此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發展。目前ISCM已集合亞洲、歐洲、北美洲及澳洲從事

中醫藥研究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爲團體會員，將繼續把世界各地中醫藥研究機構及學者聯合

起來，舉辦中華醫藥領域的學術活動，共同向中醫藥國際化的目標邁進。同時，為配合澳門

中醫藥事業的發展，ISCM努力將澳門打造成國際中醫藥創新的學術平臺。

Chinese Medicine（中文名：中華醫藥學報）是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由國際中醫藥

學會主辦，由全球最大科技出版社SPRINGER NATURE在倫敦出版。中華醫藥學報是2006

年在澳門創刊的國際性中醫藥英文學術期刊，編輯部設在澳門大學，2013年被科學引文索引

（SCI-E）收錄，現任主編是澳門大學的王一濤講座教授，執行編輯兼編輯部主任為萬建波

教授，編輯部有來自海內外中醫藥和植物藥領域的29位著名專家和學者擔任編委，有139位

青年才俊擔任青年編委。2023年影響因子為4.9，5年平均影響因子為6.0，是全球第一本影

響因子突破5.0的中醫藥綜合學術期刊，目前全球位列補充替代醫學（INTEGR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領域第5名。自創刊以來，編輯部立足澳門、深耕祖國內

地及葡語系國家，致力於發表高質量的與中醫藥領域相關的學術論文奉獻全球，並於2020和

2021兩年連續榮獲SPRINGER NATURE期刊優秀編輯獎，在大中華區域樹立了良好的學術

口碑，已成為全球中醫藥優秀學術成果發佈及多學科交流的重要國際化窗口，也是澳門中醫

藥學術發展的標誌性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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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政府近日公佈的「二〇二四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促進中醫藥大健康

產業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引入大健康及醫藥企業落戶，以及協助更多中成藥產品在澳門獲准上

市許可，並在深合區生產，開拓內地及國際市場。打造具影響力的澳門經典名方研製技術體系

和創新平台”。

爲了契合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更大作為推動“1+4”規劃有效落實，助力中醫藥大健康產

業在澳門蓬勃發展，由澳門基金會、澳門衛生局、澳門藥物監督管理局、澳門科技發展基金、

澳門大學支持，國際中醫藥學會主辦，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中華醫藥協會和中華醫藥學報編

輯部承辦的「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暨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將於2023年12月3-6日在

中國澳門召開。

本次論壇的承辦機構“澳門中藥研發中心”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批准創建的第一個科技創

新研發和產業轉化平台，平台已匯聚廣藥、華潤、國藥、招商等世界500強和片仔癀、達仁堂

和柳藥等醫藥100強藥業，中國中醫科學院和香港中藥研發中心等頂級研發機構，共同創建產

學協同創新共同體。“中華醫藥協會”是澳門特區政府批准建立的非盈利的國際性專業社團，

匯聚海內外科學家、醫學家和企業家，共同推進中華醫藥傳承創新，促進澳門經濟產業多元

發展。

本次中華醫藥澳門論壇重點關注中華醫藥前沿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進行前沿專家報告；

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環節包括CHINESE MEDICINE雜誌編輯部編委會會議及青年學者

論壇。我們熱忱邀請有志於推動中華醫藥發展的各位專家學者彙聚濠江，共研中華醫藥發展

大計，搭建中醫藥成果「揚帆出海，走向國際」的平臺。

二、會議時間和地點

會議時間：2023年12月3-6日

會議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大學科研大樓N22座，G002會議廳/9031會議廳

三、會議住宿

澳門特別行政區，氹仔，葡京人酒店

四、會議交通

12月4日（星期一，多雲，19-23度）

08:40：一輛37座大巴車 （葡京人酒店 → 澳門大學N22）

18:00：一輛32座大巴車，一輛19座中巴車 （澳門大學N22 →葡京人酒店）

12月5日（星期二，局部多雲，21-24度）

08:55：一輛32座大巴車 （葡京人酒店 → 澳門大學N22）

18:15：一輛37座大巴車 （澳門大學N22 → 百老匯福龍餐廳）

20:30：一輛32座大巴車 （百老匯福龍餐廳 → 葡京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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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壇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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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3日（星期日）

10:00-22:00 来宾報到（澳門 氹仔 葡京人酒店 大廳接待處）

2023年12月4日（星期一）地點：澳門大学科研大樓N22-G002會議廳

09:30-10:00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開幕式 主持人：秘書長王一濤 講座教授

09:30-09:55

嘉賓致辞

專題發言

致歡迎辭：

謝志偉博士：國際中醫藥學會理事長、澳門大學校董會榮休主席

嘉賓致辭：

吳志良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员会主席

羅奕龍博士：澳门特別行政區衛生局局長

蔡炳祥博士：澳门特別行政區藥物監督管理局局長

謝永強博士：澳门特別行政區科技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

宋永華教授：澳門大學校長

莫 蕙教授：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合作中心(澳門)主任

王國辰先生：中華中醫藥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李 昱先生：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吳 憲先生：中國中藥協會常務副會長

主題發言：

王一濤教授：國際中醫藥學會秘書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主任

09:55-10:00 全場來賓合影

10:00-11:20 主旨演講（一） 主持人：李 鵬 教授

10:00-10:30

陳士林 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

國際欧亞科学院院士、成都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

創建中藥研究底層核心技術

10:30-10:55

馮奕斌 教授（香港大學）：

從中藥裡發現抗腫瘤藥物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 from Chinese Medicines

10:55-11:20
范驍輝 教授（浙江大學）：

單細胞與空間組學資料整合方法研究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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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10 主旨演講（二） 主持人：陸金健 教授

11:20-11:45
甘 勇 研究員（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

口服創新製劑的探索與實踐

11:45-12:10
趙新鋒 教授（西北大學）：

中藥新藥研發中的親和分析技術

12:45-14:45 工作午餐（澳門大學 N1萬豪軒餐廳）

15:00-16:15 主旨演講（三） 主持人：林理根 教授

15:00-15:25
梁瓊麟 教授（清華大學）：

類器官/器官晶片新技術與中醫藥現代研究

15:25-15:50
畢惠嫦 教授（南方醫科大學）：

中藥五味子的保肝作用及其他

15:50-16:15
萬建波 教授（澳門大學）：

中藥三七：從質量控制到植物防禦研究

16:15-16:35 茶歇

16:35-17:50 主旨演講（四） 主持人：景王慧 教授

16:35-17:00
潘挺睿 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Devices

17:00-17:25
呂海濤 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多模態分子科學融合驅動的功能代謝組學轉化醫學研究

17:25-17:50
林志秀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創新皮炎方治療銀屑病的臨床前評價

18:30-20:00 晚餐（葡京人酒店餐廳）

2023年12月5日（星期二）

09:30-12:00
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1）Chinese Medicine杂志編委會會議

會議地點：澳門大學科研大樓N22座9樓9031會議廳

09:30-09:35 主編 王一濤 講座教授 致辭

09:35-09:45 頒發優秀編委和青年編委證書

09:45-10:15 執行主編 萬建波 教授 介紹Chinese Medicine雜誌工作進展

10:15-12:00 編委發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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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4:30 工作午餐（澳門大學N22座9樓）

14:30-17:00

主旨演講（五）

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2）Chinese Medicine青年學者論壇

會議地點：澳門大學科研大樓N22-G002會議廳

14:30-15:50 主持人：楊豐慶 教授

14:30-14:50 
吳嘉瑞 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

基於整合大資料的中成藥再評價研究策略與實踐

14: 50-15:10
郭明全 教授（中國科學院寧波材料所）：

中藥活性成分的多靶標篩選和作用機制研究

15:10-15:30
郭宏偉 教授（廣西醫科大學）：

中藥荔枝核抗腫瘤基礎研究

15:30-15:50
許 軍 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硫磺熏蒸對中藥材質量的影響

15:50-17:30 主持人：吳嘉瑞 教授

15:50-16:10
楊豐慶 教授（重慶大學）：

磁性固相萃取在中藥成分分析中的應用

16:10-16:30
方進波 教授（華中科技大學）：

基於上市維藥寒喘祖帕顆粒的創新藥物發現與臨床新定位

16:30-16:50
姚 麗 教授（哈爾濱醫科大學）：

基於多組學技術解析經典名方枳實薤白桂枝湯防治肺動脈高壓的作用機制

16:50-17:10
格桑羅布 先生（甘露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西藏藏醫藥產業發展現狀與科技需求

17:10-17:30
景王慧 教授（西安交通大學）：

基於腸道菌群調節挖掘中藥治療IBD的潛力

18:30-20:00 晚餐（福龍葡國餐廳）

2023年12月6日星期三

嘉賓返程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暨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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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五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

一、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簡介

爲踐行“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中央決策部署，落實《「十四五」中醫藥發展

規劃》提出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措施，促進澳門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爲切入點的大健康産業

發展，立足澳門、攜手灣區，建立海內外中醫藥創新創業青年才俊生態社群，持續推動澳門中

藥研發中心與更多內地優質藥企進行產學研合作，共同重點推進中醫藥事業發展，形成“品種

─品質─品牌”的縱向科技轉化體系，服務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特此舉辦「2023第五屆中華醫

藥創新創業大賽」。

大賽由澳門基金會支持，國際中醫藥學會主辦，澳門中藥研發中心和中華醫藥協會承辦，

特邀海內外著名的醫藥學家、企業家、金融家、私募基金、天使投資人、證券分析師等擔任大

賽路演評審嘉賓。

本次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的舉辦，不僅可爲創新創業的中華醫藥青年才俊提供科技成

果的轉化平臺，強化澳門中藥研發中心協同創新機制，也爲創新企業和投資界薈萃中華醫藥創

新苗頭和研發轉化精品，同時促使澳門成爲在全球中醫藥創新領域引人矚目的「一國兩制」科

技研發和成果轉化成功實踐亮點，更爲推動和拓展中華醫藥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高質量發展發揮

引領作用。

二、大賽歷史沿革

自2019年以來，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國際中醫藥學會已成功舉辦了四屆中華醫藥創

新創業大賽。過往四年，逾百個參賽團隊攜中醫藥項目，群雄逐鹿，同場競技，賽出風彩，賽

出水準、賽出友誼。歷屆參賽項目備受世界500強、中國醫藥百強和上市公司等頂尖企業關注

和青睞。新冠疫情之後，百業待興，中醫藥事業將迎來發展的春天。2023年，我們如期在澳

門舉辦第五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

三、會議交通

12月5日（星期二，局部多雲，21-24度）

08:20：一輛32座大巴車 （葡京人酒店 → 澳門大學N22）

20:30：一輛32座大巴車 （澳大萬濠軒餐廳 → 葡京人酒店）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INHERITING INNOVATION  ·  R&D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MACAO  ·  GOING GLOBAL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
Macao Forum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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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賽評審規則

本次大賽擬向国内外著名大學和中醫藥院校徵集參賽項目計劃書；參賽者基

于團隊開展的中醫藥研發項目，遴選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潜在轉化成果，幷介紹

其研發思路與市場應用前景；大賽擬採用「初評+決賽路演」的方式進行。大賽

將爲來澳的評審專家和參賽人員提供資助，幷對參賽的優秀項目給予獎勵。如本

單位有參賽项目的評審專家，將會回避本單位項目評審。

五、大賽獎項設置

六、本屆參與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1.高等學府：

香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中醫科學院、重慶大學、暨南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

江西中醫藥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廣西中醫藥大學

福建中醫藥大學、遵義醫科大學、澳門大學

2.藥業集團：

廣藥集團、華潤三九、片仔癀、達仁堂、柳藥集團、中智藥業

國藥集團、東陽光集團、喜鵲醫藥、甘露藏药、華醫文創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INHERITING INNOVATION  ·  R&D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MACAO  ·  GOING GLOBAL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
Macao Forum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獎項 證書與獎勵

一等獎 證書與獎盃；《CHINESE MEDICINE》見習青年編委資格；總獎金30,000澳門幣

二等獎 證書與獎盃；《CHINESE MEDICINE》見習青年編委資格；總獎金20,000澳門幣

三等獎 證書與獎盃；《CHINESE MEDICINE》見習青年編委資格；總獎金10,000澳門幣

優異獎 證書與獎盃；《CHINESE MEDICINE》見習青年編委資格；總獎金 5,000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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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賽日程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INHERITING INNOVATION  ·  R&D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MACAO  ·  GOING GLOBAL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
Macao Forum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2023年12月4日星期一

15:00-22:00 特邀評審專家、參賽選手報到與註冊 葡京人酒店

2023年12月5日星期二

09:00-09:05
開幕式

國際中醫藥學會秘書長王一濤教授致開幕辭

澳門大學

科研大樓 N22

G002會議廳

司儀：徐昕

09:05-09:10 合影

09:10-10:40 決賽項目路演（上半場）

10:40-10:50 茶歇

10:50-12:20 決賽項目路演（下半場）

12:20-12:35
特邀演講《產學協同創新，推進中藥研發與轉

化》

12:35-12:50 決賽結果匯總 / 決賽頒獎儀式

13:00-14:00 工作午餐

14:00-14:30 參觀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中藥國重實驗室（澳大） 澳門大學N22座5-6-8F

14:30-17:30 CHINESE MEDICINE青年學者論壇 澳門大學N22-G002廳

18:00-20:00 交流晚宴 澳門大學N1萬豪軒餐廳

2023年12月6日星期三

嘉賓及參賽選手返程

第五屆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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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委員會(姓氏拼音為序)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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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
Macao Forum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評審委員會主席

陳士林 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

評審委員會副主席

郭海彪 高工 廣藥和黃中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孫明強 博士 華醫文創董事長

張 彤 先生 信能資本創始合夥人

評審委員會委員

鄧 雯 女士 中智藥業經理

高紅偉 教授 廣西中醫藥大學研究員

格桑羅布 先生 甘露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景王慧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教授

李 鵬 教授 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副院長、澳門中藥研發中心副主任

劉阿平 女士 中國藝文出版社社長

錢正明 博士 東陽光集團主任中藥師

宋月林 教授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

王勝鵬 教授 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澳大）、澳門中藥研發中心副主任

伍柏堅 先生 廣藥王老吉藥業研究所所長

肖 英 女士 甘露藏醫藥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國藥集團派駐援藏幹部）

楊豐慶 教授 重慶大學教授

張在軍 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喜鵲醫藥副總經理

張躍飛 高工 華潤三九中藥口服製劑國地聯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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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決賽項目（路演順序已隨機抽簽產生如下）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INHERITING INNOVATION  ·  R&D TRANSFORMATION 
EMPOWERING MACAO  ·  GOING GLOBAL

2023中華醫藥澳門論壇
Macao Forum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序 參賽項目 推薦機構

1 中醫香療產業體系的構建及應用 江西中醫藥大學

2 治療腫瘤放化療白細胞減少症的參白納米混懸劑的研製 福建中醫藥大學

3 藥食同源“大建中湯”及有益菌“乳桿菌屬”聯合制品的開發 西安交通大學

4 轉化熊膽粉解酒膠囊 遵義醫科大學

5 鳳鳴清潤喉系列產品 澳門大學

6 智能藥物探索：基於深度神經網路DNN驅動的化學計量學特性預測系統 香港大學

7 富含稀有皂苷Fd的三七葉總皂苷的植物源農藥開發 澳門大學

8
清肺排毒湯的開發轉化、體內過程及其干預“寒濕疫毒證”肺炎小鼠模型

作用機制研究
中醫科學院中藥所

9 創新藥物安利酯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的臨床前研究 廣州喜鵲醫藥

10 一種基於中醫臨床療法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的多單元藥物劑型的製備及應用 澳門大學

11 瑤族油茶風味固體飲料 廣西中醫藥大學

12 白頭翁皂苷注射液治療仔豬腹瀉新獸藥開發 廣西中醫藥大學

13 複方板藍根顆粒的改良開發及“內地-澳門”雙報轉化 廣藥白雲山和黃

14 安吉白茶活性成分在睡眠調理中的應用及產業化 浙江中醫藥大學

15 基於膽鹽-卵磷脂仿生載體的麝香酮納米膠束研發 北京中醫藥大學

16 一種用於痰濕體質肥胖人群的固體飲料產品研發 南京中醫藥大學

17 基於泛GPCR藥物高通量篩選平臺——創建中藥研發新基石 成都中醫藥大學

18 “伊人顧”面膜粉 澳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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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評分細則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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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分細則 % 項目得分

項目簡介

• 準確定位之產品、概念產品、技術服務

• 項目的獨特性、創新性、領先性

• 針對解決的問題及實現產業化的可行性

10

市場描述
• 市場現狀、發展趨勢

• 競爭環境、目標定位
10

行銷策略 • 根據項目特點，制定合理的行銷策略 10

融資財務
• 資金來源、資金運用

• 盈利模式、盈利能力
10

團隊管理

• 參賽團隊成員背景介紹

• 團隊參與成員明確分工

• 團隊協調發展組織架構

10

發明專利
• 項目擁有創新專利的優勢

• 項目擁有獨家專利的數目
10

獲獎情況
• 項目曾獲得國際級、國家級、省部級等創新創業

大賽獎項及榮譽
10

路演展示

• PPT：內容完整，重點突出，美觀大方

• 演講：儀錶整潔，語言流暢，表現得體
20

• 問答：思路清晰，邏輯嚴密，回答清楚 10

總分 100



十一、往屆風采

中國 • 澳門

2023年12月3-6日

傳承創新 研發转化
助力澳門 拓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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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林 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成都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

陳士林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

首席研究員、成都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榮譽教授，兼任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合作中心

主任， CGCM（中藥全球化聯盟）副主席、中國質量協會中藥分會會長等；為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

新團隊計劃”創新團隊負責人，兼任日本東京藥科大學客座教授、美國藥典傳統中藥咨詢組委員等。獲

得第二屆全國創新爭先獎章。陳院士創建了基於ITS2的中草藥DNA條形碼鑒定方法體系，被評為2016

中國十大醫學進展。完成並編著《中國中藥材產地生態適宜性數值區劃》，避免中藥材盲目引種栽培；

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3項。獲國家發明專利和美國專利授權38項，發表論文500余篇，其中SCI論文

300余篇，包括國際著名期刊Nature Plants等，論文被引用3萬余次。入選Elsevier高被引中國學者榜單

和“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19）”。

報告題目：創建中藥研究底層核心技術

馮奕斌 教授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馮奕斌教授，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醫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專業方向為藥理學、中藥藥理

學、中藥毒理學和中醫內科學，尤其關注並主要從事中醫藥防治腫瘤和肝腎及糖尿病的基礎和臨床研究，

也專注於所研究領域的保健品、藥物研發以及新治療方法開發應用。馮奕斌博士的研究興趣是中藥在惡

性腫瘤、內分泌代謝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臨床應用規律的探討；對中藥單方、複方及其活性成分

的藥理作用、作用機制和安全性進行評價。Chinese Medicine高級顧問，兼任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委

員、香港醫院管理局中藥委員會委員、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成藥註冊評審專家組專家、香港註冊中

醫學會常務委員。過去連續六年被列為香港大學引用率最高的頂尖1%的學者之一。

報告題目：從中藥裡發現抗腫瘤藥物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 from Chinese Medicines)

附件 主旨演講嘉賓簡介(按發言順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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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長三角智慧綠洲創新中心主任，
兼任現代中藥創制全國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國家藥典委員會委員等。主要從事中藥系統生物學研究。先
後主持“重大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澳大利亞NHMRC ideas grant、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課題
20餘項，以第一或通訊作者在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Cell Genomics,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
發表SCI 收錄論文100 餘篇，授權發明專利和軟件著作權40 餘件。獲中醫藥十大學術進展（2022）、
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2 項（排名3/15、5/15）等科技獎勵。擔任《中國藥典（英文版）》編委以及
Chin Med、Exp Bio Med、J Nat Med等多本SCI期刊副主編/編委；兼任國際MAQC學會候任主席、中
華中醫藥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委、中西醫結合學會臨床藥理與毒理專業委員會副主委等。

范驍輝 教授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報告題目：單細胞與空間組學資料整合方法研究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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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勇 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

甘勇，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中國藥

學會工業藥劑專業委員會及藥用輔料專業委員會委員、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評審專家、

藥典委委員。任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Asi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Chinese

Chemical Letters等期刊編委。主要圍繞新型藥物載體製劑的設計及其克服複雜生理屏障機制開展研究，

先後在Science Advances、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國內外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100餘篇。在高端製

劑轉化及產業化方面，理性化設計製備多個創新製劑，獲得新藥臨床批件16項，研發上市創新製劑7項。

曾獲科技部中青年創新領軍人才、中國藥學會-以嶺生物醫藥青年獎等榮譽。

報告題目：口服創新製劑的探索與實踐

21

趙新鋒 教授

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新鋒，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藥學會藥物分析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中醫藥資訊學會科

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分會常務理事，陝西省中藥生物科技研究會副會長，《Chinese Medicine》等雜誌編委。

主要從事中藥分析新方法的建立及應用研究，開展了以藥物活性成分多靶點辨識為目標的受體色譜創建研

究和應用研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5項，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子課題、省部級重點研發計畫和企業

委託專案等科研專案20項，獲中國發明專利授權5項（3項已轉化）；出版教材和專著各1部，在Science、

JACS、Chem. Sci.、Biosens. Bioelectron. 等雜誌發表論文80餘篇；獲省部級科學技術獎一等獎等獎項5

項，國際PCT及中國發明專利9項（2項使用權轉讓；獲陜西省科學技術一等獎2項、陜西高等學校科學技術

一等獎4項；獲西部藥學之星、陜西省中青年科技創新領軍人才和西安青年科技人才等榮譽稱號。

報告題目：中藥新藥研發中的親和分析技術

梁瓊麟 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梁瓊麟，清華大學長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中藥現代化研究中心（國家中

醫藥管理局中藥化學三級實驗室）主任，化學系黨委書記。兼任中國醫藥生物技術協會藥物分析技術分

會秘書長、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方藥量效研究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藥理學會分析藥理學專業委員會

常務委員、北京理化分析測試技術學會副理事長兼青委會理事長。研究方向聚焦於類器官與器官芯片、

多組學分析及其在藥學與中醫藥現代化研究中的應用。在包括Lab Chip, Anal. Chem., Nat. Protoc., Adv.

Mater., Cell，PNAS等學術期刊發表SCI論文250余篇，獲授權發明專利20余項，合作獲得國家科技進

步二等獎3項及多項省部級科技獎勵。

報告題目：類器官/器官晶片新技術與中醫藥現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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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惠嫦 教授

南方醫科大學藥學院院長
國家傑青/優青獲得者

畢惠嫦 教授，國家傑青/優青獲得者；南方醫科大學藥學院教授、博導、院長，廣東省新藥篩選重

點實驗室主任。專註於內/外源物代謝調控對疾病及合理用藥影響的研究。主持國家各級課題20多項。

已發表中英科研論文150多篇，以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在Hepatology, Cell Death Differ等發表SCI論文

100多篇。主編並出版專著5部，參編7部。目前擔任中國藥理學會臨床藥理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藥理學會分析藥理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藥理學會藥物代謝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

省藥理學會候任理事長等學術兼職。擔任5本SCI期刊編委。獲2014年中國藥理學會-Servier優秀藥理學

者獎、2018年國際代謝學會（ISSX）亞太青年學者獎（2018 ISSX Asia Pacific New Investigator

Award）、2021年美國藥理與實驗治療學會（ASPET）、2023年廣東省丁穎科技獎。

報告題目：中藥五味子的保肝作用及其他

萬建波，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教授、課程主任，2008年獲澳門大學生物醫藥專業博士學位。

赴哈佛醫學院麻省總院脂質醫學與技術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擔任國家藥監局海洋中藥質量研究與

評價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澳門產品優質認證委員會委員、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中藥專業委員會

委員、中國藥理學會—分析藥理專業委員會委員、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學術兼職。主要從事中藥質

量系統評價及代謝組學研究，發表SCI論文200余篇，引用超過6200余次，h-index 44 。獲2020年世界

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藥國際貢獻獎”一等獎（第三作者），連續三年（2021-2023）入選全球Top

2%科學家年度榜單。擔任《Chinese Medicine》學報執行主編。

萬建波 教授

澳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Chinese Medicine執行主編
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博士課程主任

報告題目：中藥三七：從質量控制到植物防禦研究

潘挺睿教授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院和英國皇家化學

學會Fellow，國家高層次人才計劃入選者，歸國前為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終身正教授。他於2009年

創立了加州大學“宏偉”國際研究交流計劃並任主任教授。潘教授所帶領的科研團隊於2011年在國際

上首次提出柔性離電傳感機理，目前已成為第四代柔性觸覺感知的核心技術。潘教授團隊在高水平期刊

和會議雜誌上發表論文超過100餘篇，並獲得了20余項國際專利授權。鑒於潘挺睿教授在其領域取得的

突出學術創新貢獻及科研轉化成果，他榮獲了包括美國科學基金會傑出青年獎和科技前沿創新獎，施樂

基金會獎、全球消費電子創新獎、加州大學傑出貢獻獎和傑出青年教授獎、中國自然科學基金海外合作

基金、中國創新創業大賽一等獎等諸多重要獎項。

潘挺睿 教授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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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教授(終身)/博士生導師，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課題組長、

組學與疾病全國重點實驗室(上海交大)課題組長，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FRSC）, 英國皇家生物學會會

士（FRSB），上海交通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院士專家工作站（專家級）首席專家，Faculty Opinions

(F1000)特聘專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重慶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助理院長，美國華盛頓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等。主要研究方向為生命健康交叉科學應用驅動的下一代功能代謝組學研究。主持國家重

點研發計劃課題等10多項課題；權威雜誌發表SCI檢索論文58篇，ESI高被引4篇。兼任中國生物物理學

會代謝組學分會副秘書長和廣東藥理學會藥物代謝專委會副主任委員等；任Pharmacological

Research-Section主編，Chinese Medicine編輯部副主任等；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和科技部重大人才計劃

終審專家。

呂海濤 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教授(終身)/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多模態分子科學融合驅動的功能代謝組學轉化醫學研究

吳嘉瑞，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青年岐黃學者，現任國家中醫藥發展與戰略研究

院中醫藥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大學人事處副處長，兼任澳門中藥研發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民族

醫藥學會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分會執行會長，中國藥學會藥物流行病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學術職務。

主要從事基於精準網絡藥理學和臨床大數據的中藥上市後再評價研究。以第一完成人獲得中國藥學會科

學技術獎一等獎、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科技獎一等獎、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科技獎二等獎，獲得第八屆

“樹蘭醫學青年獎”，當選“科學中國人年度人物”，並獲得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青年創新人才獎和中國

藥學會生物醫藥青年獎，發表論文500餘篇，其中SCI論文140篇，9篇論文入選ESI高被引或“領跑者

5000”，累計超過300萬字，獲得發明專利、軟件著作權20餘項。

吳嘉瑞 教授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家青年岐黃學者

報告題目：基於整合大資料的中成藥再評價研究策略與實踐

林志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教授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西醫結合

醫學研究所所長，香港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務委

員，香港中藥藥理學會創會會長，香港註冊中醫師，第十二屆國家藥典委員會委員，第八屆海南省政協

委員。林志秀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治療胰腺癌、前列腺癌、老年癡呆、帕金森氏症、銀屑病和特應性皮

炎的中藥研發；針灸治療老年膀胱過度活動症、創新中草藥方治療特應性皮炎、中藥勾藤治療輕度認知

障礙、五子衍宗丸治療男性不育症和中草藥方治療老年腿抽筋等的臨床研究；治療甲亢和前列腺癌中西

藥相互作用的研究；中草藥植物化學；系統性評估中醫藥治療某些疾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林志秀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創新皮炎方治療銀屑病的臨床前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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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全教授現為中國科學院寧波慈溪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13年入選中國

科學院引進海外傑出人才計畫（A類），2023年入選寧波特優領軍人才、甬江人才工程創新個人。主要

研究方向為天然藥物化學生物學，主要基於色譜質譜技術、多組學方法進行天然藥物的多靶標篩選、活

性物質基礎與作用機理研究。2014年起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省部級重點專案等20餘項。已發

表SCI論文100餘篇，申請專利20餘項。2012年起先後擔任Phytochemical Analysis（SCI)，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SCI)，Chinese Medicine等6個雜誌編委或青年編委。中國生物醫藥技術協會

藥物分析技術分會委員, 中國植物學會植物整合組學分會委員等。

郭明全 教授

中國科學院寧波慈溪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中藥活性成分的多靶標篩選和作用機制研究

廣西醫科大學藥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國家青年岐黃學者。中國中藥協會中藥

發酵藥物專委會副主委，中華中醫藥學會臨床中藥學分會常委，中國民族醫藥學會方藥量效研究分會常

務理事，廣西中藥材產業協會副會長，廣西藥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美國密歇根大學和澳大利亞墨

爾本大學訪問學者。擔任“廣西中藥組效學重點研究室”主任、“廣西生物活性分子研究與評價”重點

實驗室常務副主任，“長壽與老年相關疾病”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課題組長（PI）。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3項，廣西重點研發項目、廣西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科研課題20餘項。發表相關論文80餘篇，

其中SCI收錄4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6部，授權國家發明專利8件，實施專利成果轉化1件。

郭宏偉 教授

廣西醫科大學藥學院副院長
國家青年岐黃學者

報告題目：中藥荔枝核抗腫瘤基礎研究

許軍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教授/課題組長/博士生導師，香港浸會大學深圳研究院副

研究員，南京中醫藥大學客座研究員，貴州中醫藥大學外方研究生導師。許軍博士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中

藥質量控制，特別是硫磺熏蒸加工炮製對中藥質量的影響。目前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香港研究資助

局優配基金、香港創新科技基金等10項課題。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SCI論文40餘篇，擁有4項中國及

美國發明專利。擔任Chinese Medicine和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青年編委。

許 軍 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硫磺熏蒸對中藥材質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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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豐慶 重慶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化工學院製藥工程系。2003年畢業于中國藥科大學，獲學士學

位（中藥學）。2009年加入重慶大學化學化工學院任教，2014年晋升爲教授。以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在

SCI收錄期刊上發表論文170餘篇（h-index 35）。中國專利7項。參與主編十二五規劃教材1部。參與

編寫外文專著5部。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爲光譜與色譜分析方法、分析樣品前處理、化學傳感檢測等。擔

任《Chinese Medicine》編輯部副主任，《Frontiers in Nutrition》、《Molecules》、《Separation

Science Plus》及《Clinical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編委，《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青年編委，《Biosensors》及《Sensors》等雜志客座編輯。

楊豐慶 教授

重慶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磁性固相萃取在中藥成分分析中的應用

方進波教授主要從事中藥藥效物質基礎及創新藥物品質控制方法研究。主持或參與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及國家重點研發計畫等專案多項。兼任世中聯李時珍醫藥研究與應用專業

委員會常務理事，中華中醫藥學會中藥鑒定分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通訊評審專家，教育部碩士學

位論文審評專家。曾於2012-2013、2017、2018年分別赴美國UIC/國立衛生研究院植物膳食補充劑研

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UCLA進修。人民衛生出版社藥學統編教材«生藥學»第七、八

版編委，獲3項發明專利授權，是Chinese Medicine，中草藥（中、英文版）青年編委; JEP, Analytical

Biochemistry，Fitoterapia等期刊審稿人;在Phytomedicine, Planta Medica，NP，JAFC，EP，APS等

期刊發表論文30餘篇。

方進波 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藥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報告題目：基於上市維藥寒喘祖帕顆粒的創新藥物發現與臨床新定位

姚麗博士，哈爾濱醫科大學藥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加州大學分子醫學藥理學系訪問學者。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藥功能代謝組學研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10多項課題，在Mass Spectrometry

Reviews、Phytomedicine等SCI檢索雜誌和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0多篇。榮獲黑龍江省中醫藥科學技

術一等獎、黑龍江省醫藥衛生自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等5項科技獎項。參編《生藥學》等6部醫學類高

等院校統編教材。兼任世界中醫藥聯合會中藥鑒定專業委員會理事，中國藥理學會中藥與天然藥物藥理

專業委員會委員，黑龍江省中醫藥學會臨床中藥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同時任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Pharmacognosy Magzine, Acupuncture and Herbal

Medicine及《中國藥理學通報》青年編委。榮獲優秀教師、優秀科技工作者、市青年五四獎章等稱號。

報告題目：基於多組學技術解析經典名方枳實薤白桂枝湯防治肺動脈高壓的作用機制

姚 麗 教授

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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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王慧，西安交通大學藥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省中醫藥優秀中青年科技骨幹人才。從

事中藥有效性和可控性的研究，近年來專註於中藥新藥開發，疾病狀態下（特別是炎癥性腸病）藥物代

謝/轉運系統變化及機制，以及基於腸道菌群的中藥整體性作用物質基礎研究，以及疾病狀態下藥物代

謝/轉運系統變化及機制和植物藥-西藥相互作用。論文獲得過“中國年輕科學家優秀獎”，第四屆國際

藥動學會（ISSX國際藥動學會/CSSX中國藥動學會 Workshop）學術演講比賽一等獎。目前主持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2項、國家科技部項目1項等10餘項課題；發表SCI論文40多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

Chinese Medicine SCI檢索雜誌的青年編委,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中藥專業委員會青年理事，陜西省藥

學會精準用藥專業委員會委員等。

景王慧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學藥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報告題目：基於腸道菌群調節挖掘中藥治療IBD的潛力

澳門大學講席教授，澳門中藥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藥典顧問。先後任成都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兼藥

學院院長。中國中醫科學院副院長兼中藥研究所所長、首批首席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究學科主

任。創建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第一個中醫藥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中藥研發中心。

首個國家973中醫藥專案首席科學家，主持國家攻關專案、國家自然重點、國家重點專項等20餘項。

發表SCI論文564篇，他引28256次，h-Index 88，發明專利23項，主編學術專著10餘部，全球高被引科

學家、2%ESI全球頂級科學家。培養博碩士130餘名（其中2%ESI全球頂級科學家12位）。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澳門教育功績勳章、澳門專業功績勳章。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澳門科技

特別獎，省部級科技一等獎5項、日內瓦國際發明金獎。國際中醫藥學會秘書長、中華醫藥協會籌委主

任、SCI中華醫藥學報主編。

主題發言題目：傳承創新研發轉化，助力澳門拓展國際

王一濤 講座教授

國際中醫藥學會秘書長、中華醫藥學報主編
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主任

格桑羅布先生，現任西藏甘露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負責開展西藏甘露藏醫

藥產業集團有限公司科技創新工作；同時兼任西藏自治區藏藥現代化技術創新中心主任、西藏自治區科

學技術協會常務委員、西藏自治區青年聯合會常務委員等職務。本科和碩士畢業於北京大學藥學院，主

要研究方向為藏藥現代化方向，重點開展已上市藏成藥功效二次開發、安全性評價、劑型改造等工作，

同時開展藏醫專門醫療器械的產業化開發工作。近5年，格桑羅布主要以中藥改良型新藥、中藥創新藥

的開發、藏藥材種植技術研究、藏醫專門器械研究等為主要方向，主持或承擔省部級課題8項，發表

SCI論文4篇，獲得發明專利7項、實用新型專利2項，實現科技成果轉化2項。

格桑羅布 先生

甘露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報告題目：西藏藏醫藥產業發展現狀與科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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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醫藥學會

簡 介

國際中醫藥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Medicine）是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注册成立的獨立非牟利學術團體，自2004年成立以來，

一直致力聯合世界各地醫藥研究力量，通過跨學科、跨學術及研究機構、

跨地區及國界的學術交流和合作，藉此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發

展。目前學會已集合亞洲、歐洲、北美洲及澳洲從事中醫藥研究著名大

學及研究機構爲團體會員。學會將繼續把世界各地各地中醫藥研究機構

及學者聯繫起來，組織及參與有關中華醫藥領域的學術活動，共同向中

醫藥國際化的目標邁進。爲配合澳門中醫藥發展，本學會立足澳門，努

力將澳門打造成國際中醫藥建設平臺。

學會旗下創辦幷運營SCI源期刊中醫藥學報Chinese Medicine，

2022年影響因子為4.9，五年影響因子爲6.0，已躋身于補充替代醫學

SCI雜志領域前列。此外，我們亦希望在推進中醫藥發展同時，讓世界

從另一個角度認識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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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聯繫人及電話：

李國棟博士 +853-65995744 +86-17765995744

李升可博士 +853-68866516 +86-19168866516

牛一鳴博士 +853-63867754 +86-17666007520

指導機構：資助機構：

主辦機構： 合辦機構：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