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个人简介

于远望，男，1965 年 2 月 21 日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教授，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基础重点学科

生理学方向学术带头人职务，兼任中国生理学会中医院校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

省生理科学会常务理事。

1989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从事生理学教学科研与教学管理 29

年，先后主编、副主编教材和学术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60 余篇，参与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项，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3项，厅局级课题 6项。

张 琪，男，1977年 2月生，研究生学历，博士，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

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百名人才工程”学术带头人，陕西省中医脑病

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陕西省中医体质与疾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二级实验室血管神经生理学实验室主任，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神经

科学会和美国 AHA会员。Journal of Geriatric Cardiology杂志编委。

2007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生理学博士学位。2007 年至 2010 年在美国

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药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2010 年 10 月回国后，

在我校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主持教

育部重点项目 1 项。已在 Circulation Research，Hypertension等期刊发表研究论



文 35篇。研究成果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 3项，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 1项、咸阳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1项。

张 红，女， 1971 年 12 月出生，医学博士学位，三级教授，陕西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院长、医学科研实验中

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基础重点学科带头人，2016 年获批陕西

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兼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实验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等杂志编委。

2000 年 9 月毕业于遵义医学院获消化病理生理学专业硕士学位，2000 年 9

月至 2003 年 7 月就读于天津医科大学获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学位。2008 年

至 2009 年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医院胰腺病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陕西省科技厅重大基础研究专项 1项、省

部级厅局级课题 5项，以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发表科研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

录 9篇, 包括《J C I》《Gastroenterology》等国际一流杂志；研究成果获省

部级科技二等奖 3项、厅局级三等奖 1项。

应小平，女，1964 年 10 月 5 日出生，在职研究生，大学本科学历，医学学

士学位，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



198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医疗系，主要从事病理学教学科研

工作 30 年。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西京医院病理科研修 18 个月。

发表研究性论文 40 余篇，参编《病理学》教材 6部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参与省级、厅局级课题 30 余项，主持省部级、厅局级课题 4 项；曾荣获陕

西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师”， “评建工作先进个人”，“教师职业道德标兵”，

“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咸阳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优秀论文二等奖”“优

秀论文三等奖”等荣誉或奖励。

范 妤，女，1977 年 11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副教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咸阳市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陕西中医药大

学“百名人才工程”骨干教师，陕西省解剖学会会员。

2001 年毕业于延安大学医学院后在我校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工作至今，主要

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从事访问学者工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省

科技厅、陕西省中管局、教育厅及校内课题共 5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

中管局等课题 5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编写出版教材 2 部，研究成果获

得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咸阳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奖 2项，咸阳市科技进

步 1等奖；获批专利 1项 。

王小平，男，1972年1月出生，医学博士，三级教授，校特聘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现任国家中管局三级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二级分子病理学实验室



主任，校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分子病理学研究室”主任，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省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等职务。曾获陕西青年科技奖，市优秀科技工作

者，市优秀青年科技骨干及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目前担任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病理学工作者委员会委员，国际病理

学会（中国部）及亚太地区病理学会联合会理事，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理

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Journal of

Integrated OMICS》副主编，《Clinica Chimica Acta》（SCI）、《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SCI）杂志编委。

2001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获病理学医学博士学位。2006年在陕西中医

药大学从事病理学教学科研工作。2010年在欧洲塔尔图大学做访问学者，2011

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近 5年在国内外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其中 SCI收录 26篇，EI收录 12篇，ISTP收录 5篇，

Medline收录 20篇，参编专著 3部。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科技重

点项目、北京市教委科技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基金和陕西省教育厅科技项

目等 10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欧洲国际科技合作研

究计划 2项，厅局级课题 6项，以第一完成人先后获得咸阳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

一等奖 5项，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1项，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

等奖 1项，全国医药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陕西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二

等奖 2项，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

晁 旭，男，1972年 6 月 6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科研部

部长、转化医学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医药分会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标志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抗癌协会生物治疗委员会委员。

2010年 7 月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和第二附

属医院工作，主要从事肿瘤分子生物学与中医药防治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发表论



文 42余篇，其中 SCI论文 10篇。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级课题

5项，主持市级课题 6项。获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咸阳市科学

技术二等奖和三等奖各 1项、咸阳市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三等奖各项。获批国

家发明专利 1项。荣获咸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1次。

韩洛川，男，1963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陕西中医药

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79.7-1983.7西北农大，获学士学位。1983.7-1991.9商洛学院人生物学、

遗传学和生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和实验，1991.9-1994.7西农大生态学研究生，获

硕士学位，先后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省级课题1项，主持市级课

题3项。

李 军，女，1965 年 4 月 24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副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医学生物教研室主任及体质与疾病遗

传基础研究室主任职务，兼任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基因诊断学分会委员，陕西优生

优育协会胎教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5 年七月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学院中心实验室工

作，主要从事细胞培养工作。从陕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工作 20 年，先后参

与出版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课题 6

项，主持市级课题 1项,主持院内课题 2项。



闫平慧，男，1962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教授职称，陕西中

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常务理事。

1986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在校工作至今。主要从事

诊断学教学和相关科研工作。先后出版专著教材 15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

省部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王 宇，男，1982年 2月 8日出生，医学博士，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018年度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2005年于西安交通大学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同年保送直接攻读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学博士学位，2012年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陕西

中医药大学医学科研实验中心工作至今。2006年 8月至 2008年 8月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研究所蛋白质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修学习。

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1

项、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 2项。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8篇，其中

SCI收录 3篇，CSCD 4篇，核心 1篇；以通讯作者发表核心期刊 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