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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湖讲堂之学术
（化学）第122讲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9年5月6日

(周一)下午14:30

青山校区教二楼

2205

Advanced Carbon 
materials for 
clean energy 
applications

杨年俊 教授
德国锡
根大学

张琴
13212701359

沁湖讲堂之学术
（生命）第123讲

生命科学与健康
学院

   2019年5月6日
（周一)下午14:30

黄家湖校区
（100207）

structur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group
II introns

瞿国胜 教授
美国

Advaxis
公司

廖兴华
15071488832

沁湖讲堂之学术
（医学）第124讲

武汉科技大学
医学院

2019年5月7日
(周二)下午2:00

黄家湖校区教六
楼医学院学术报

告厅

药用植物和真菌来
源的天然产物及其
生物活性研究

张勇慧 教授
华中科
技大学

袁琼
18627005258

沁湖讲堂之学术
（医学）第125讲

武汉科技大学
医学院

   2019年5月7日
 (周二)下午3:30

黄家湖校区教六楼
医学院学术报告厅

气体信使分子一氧
化氮相关药物以及
心脑血管创新药物

研究

黄张建 研究员
中国药
科大学

袁琼
18627005258

沁湖讲堂之学术
（人文）第126讲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2019年5月8日
(周三)8:30-10:00

教四楼外国语学
院42301

基于中美贸易战话
语的批评认知语言

学研究
张辉 教授

南京师
范大学

肖文
68893677

沁湖讲堂之学术
（人文）第127讲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2019年5月8日
(周三)10:10-11:40

教四楼外国语学
院42301

以小见大论隐喻 向明友 教授
对外经
济贸易
大学

肖文
68893678

2018～2019学年第2学期第11周学术活动安排(1)



报告人简介

校科协

2018年5月6日

   张勇慧，男，1972年生。天然药物化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中
国中药和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主委)，国家CFDA新药审评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
金委回国人员专项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卫生部科研项目评审专家、湖北省药品注册专家库成员、武汉市科学技术局专家库成员。近5年分离鉴
定了天然产物1500 余个，新化合物520 余个，全新碳架化合物46 个，其中6个化合物被Nat. Prod. Rep.评为热点化合物，有药用开发前景
的天然产物或其衍生物20 余个。申请专利16 项，授权4 项。近5 年发表通讯作者SCI 论文72篇（其中IF＞10论文4篇，IF＞5论文23篇），
包括Angew. Chem.3篇(影响因子11.7)、Hepatology(11.7) 1篇、Chem. Sci.(9.1)1篇、Org. Lett.(6.7) 7篇、Brit. J. Pharmacol.(5.2)1
篇、Sci. Rep.(5.2)10篇、Carcinogenesis(4.8)1篇、J. Nat. Prod.(3.6) 8篇等。

          杨年俊，2005年获得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05-2008年先后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日本国立先进工业科技研究(AIST)

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2014年就职于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固体物理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并任生物传感器课题组组长。自2014年起工作于德

国锡根大学，任纳米材料课题组组长。主要致力于各种碳材料的化学气相合成及其在电化学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近些年在Chem. Soc.

Rev.、Energy Environ. Sci.、Angew. Chem. Int. Ed., Nano Lett., Nat. Commun等志上发表论文130多篇；出版系列丛书1部、专著4部、撰写书章节

9次。曾近30多次在国际大会做邀请报告、近50次在国际在国际大会做口头发表、50多次在大学或研究所做邀请报告。担任杂志Acc. Chem.

Res.、Small、Nanoscale、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Carbon、J. Electroanal. Chem.、Electroanalysis、Dia Relat. Mater、Physica status solidi (a)

等杂志的客座主编，任Sci. Rep.和Dia Relat. Mater等杂志的编委；是欧洲材料年会（E-MRS）分会主席、Hasselt金刚石研讨会及金刚石及碳材

料国际会议的委员会成员；组织主持召开国际会议10次。

         瞿国胜，男，美国 Advaxis 公司研发科学家（Scientist）。近五年（2013 起）主要学术成果：发现一种 GROUP II INTRON 细菌内含子

在原核和真核细胞中可以造成基因表达沉默及其活性机制，以及首次解析了这种内含子分子的高分辨率结构；在重要期刊共发表论文 6 篇，

其中 3 篇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发表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A. （第一作者）,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共同第一作者，排位第一）,及 eLife（第一作者及共同通讯作者）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NSMB 与 PNAS 论文被国际权威学者特约

撰文评论: 1. Joseph A Piccirilli & Jonathan P Staley, Reverse transcriptases lend a hand in splicing catalysis，Nat. Struc. Mol. Biol., (2016)23, 507-9.；

2: W. Ford Doolittle, The trouble with (group II) introns, PNAS, (2014)111(18), 6536-6537



   黄张建，男，1981年出生，博士，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3），江苏
省杰出青年基金（2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2018）等项目。黄张建主要研究方向为气体信使分子一氧化氮相关药物以及心
脑血管创新药物研究。近年在药物化学、化学及相关领域杂志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Chemical Science，Advanced
Materials，Cancer Research，Nano Letter等发表SCI科研论文50余篇，其中药物化学领域一区杂志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上发
表13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15项，已获授权6项，申请PCT专利4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子任务1项；2014
年获得中国药学会-施维雅青年药物化学奖，2014年江苏省双创计划团队核心成员，2016年江苏省“333”工程第三批培养对象。

    张辉，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会议评审专家，湖北省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秘书
长兼副会长，江苏省外国语言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熟语
理解的神经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加工的神经认知机制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事件相关
电位的汉语惯用语结构的认知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子项目“神经词汇学研究”。出版《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
、《认知转喻》（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认知语义学研究》和《熟语表征和加工的神经认知研究》（获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学术著作和教材10余部；在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Lingua,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外国语》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
、二语习得的研究。

    向明友，男，1966年生，博士，博士生导师，文科二级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惠园杰出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北省“楚天
学者计划”讲座教授。向明友教授1998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2-2003年间赴美国
卡内基-梅隆大学英语系作博士后研究。他曾长期担任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教育部长
江学者遴选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
究会ESP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语用学会理事。向明友教授长期从事语用学，功能语言学及外语教学研究，先后发表研究性论文40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教材、文集8部（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1项，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
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