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师范大学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介绍(十)
“新污染物环境效应及防控技术”团队以“新污染物的生物地球化学赋存特征描述 人群暴露干预

和风险削减措施制定 污染物协同削减技术研发”为主线,开展以下3方面的研究:1)新污染物生物地球化学

赋存和源汇分布,阐明新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归趋模式及毒理效应;2)新污染物和大气颗粒物环境暴

露和健康效应研究,系统建立不同典型人群对新污染物和大气颗粒物的内外暴露评估模型,揭示内外暴露分

布变化规律及健康危害效应,阐明污染物的暴露途径、代谢转化机制和剂量效应关系,并针对性地提出干预

措施;3)同步开展污染物源排放清单技术、生产过程控制和高级氧化、光电催化等为基础的高效污染物消除

技术研究,开发新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和治理技术.

团队带头人曹治国,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环境学院学位委员

会主任,国家优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河南省优秀青年科技专家,河南省高校科技

创新人才,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大气新污染物环境暴露及健康

效应相关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等国家和省部

级项目10余项,以第一或通信作者在EnvironmentalScience& Technology,En-

vironmentInternational,Journalof HazardousMaterials,Chemosphere 等期刊

发表论文50余篇,被引3300余次,授权专利10余件.



  “药物研究与开发创新”团队历经40多年不间断的发展,形成了一支职称、年龄、学缘等结构合理的

药物研究创新团队.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理念指导下,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带动产业技术重大突

破,推动行业升级.团队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大品种药物技术升级改造.在新药的研究

与开发方面,获新药证书4件,设计并开发了3类具有新型骨架的BTK抑制剂,筛选获得2个候选化合物,

与已上市的药物相比,具有更高活性、选择性、生物利用度,毒性小、半衰期长、用药窗口更宽以及能够通过血

脑屏障等优点.申请了PCT新药专利3件,已进入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临床前药效学、药代学和

毒理学标准化合规实验已完成,拟进行临床研究.在大品种药物技术升级改造方面,阿托伐他汀钙、曲克芦

丁、氯苯那敏等药物工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顺利实现了产业化应用,获得了多项科技成果奖励,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团队带头人姜玉钦,教授,博士,河南省科技创新杰出青年,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河南省药学会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手性醇类药物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化学制药及生物医用材料河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新乡市第九批优秀专

家,现任河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课程中心副主任.主持省部级项目3项,企业横

向项目5项,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2项.目前在J

MedChem,EurJMedChem 等国际顶尖期刊公开发表SCI论文20余篇,授权国际

靶向抗肿瘤新药专利3件,获候选药物2个,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5件,产业转化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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