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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实验室高层次人才队伍情况

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工作，近四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7项、 2项、

2项。具体 如下：

        1. 张亮亮，基于核酸纳米结构信号放大元件的RNA可变剪接测定及原位荧光成

像研究，217750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8/01-2021/12，64万元，

        2. 张亮亮，线粒体靶向光动力治疗过程中活性小分子实时成像功能纳米探针研

究，21964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 ，2020/01-2023/12，40万元，



        7. 张亮亮，化学生物传感与成像，2019GXNSFFA245006，广西自然科学杰出青

年基金 ，2020/01-2023/12，60万元，

广西自然科学基面上项目，

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近四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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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生命过程与药物分析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自创

建以来一直瞄准生命分析与药物分析的研究前沿和现实需求进行创新和优化，在微

尺度生物分析研究、药物分析化学研究和诊断与治疗功能化探针的研究等领域取得

了一系列优秀成果，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

和中青年人才。在实验室建设期间，重点实验室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国内外高层次人

才的引进工作，在多年的引才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调整政策，不断总结经

验，探索和完善新兴人才的引进途径和管理方法。具体经验总结出以下五点：

1. 完善科研平台，吸引青年人才。

提高科研平台水平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基础，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的实践载体。

团队一直以来都在科研仪器和科研方向上对青年人才给予资助和引导，使青年人才

快速成展，不断提高科研成果的水平和质量，让个人和团队同时得到良好的发展，

避免了引才工作的盲目性。

2. “业绩成果+聘期任务目标”模式，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依托重点实验室的优势、特色学科平台，通过“业绩成果+聘期任务目标”模式，

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大力引进海内外高水平人才。

3. “传、帮、带”政策，帮助青年人才迅速成展。

对于高校教师，站好讲台和搞好科研同样重要。但是青年人才大多为高校应届

毕业生，在课堂授课能力以及科研项目撰写的经验存在不足。为此，聘请重点实验



室的资深教授为青年老师的指导教师，在基金申请书撰写和授课技巧方面给予指

导，促进了青年教师科研及教学能力的迅速成迅速成长。

4. “四大工程”行动计划，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以增强人才活力为核心，以实施学科领军人才培育“领雁工程”、拔尖人才培育

“独秀工程”、高水平创新团队培育“叠彩工程”、骨干教师海外研修“育才工程”为着力

点，落实人才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教师队

伍，为提升团队创新能力、推动高水平团队建设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和强大的

智力支撑。

5. 人才评聘与年薪制结合，激活人才活力和创造力。

加速推进人才工程，通过建立优秀人才年薪制，优化资源配置，在收入分配领

域进一步加大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的倾斜力度，建立和完善高层次人才分配激励

机制，优化完善优秀人才年薪制聘用管理，进一步激发人才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激

活团队活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以上人才培养与引进得力措施下，近四年共引进优秀博士3人、第五类人才层

次1人，分别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等国内 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团队输入新鲜血液，更充实了

团队的有生力量。在吸引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实验室注重团队原有骨干成员的培

养，评估期间原有实验室成员张亮亮教授获得广西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并

获得广西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第一完成人），黄勇教授获得广西自然科学一等奖

一项（第一完成人），侯丽及林天然博士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1项。原

有骨干成员与新引进的多位优秀青年人才共同努力，提升了团队综合实力，开拓了

团队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朝气蓬勃的科研团队，保证了重点实验

室的可持续发展。

3.2研究生培养情况

重点实验室自创建以来为本实验室的研究生培养提供了优秀的科研平台支撑，

目前在读博士研究生17人，硕士研究生51人，近四年已毕业博士研究生13人，硕士

研究生62人。在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及骨干成员的指导下，研究生在Science

Advance、Chemical Science、Analytical Chemistry、Chemical Communications等国际

权威期刊发表SCI学术论文一百余篇、授权发明专利5项，10位硕士生和4位博士生在

校期间获得了国家奖学金。部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内一流高校如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南大学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部分进

入高校、中学和企业工作，2018届至2021届的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到了95%以上，

为广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提供了优秀案例，为化学相关的社会各行各业发展提

供优秀的人才支持。

3.3本科生培养情况

本实验室也为本科生培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不但在毕业设计环节给予大

型仪器使用权，同时在大二、大三的各个阶段，也开放了科研实验室，由团队老师

带领学生参加了科研训练和科研竞赛，获得了佳绩。此外，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平台



也为学院非分析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提供测试支持，通过多年来的实验室建设和开放

使用过程，在促进培养学生方面成效显著。近五年，210位本科生相继进入不同高校

和科研院所深造。其中，2位本科生直接被录取为华中科技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博士研

究生，43位本科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及顶尖科研院所录取为硕士

研究生。

在重点实验室成员的指导下，评估期间本科生主持大学生创新项目10项，其中

国家级项目4项，区级项目6项；在Chemical Science、Analytical Chemistry、Chemical

Communications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SCI学术论文34篇和授权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各

1项；获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一等奖6项及二等奖3项，广西高校

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一等奖1项及二等奖3项，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化工类学术

创新成果大赛一等奖4项、二等奖2项及三等奖1项，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三等奖1项、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1项、校级创

新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及银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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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器设备使用、开放共享情况

实验室拥有总值3300万元的一系列国内外先进仪器设备，包括双光子激光共聚

焦(CLSM)多光谱光声断层扫描系统、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液质联用仪、超导

核磁共振仪、流式细胞仪、圆二色谱仪等，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均在投入使用中，

总体运行良好，为实验室固定成员顺利开展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

实验室仪器设备均配备管理专员，负责管理、维护及培训使用人员操作。仪器

使用采用网上预约方式以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利用效率，其中高频使用仪器设备



如液质联用仪利用率达

为了更好地进行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仪器设备效能，本实验室将大型仪器加

入广西师范大学仪器开放管理平台 ( 广西师范大学仪器开放管理平台网

址：http://yiqi.ce.gxnu.edu.cn/)进行统一管理和运行，并在平台及时添加、发布新购

仪器信息，对校内和校外单位如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医学院开放，以促进不同学

科、不同学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实现开放共享，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平台的利用

率。

2. 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备

为满足日益提升的科研需求，实验室成员成功搭建纳米孔道单分子检测系统并

委托技术公司进行开发，现已交付使用。同时，实验室购置了总值约300万元的新型

仪器设备，包括荧光磷光发光光度计、高效毛细管电泳仪、荧光/化学发光成像系

统、微流控荧光检测仪等，以便为实验室固定成员及科研工作者提供更优质的平台

及服务。













目前现存问题：

(1)标志性科研成果较少。实验室现已取得部分标志性科研成果，相关成果已转

化为科研仪器或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如：Science Advance、Chemical Science

等）上，但标志性成果数量不多。

(2)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欠缺。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中现有“八桂学者”、省级杰出

青年等高水平学术带头人，但尚无两院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高层次

人才。

(3)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有待提升。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挖掘不够，产学研合

作体系有待进一步深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需进一步加强。

改进计划与措施：

(1)坚持特色创新，改进科研评价导向。坚持实验室现有研究特色，聚集重大原

创性基础研究，突出创新性成果评价，鼓励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团队合作，扩大实

验室科研影响力。

(2)内培外引，优化人才结构体系。建立健全青年人才成长体系，培养青年科研

人员创新思维，以合理的晋升制度引领青年科研人员成才。创建适宜科研环境，提

高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组建高端人才队伍及科研团队。

(3)提升成果转化力度，建立多渠道“产学研”深度融合模式。完善科技成果评价

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效益，注重引导横向项目申请。加强与政府、企事业

单位沟通，开展面对市场需求的研究课题，提倡发展产业所需核心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