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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招聘启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生殖健康和创新细胞技术研究，为 A 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一

大批顶尖的学术大师和中青年领军人才、高水平的科研平台、世界领先的优势学

科和浓厚的学术创新氛围。 

实验室为支持青年学者学术生涯发展，培育干细胞与生殖科学领域拔尖人才，

设立博士后长期招聘计划，待遇优渥，欢迎致力于科研创新的青年才俊加入。 

一、实验室简介 

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由我国生殖生物学奠基人张致一院士

创办，始建于 1991 年，主要从事干细胞生物学、再生医学、生殖生物学、前沿

生物技术等相关基础、应用基础及应用转化研究，是我国相关领域创新研究和高

级人才培养的基地。实验室现有 20 位独立 PI，全部为国家和中科院高端引进人

才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实验室目前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先导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 200 余项，年均科研经费 8000 余万元；2016 年以来以通讯作者单位发表

SCI 论文 352 篇，其中 IF≥9 论文占比约 20%，一区论文占 74.5%。实验室科研

设施实力雄厚，设有影像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生物信息学等 9 个仪器平

台（总价值超过 2 亿元）和完备的动物模型实验平台（小鼠、大鼠、猪及非人灵

长类等）。实验室在不断推进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

对于具有知识产权或技术进行商业转化潜力的科研方向，实验室提供专业的转化

咨询服务，实现科研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保障科研人员的价值分

享。目前已有多项核心技术申请了国内外专利，近两年已达成转化金额近 3 亿

元。 

博士后已逐渐成为实验室前沿科学创新的核心成员，2016 年来在 Science、

Nature、Cell 等 IF≥20 高水平期刊发表的 16 篇论文中，第一作者（含共一）为博

士后的占比超过 30%。实验室大力支持博士后申请各类科研和人才项目，为具有

科学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提供全方位支持，着力将博士后培养为独立的青年领军

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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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聘条件 

1、近三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博士期间或近三年内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过 SCI 论文，已发表过较高水平研究论文者优先考虑。 

2、专业知识扎实，熟练掌握博士学习领域相关的实验技术； 具有良好的英文阅

读、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 

3、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兴趣，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4、诚实、富有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 身体健康，能稳定工作。  

注：实验室合作导师简介和博士后招聘的其他需求见附件。 

三、相关待遇 

1、 普通全职博士后入站后即可申请“中科院特别研究助理人才计划”，年薪可至

中科院北京分院副高级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税前年收入约 24 万元）；特别优

秀者合作导师可另行增加奖励绩效；博士后入站后还可依照规定申请“国家

重点实验室博士后人才计划”，补助税前年薪 6 万元，可滚动支持。（目前实

验室第一梯队博士后税前年收入可达 40-50 万，并不设上限）。 

2、 入站后可将户口迁入中科院动物所（北京市）集体户口。 

3、 缴纳五险一金。 

四、应聘材料 

1、个人简历、各类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2、学术及科研成果材料：代表申请人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论文、专著、

专利或奖励等。 

3、博士后工作期间的研究计划。 

4、至少 2 名专家推荐信（含推荐人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其中一名推荐人须

是申请人的博士导师。 

五、应聘程序  

1、应聘者将相关材料发送至实验室邮箱（srlab@ioz.ac.cn），邮件主题请注明“博

士后应聘+姓名+拟合作导师”； 鼓励申请者与意向合作导师提前联系。申请

材料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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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综合考察应聘者材料，在收到申请后两周内邮件回复初审结果。通过

初审者将参加面试。  

3、申请截止日期：6 月 30 日（第一批）；8 月 31 日（第二批）；11 月 31 日（第

三批）。 

4、联系电话：010-64807312（宁老师）  

 

附件：拟合作导师简介和博士后招聘需求 

序

号 
合作导师 研究方向 导师简介 博士后招聘需求 

1 

 

韩春生研究员 

邮箱：
hancs@ioz.ac.cn 

电话：64807105 

1）精原干细胞增

殖与分化的分子

机制 

2）减数分裂启动

的表观遗传调控 

3）精子发生的基

因调控网络 

韩春生研究员实验室致力于哺乳动物

精子发生的体外模型的建立和分子机

制的研究，建立了诱导长期培养的小

鼠精原干细胞启动减数分裂的体外模

型，利用多种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

系统地研究了精子发生过程中基因表

达调控的基本规律，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 Commun、Nucleic Acids Res、Stem 

Cell Rep 等主流期刊。已经培养和正

在培养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共 30 多名，

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讲授生物信息

学和生殖生物学，曾获“朱李月华优秀

教师奖”和院级优秀课程奖。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在分子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

遗产学或生物信息学

任何一个专业具有扎

实的博士学习训练；

具有严谨的科学思

维、良好的沟通技能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热爱科研、诚实守

信、务实高效。 

2 

胡宝洋研究员 

邮箱： 

byhu@ioz.ac.cn 

电话：64806251 

1）干细胞与神经

再生 

2）神经退行性变 

3）干细胞医学转

化 

胡宝洋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筹）执行院

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

长，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研究。重点关注脑发育与疾病、

干细胞分化及临床应用等问题，围绕

脑发育及调控的进化特性、神经系定

向分化机理、分化细胞的临床应用等

方面取得系列重要成果。在 Nature、
Science、Cell Stem Cell、PNAS、Cell 

Res 等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40 余篇，

获美国专利 2 项，中国专利 1 项。 

数量：若干名 

专业要求：从事发育

生物学、干细胞生物

学、再生医学、组织

工程等专业方向。 

3 

黄仕强研究员 

邮箱：
huangsq@ioz.ac.c

n 

电话：64807869 

1）调控肌肉衰老

与再生的药物 

2）调控肌肉衰老

与再生的代谢物 

3）研究细胞各状

态的小分子探针 

黄仕强研究员的研究方向为干细胞代

谢调控机制，重点关注肌肉再生及衰

老过程中的代谢调控药物。研究组长

黄仕强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干细胞学会官方期

刊 Cell Prolif 的副主编，科技部重点

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主持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中科院 A 类战略性先导

科技专项等多个研究项目，在

数量：3 名 

专业要求：从事生物

化学、生物物理学、

干细胞生物学、再生

医学、发育生物学等

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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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Cell、Nature、Nat Med、Nat 

Cell Biol、Cell Metab、Cell Stem Cell

和 Gastroenterology 等杂志发表论文

40 余篇。荣获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

物奖、中源协和生命医学创新突破奖

等荣誉。 

4 

焦建伟研究员 

邮箱：
jwjiao@ioz.ac.cn 

电话：64806335 

1）发现调控神经

干细胞增殖的关

键因子和机制 

2）研究神经元及

神经胶质细胞分

化的调控机理 

3）研究神经元转

分化，为脑疾病

治疗提供可能的

细胞来源 

焦建伟研究员神经干细胞增殖与分化

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

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02 年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得

博士学位，2002 年到 2007 年在美国

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 年

到 2011 年在中科院神经所任研究员。

2011 年 8 月加入动物所任研究员。研

究成果发表于 Sci Adv、Mol 

Psychiatr、PNAS、J Cell Biol、
Nucleic Acids Res、Cell Res 等 50 多

篇。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有细胞生

物学、分子生物学或

遗传学研究基础，有

发育生物学或干细胞

研究背景者优先考

虑。 

5 

李磊研究员 

邮箱： 

lil@ioz.ac.cn 

电话：64807465 

1）哺乳动物母源

调控 

2）早期细胞谱系 

3）配子成熟 

李磊研究员长期从事哺乳动物早期胚

胎发育和配子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

主要以基因敲除小鼠、早期胚胎体外

培养和胚胎干细胞等为模型，研究哺

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和配子形成的分

子调控机制。研究结果发表在

Science、Nat Commun、Dev Cell、
Development 等杂志。 

数量：1-2 名 

专业要求：具备包括

早期胚胎发育、生物

信息、分子生物学或

表观遗传等最少两个

方面的专业知识。 

6 

李伟研究员 

邮箱：
liwei@ioz.ac.cn 

电话：64807297 

应用和开发基因

工程、细胞工程

和合成生物学等

技术：1）揭示生

殖与再生相关性

状及其种间进化

差异的调控机

制；2）设计和制

造功能定制化的

细胞；3）重大疾

病的基因治疗。 

李伟研究员主要从事基因工程和干细

胞等创新生物技术的研发，并利用这

些新技术和模型揭示哺乳动物生殖与

再生的基础调控规律，开发重大疾病

的基因治疗。已发表 SCI 论文 80 余

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 Nature、
Cell、Cell Stem Cell 等刊物发表论文

多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

青年基金”、日本实验动物学会“国际

奖”、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中国科学

院“青年科学家奖”等资助奖励。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具有生物

信息学、发育生物

学、分子与细胞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等相关

专业背景。 

7 

李卫研究员 

邮箱：
leways@ioz.ac.cn 

电话：64807529 

1）配子发生尤其

是减数分裂的翻

译后修饰调控 

2）组蛋白修饰在

配子发生以及干

细胞维持和分化

中的功能和作用

机制 

3）生殖衰老相关

疾病的分子基础 

4）生育力维持与

重塑的新方法和

李卫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员，蛋白质修饰与配子发生研

究组组长，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和杰出

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生育

力维持与重塑方面的研究，从干细胞

维持与分化、减数分裂、配子成熟和

体细胞-生殖细胞互作四方面系统深入

地解析了不孕不育的发病机理，从而

为生殖和衰老相关疾病的诊治提供新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细胞生物

学，生物化学，发育

生物学，生殖生物学

以及生物信息学背景

博士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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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 的靶点和思路。迄今已在 Nature、
Adv Sci、Nat Commun、J Cell Biol、
Am J Hum Genet、EMBO J、PNAS、
Cell Res、Nucleic Acids Res、
Autophagy、Cell Death Differ、EMBO 

Rep、eLife 等杂志发表论文 90 余篇。 

8 

刘长梅研究员 

邮箱：
liuchm@ioz.ac.cn 

电话：82619690 

1）神经免疫的分

子和细胞机制 

2）表观遗传因子

在大脑发育疾病

中的致病机理 

3）神经干细胞介

导的神经发育疾

病的治疗 

刘长梅研究员为干细胞与神经发育疾

病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神经发生、

神经再生、神经退行性疾病与神经发

育疾病相关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

Cell Stem Cell、Nat Neurosci、Nat 

Commun、Gene Dev、Neuroscientist、
J Neurosci、Stem Cell Rep 等国际学术

期刊上。目前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 A 类

战略性先导等多项科研项目。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具有神经

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基础医学、分子

生物学、 动物学以

及生物信息学研究背

景；具有丰富的干细

胞培养经验者优先。 

9 

曲静研究员 

邮箱：
qujing@ioz.ac.cn 

电话：64807768 

1）人类干细胞衰

老研究 

2）灵长类器官退

行机制研究 

3）器官衰老的再

生调控研究 

曲静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

细胞与衰老研究组组长，2015 年获国

家自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支持，

2018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主动健康与老年化科技应

对”重点专项“灵长类增龄相关健康状

态减损的生物学基础”。主要研究方向

为：灵长类器官及干细胞衰老研究，

与结合干细胞及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衰

老相关疾病，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Science、Cell 等刊物。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具有生物

信息学、基础医学、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

物学等相关专业背

景。 

10 

滕兆乾研究员 

邮箱： 

tengzq@ioz.ac.cn 

电话：82619699 

1）神经再生机制

与神经功能重塑 

2）人源功能性神

经细胞的定向分

化与移植 

3）小胶质细胞在

神经疾病发生发

展过程中表型转

化的分子机制 

滕兆乾研究员干细胞与脑损伤修复研

究组组长。主要从事神经再生、脑创

伤、神经退行性疾病与精神疾病致病

机理与干预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 Cell、Nat Neurosci、Cell 

Stem Cell、Neuroscientist、J 

Neurosci、Stem Cell Rep、Stem Cell 

Res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承担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中科院 A 类战略

性先导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科研

项目。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具有神经

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分子生物学、基

础医学、或生物信息

学相关专业背景。 

11 

王皓毅研究员 

邮箱：
wanghaoyi@ioz.ac

.cn 

电话：82619213 

1）开发源头创新

的基因治疗载体

和基因编辑技术 

2）应用和优化基

因编辑技术开发

新型 CAR-T 疗

法，进行临床前

实验和临床研究 

3）人多能性干细

胞表观遗传稳定

性研究 

王皓毅研究员在近年研究中取得多项

成果，在人类胚胎干细胞和 CAR-T 细

胞中建立了基因编辑方法；利用

CRISPR-Cas9 系统建立了一步获得多

基因敲除细胞和小鼠以及一步获得原

位基因敲入小鼠的方法；建立小鼠受

精卵电转基因编辑方法；建立人类

naïve 胚胎干细胞培养条件；建立原

位基因表达调控技术 CRISPR-on 和

Casillio 系统。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Cell、Nat Biotechnol、Cell Stem Cell、
Genome Res、Cell Res 等杂志上，已

数量：3 名 

专业要求：具有生物

信息学、免疫学、生

物化学、分子与细胞

生物学等相关专业背

景。 

mailto:liuchm@ioz.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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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SCI 学术论文 40 余篇，总引用

次数超过 9000 次。回国后已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面上项

目、中科院干细胞先导专项、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等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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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梅研究员 

邮箱：
wanghm@ioz.ac.c

n 

电话：64807187 

1）干细胞与人类

生育力的维持和

重建

2）人类胎盘发生

的细胞和分子机

制与妊娠相关疾

病

王红梅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所长助理，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干细

胞的生育力维持与重建”项目负责人。 

主要开展灵长类动物胚胎和胎盘发育

研究：构建小鼠、食蟹猴和人妊娠不

同时期胎盘滋养层细胞的谱系发生

树，建立体外长时程培养食蟹猴胚胎

的体系（首次将食蟹猴胚胎培养至受

精后 20 天），阐释胎盘功能及其对胚

胎发育的支持，解析原肠运动。曾获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优秀科技

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等。目前担任 Biol Reprod 和 Cell 

Proliferat 期刊编委，在 Science、Cell 

Res、 Cell Rep、eLife 等期刊发表研

究论文 70 余篇。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具有分子

生物学、细胞生物

学、干细胞生物学、

医学、药学等相关领

域学历或科研背景； 

有海外相关领域学习

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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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雁玲研究员 

邮箱：
wangyl@ioz.ac.cn 

电话：64807195 

1）胎盘发育及妊

娠免疫调节机制

2）妊娠重大疾病

机理及防治

3）胎盘研究新技

术体系开发

王雁玲研究员将临床资源和多种体外

及动物模型相结合，研究胎盘关键功

能单元的构建机理，探究妊娠免疫豁

免调节机制，并基于此发展妊娠高血

压、复发性流产等疾病的早期诊断和

干预策略。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获

得多项发明专利。担任 Biol Reprod、
Placenta、Front Endocrinol 等期刊编

委。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 

数量：2-3 名 

专业要求：在生理

学、生物化学、分子

与细胞生物学、免疫

学、生物信息学或生

物工程等领域有扎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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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国研究员 

邮箱：
zhaojg@ioz.ac.cn 

电话：64806259 

1）正向遗传学策

略的突变体创制

和功能基因挖掘

2）基因组编辑

（反向遗传学）

策略的猪基因组

遗传修饰

3）猪早期胚胎发

育的表观遗传调

控和体细胞核移

植

赵建国研究员大动物遗传修饰研究组

组长。2019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率先建立了基于化学诱变

的猪正向遗传学研究体系，筛选到一

系列与生长、发育相关的突变体，可

以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和农业新品种培

育。通过核酸酶介导的多维度高效猪

基因编辑系统，创制了多种类型的基

因编辑猪，为基因编辑技术介导的遗

传改良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理论指导；

发现大幅度提高猪克隆效率的新方

法。担任多个 SCI 杂志编委。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1）具有

基因编辑、基因治疗

和核酸分子生物学等

相关专业背景；（2）

具有早期胚胎、干细

胞生物学等相关专业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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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同标研究员 

邮箱：
tbzhao@ioz.ac.cn 

电话：64805262 

1）干细胞临床转

化的免疫学基础

2）干细胞命运决

定的物质能量代

谢基础

赵同标研究员主要从事干细胞与免疫

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人和小鼠诱导多

能干细胞免疫原性（Nature、Cell 

Stem Cell）；系统研究了代谢在多能干

细胞干性维持中的作用(Nat Commun, 

数量：3 名 

专业要求：具有生物

信息学、干细胞生物

学、免疫学、分子生

物学、代谢、动物模

mailto:wanghm@ioz.ac.cn
mailto:wanghm@ioz.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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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肿瘤免疫治疗

技术开发

Autophagy, Biol Rev)；建立了肿瘤免

疫治疗的技术平台(Protein Cell)。兼

任细胞生物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主

任、干细胞学会理事、免疫学会移植

免疫学分会委员和中华医学会组织修

复与再生分会青年委员等。实验室承

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战

略先导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国际合作研究等项目。 

型等研究背景者优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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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研究员 

邮箱：
zhoubing@ioz.ac.c

n 

电话：82619908 

1）功能基因组

学、表观遗传

学、三维染色质

结构以及单细胞

生物学等多组学

生物学大数据整

合分析与深度挖

掘算法与应用工

具开发；2）聚焦

组织发育或肿瘤

发生过程中的异

质性多细胞微环

境中细胞的身份

维持、可塑性、

命运决、竞争与

协作、形态建成

与耐药性等基础

生物学问题，通

过单细胞水平等

创新工具开发与

数据分析建模，

挖掘细胞功能复

杂性的分子调控

机制。

周兵研究员细胞微环境系统生物学研

究组组长。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功能基

因组学与表观遗传学的分子调控机

制，结合计算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学的

方法，探索多基因的精确表达调控、

表观遗传信息的靶向识别以及染色质

的高级结构与功能，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分别发表于 Nat Protoc、Nat 

Biotechnol、Nat Genet、The Plant 

Cell、Genome Res、PNAS、RNA 等

SCI 刊物上共 19 篇，其中发表第一或

共一作者文章 8 篇，获得美国应用专

利 1 项。 

数量：1 名 

专业要求：（1）具有

计算生物学、生物信

息学、基因组学、计

算科学、数据科学或

者数学等相关专业博

士学位；（2）精通

R/Python 等编程语

言，具备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图像处理

等专业应用经验与软

件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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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琪研究员 

邮箱：
zhouqi@ioz.ac.cn 

电话：64807297 

生殖、发育、干

细胞等研究与转

化 

周琪，博士，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主要从事生殖、发育、干细胞等研究

与转化工作。先后任 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中科院干细胞领域先导专项首席科学

家。在动物克隆、干细胞发育全能性

及调控机制、新型干细胞系创建、哺

乳动物同性生殖、细胞命运决定、干

细胞资源库建立、干细胞临床研究等

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多次入选

国内、国际年度科技进展。在 Cell, 

Nature, Science 等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奖

励。 

数量：2 名 

专业要求：有干细胞

研究背景者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