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特色药用资源开发与
生物技术制药团队



一、团队介绍

团队致力于内蒙古特色药用资源开发和新药研发

团队共有10名教师，累计培养硕士和博士60余名

主持国家基金10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完成内蒙古杰出
青年基金2项，发表SCI收录论文18篇，获得发明专利4项

2021年团队被评为自治区教育厅创新团队

与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内蒙古中药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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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珍，教授，1976年8月出生，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内蒙古农业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生物学一级学科负责

人，内蒙古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内蒙古生

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免疫学会高级

会员，曾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科技奖，

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科协“优秀学会工作

者”，入选511“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库”，

获得内蒙古“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称号。

团队四大研究方向

1

• 中蒙药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王玉珍刘竟然李国斌）

2

• 微生物特色药用资源开发和
利用（王玉珍巩培 马敏）

3

• 多肽与基因工程药物（娜黑
芽、万方，尹俊）

• 药物靶标研究（万方，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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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带头人



三、学术骨干

万方，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麦迪逊分校生物技术系基
因组编辑实验室主任。内
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免疫代
谢委员会专业委员，内蒙
古生物工程学会及内蒙古
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尹俊，教授，博士生导
师，政协内蒙古自治区
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内蒙古遗传学会副理事
长，主讲本科生《基因
工程》、《进化生物学》
和研究生《基因组学与
蛋白质组学》。

娜黑芽，讲师，博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化
学专业毕业。目前主要
研究领域为新型抗菌肽
的设计及生物活性评价。
主讲药物化学、专业英
语课程。

马敏，讲师，博士。
内蒙古大学动物学
专业毕业。目前主
要研究领域为成脂
/成骨分化平衡骨
质疏松。主讲化工
原理课程。

那仁格日勒，讲师，博士。
博士。内蒙古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专业毕业。研究领域
为酮病奶牛免疫机制。主
讲生物化学课程。

杨帆，讲师，博士。
美国奥本大学生物
医学专业毕业。目
前主要对能量代谢
调控进行研究。主
讲免疫学、生物技
术制药。



1.中蒙药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沙棘活性多糖的分离纯化、结构鉴定和生物

学功能研究:系统研究了新型沙棘活性多糖的免

疫调节活性和抗炎抗氧化的药理学机制。研究成

果发表在民族药物学领域权威期刊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和国际著名学术期刊Food

Function，和欧洲权威杂志Phytomedicine上。

沙
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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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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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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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研
究

首次揭示了沙棘多糖
HRP的抗氧化作用是
通过对Nrf-2信号通路
的调控实现的。

分离
纯化

结构
鉴定

沙棘多糖对急性肝衰竭的保护作用

沙棘多糖对药物诱导的肝脏氧化应激的缓解机制

四、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



1.中蒙药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研究了黄酮单体药物山柰酚对肠道炎症的

保护作用和机制，创新性地提出山柰酚通

过重塑肠道菌群、调节肠道代谢物来发挥

保护作用。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免疫学学

会联合会(IUIS)的官方期刊 Frontiers in

Immunology（IF=7.5），2021年发表以来

累计关注人数3000余人，

首次揭示了山柰酚对
肠道菌群的重塑以及
对肠道L.casei
Zhang对LPS-TLR4-
MAPK 信号通路的调
控。

山柰酚对溃疡性结肠炎的缓解作用及其多靶点作用机制的研究

通过DSS诱导溃疡性结肠炎，
通过灌胃给药，揭示了山柰
酚对实验诱导的结肠炎的缓
解作用。

四、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



2.微生物特色药用资源开发和利用

研究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特色乳酸菌

L. Casei Zhang、乳双歧杆菌V9对肠肝轴的免疫

调控机理及其对肠道和肝脏炎症的抑制作用。研

究成果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国际免疫药理学

杂志和AMB Express.

首次揭示了L.casei Zhang对LPS-
TLR4-MAPK 以及PPAR信号通路的
调控。

首次揭示L.casei Zhang通过负向调控宿主肠道和肝脏的TLR4信号
转导通路，抑制了LPS/D-GALN诱导的肝脏细胞的凋亡。

该部分工作由研究生李云旭
负责。研究工作获得中国博
士后基金二等奖以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发表
SCI收录论文3篇。获得内蒙
古自治区优秀论文。

四、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



3.多肽与基因工程药物的研究

通过药物化学与生物技术学科

的交叉，将人工合成的抗菌肽（AMP）

与银纳米粒子 (AgNPs)结合，得到

的新型抗菌肽P-13@AgNPs ，对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短小芽孢

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高达

7.8μg/mL，对铜绿假单胞菌的MIC

为 15.6μg/mL。关于抗菌肽的研究

我们获得2项专利，发表SCI收录论

文2篇，其中包括1篇2区的研究论文。

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于O-磷酸化修饰的新型抗菌肽的设

计、合成与生物活性评价”和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项目 “基于疏

水性酪氨酸构建两亲性 α-螺旋抗菌肽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的资助。

Gao, J.; Na, H，et al. One step 

synthesis of antimicrobial 

peptide protected silver 

nanoparticles: The core-shell 

mutual enhancement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y. Colloids 

and surfaces. B, Biointerfaces

2019, 186, 110704.（中科院分

区：2区；影响因子：5.268）

四、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



4.药物靶标研究

采用Crisper-Cas9系统进行药物

作用靶标的精准筛选。我们建立

并优化了Crisper的敲低系统，并

证明sgRNA的水平是影响该系统

效率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技术

策略在期刊Molecular Biology上发

表，培养博士研究生3名，获得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研

究处于国内一流水平。建立的技

术平台为药物筛选奠定了坚实基

础，揭示了色氨酸代谢产物ITE的

新型药理活性。

Cas9 和sgRNA 影响CRISPER-i敲低效率的研究

ITE能够抑制肿瘤细胞迁移

四、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



团队学术带头人获得内蒙古青

年科技奖；团队连续两年指导

学生在“挑战杯”全区大学生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

奖。

五、获得奖励和发表文章情况



五、获得奖励和发表文章情况



六、团队创新愿望

秉承“勤奋求实、积极探索、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科研精神，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挖掘内蒙古特色药用资源，阐明药物作用机理并利用生物技术研发新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