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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跨界整合，在服务国家战略中

彰显特色，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

贡献。

• 聚焦“新工科”，服务“新农科”

• 发力“新医科”，协同“新文科”

• 服务新时代国家食品安全战略

•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 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大食品

大营养大健康”特色发展

• “农业科学”学科ESI排名进入全

球前1%

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全国最早培养粮食行业专门人才的学校。

现有14个教学院部，在校研究生近2000人；

现有一级学科硕士点1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70个，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9个类别，博士授权建设学科3个；

学校被列为2019年度湖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毗邻金银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学校雄踞历史上中国四大名镇之首——汉口，

地处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级临空经济开发区，现有环境优美的常青和金银湖两个校

区。

“轻工大学站”是武汉最早

以高校命名的地铁站

9条公交线路和2条地铁线路

（2号线、6号线）直达

驾车25分钟到天河机场、

地铁两站到汉口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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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whpu.edu.cn/uploadfile/ImgFile/2013-09/Img2013092610035751366.jpg
http://news.whpu.edu.cn/news_view.asp?id=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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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教师6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达95%，30余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

⚫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人选 1人，湖北省首批“高端人才引领培养计划”第一层次人选 1人，湖北省

“楚天学者”计划 3人。

⚫学院设有“生物学”和“药学”2个学术型一级学科硕士点。

⚫设有药学、生物与医药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硕士点。

⚫“生物学”湖北省重点（培育）学科。

⚫研究生一次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



⚫校内导师：

教授11名、副教授18名(导师个人详细介绍可登录生工学院网站查询：
http://shenggong.whpu.edu.cn/zwb/yjsjy/dsfc.htm)

副教授职称以上专家学者近30人

⚫ 校外导师：

一批来自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南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武汉大学、上海交大医学院、山东
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等单位的校外导师。

⚫海外导师：

公派留学生计划(新加坡南洋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

http://shenggong.whpu.edu.cn/zwb/yjsjy/dsfc.htm


生工学院学习氛围浓厚，仪器设备精良。

学院现有建筑面积6000余平，教学科研设备资产总值2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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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酶与催
化转化

生物危害
因子识别
与控制

…等多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酿造微生
物工程

聚硒原料
资源筛选
与新品种

开发

湖北省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食品营养与健康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

湖北省高等学校生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武汉市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武汉市食药兼用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研团队

微生物分
子生物学

食药资源
与健康食
品创新

新药物设
计合成及
活性研究

生物医药
研发及转
化创新

植物代谢
产物及生
物反应器
产品研发

天然产物
研究与开

发

食源性有害
微生物及食
品安全技术

file:///E:/学院管理/食品学院网站优化/团队/谷物团队介绍.pdf
file:///E:/学院管理/食品学院网站优化/团队/谷物团队介绍.pdf
file:///E:/学院管理/食品学院网站优化/团队/谷物团队介绍.pdf
file:///E:/学院管理/食品学院网站优化/团队/谷物团队介绍.pdf
file:///E:/学院管理/食品学院网站优化/团队/谷物团队介绍.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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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应用于工业领域的大宗工业用酶（木

聚糖酶、糖化酶等）研究，通过工业酶基因资

源的深度挖掘整理、酶分子改造、高效表达以

及绿色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满足工

业应用对生物酶的需求。

获得了一系列高产的工业酶生产菌株，已实现

脂肪酶、甘露聚糖酶、菊粉酶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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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酿酒微生物工程：主要涉及中国白酒、米酒等酿酒

微生物分析、酿酒发酵工艺调控技术、优良酿酒菌种的

选育、复合酿造功能菌剂构建及其应用等。

（2）资源与环境微生物工程：主要涉及饲用益生菌剂与
发酵饲料技术研发及应用；水环境治理微生物制剂的研
发及应用等。

团队共主持国家86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湖北省

自然基金等省级以上课题和企业横向项目20余项，共获得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5项，近5年发表SCI及EI

论文1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7项，实施转化科技成果3项。



聚焦食物加工与贮藏过程中产生的生物危害因子的快速

检测与识别，明晰加工与储藏过程中生物危害因子变化

规律；挖掘生物危害因子消减关键技术，集成形成覆盖

食物全产业链的危害因子控制技术体系，为生物安全与

食品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危害因子：致病微生物、腐败微生物、细菌毒素及

杂环胺类等

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湖北省重点研发计划等省级以上项目20余项，

累计获资助经费1000万元以上，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三等奖1项；近五年发表SCI及EI论文近20篇；

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实施转化科技成果3项。
天然产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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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包括农药、新型POPs、

染料）的分子机制；

2.植物病原真菌致病相关基因的研究和生物催化与

转化。

团队应用研究方向生物催化与转化研究主要通过基

因优化、酶分子设计改造及代谢工程技术制备高效

细胞工厂，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酶制剂、药物中间

体、食品及饲料添加剂等）

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6项，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5项，省教育厅1项。近三年发表SCI论

文16篇；授权发明专利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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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食源性病原菌检测和控制技术、环境健康风险评估、

可食性物种鉴别。

采用宏基因组、全基因组测序、新型核酸扩增技术，开展

食源性致病菌及可食性物种新靶标与快速检测技术研究。

基于比较基因组和转录组学，开展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

耐药性与代谢机理研究。采用蛋白质组学、分子细胞生物

学技术，研究植物天然提取物、噬菌体等对致病菌及其生

物膜的消减与控制机理。

7株RNA样噬菌体进行了比较基因组学研究

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科技

合作、省部级等各级项目多项。近五年，团队成员在Food 

Control、 Letters in applied microbiology、Archives of 

Microbiology、Foodborne Pathog Dis.等SCI期刊发表论文

近20篇，授权发明专利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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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ar Nutrition & Food Research, 2019;63(22)，封面文章

Gui, L., Chen, S., Wang, H., Ruan, M., Liu, Y., Li, N., Zhang, H., Liu, Z*. (2019). ω‐3 
PUFAs Alleviate High‐fat Diet Induced Circadian Intestinal Microbes Dysbiosis.

生物钟控制生物的生理活动与营养代谢，但对肠道菌群的影响知之甚少。研究观察

到高脂膳食条件下肠道菌群昼夜节律的紊乱及添加鱼油或藻油的显著改善作用，支

持ω-3 PUFA作为代谢相关的肠道菌群平衡调节的干预策略

面向资源与健康等重大问题，开展特色

食用、药用植物资源的功效成分挖掘、营养健康干

预等功能性研究及转化应用，建立资源开发与功效

研究的共性技术平台，承担重大项目的联合研究与

产品综合开发。

①健康食品资源的功能性研究与营养干

预的功能性研究平台，开展昼夜节律、营养干预、

脂质代谢研究；②健康食品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建立肠道菌群平衡调节的资源开发体系，重点开展

菊粉（低聚果糖）健康产品研究开发，以及神农架

林区富锶资源挖掘与系列产品研究开发。

主持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5项，近五年发表SCI          

及EI论文近20篇；申请专利7项，授权3项。



（1）细胞与分子免疫学

（2）病原微生物学精准防控

（3）转化医学

（1）基于整合生物组学（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糖组、代谢组、免疫组

学）、生物信息学、结构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技术，致力于肺部及“肺

肠轴”相关疾病、肥胖、肿瘤等重大慢性疾病分子机制研究；

（2）肺部疾病及“肺肠轴”相关疾病病原微生物与宿主互作机制、分子溯源、动

态监测、风险评估等相关基础及转化应用研究；

（3）新型诊疗生物标志物（糖抗原、蛋白抗原、miRNA、外泌体等）的筛选、功能

及预防性疫苗、诊断试剂、治疗性疫苗、药物等产品转化研究。

建立集疾病机制研究、精准化防诊治转化医学研究的全流程产业化技术和开发

应用生物医药平台，承担重大项目的联合研究与产品的综合开发利用。

近五年主持国家基金、科技部重大专项及武汉市基础应用前沿项目等10余项，
科研经费近500万，发表SCI论文20余篇，申报发明专利6项，主编和参编教材
和论著8部；获省、地厅级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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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炎症免疫疾病及肿瘤病理机制研究及新药作用靶点的设计

和筛选（计算机模拟分子对接研究、细胞实验、分子生物学实

验）。

（2）新药的药效学研究（包括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分子生物
学实验）。
（3）纳米药物制剂研究。
（4）新药物的合成及药物的化学修饰研究。
（5）药物分析（包括制剂中药物含量测定、生物样品中的药物
分析等）。

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以及省部级

科研项目10余项，承担与药企合作课题10余项，发表SCI

论文2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10多项，已授权2项。

化合物与p53分子对接

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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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与病理学

➢药物制剂与智能药物载体

团队在相关研究方向与领域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以及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承担

药学相关横向课题30余项，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SCI收录论文2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40多项，已授权

10余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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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合成调控的分子机制

研究；

（2） 以生物活性为导向的天然产物活性成分及药

理活性研究；

（3） 富硒种质资源的筛选、利用与评价以及富硒

机理研究；

（4） 富硒生物制品和富硒天然药物相关研究；

（5）硒在微生物中的吸收转运及代谢工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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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湖

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企业横向课题等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

⚫科研总经费达3000余万元；

⚫发表SCI科研论文100余篇；

⚫申请专利20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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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备注

0710生物学
071003生理学
071005微生物学
071007遗传学
071009细胞生物学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英语一或240德语
③ 701基础生物化学
④ 802微生物学

生物综合（包括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微生物学）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生物化学
②分子生物学

学制3年

1007药学
100701药物化学
100702药剂学
100703生药学
100705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100706药理学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1英语一或240德语
③ 708药学基础综合（总分300分，含药物
化学、有机化学、药理学3部分。药物化学
必选，有机化学和药理学考生任选其中一
门） ④无

药学综合（含药剂和药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药理学
②药剂学

学制3年

105500药学（专硕）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英语二或240

德语 ③ 349药学综合（300分，含药理和
药剂）④无

药学综合（含药剂和药分）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药理学②药剂学

学制3年

086000 生物与医药（专硕） ① 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 204英语二或240

德语 ③ 338生物化学
④ 906 有机化学或802微生物

生物综合或药学综合（二选一
）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①药理学②药剂学③生物化学
④分子生物学（四选二）

学制3年

详细招生政策见研究生处官网：http://yjsc.whpu.edu.cn/info/1055/2071.htm

http://yjsc.whpu.edu.cn/info/1055/2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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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国家助学金：6000元/生/年，覆盖率10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10%）10000元/生/年

二等奖（20%）8000元/生/年

三等奖（70%）6000元/生/年

注：第一志愿报考我院且被录取的考生，第一学年享受二等学业奖学金8000元，调剂考生第一学年享受

三等学业奖学金6000元

⚫科研单项奖学金（奖励优秀）： 一等奖2000元/人

二等奖1000元/人

⚫国家奖学金（奖励优秀）：20000元/生/年

⚫企业奖学金（奖励优秀）：金龙鱼奖学金：15000元/人；金龙鱼助学金：3000元/人

⚫卓越研究生培养计划：5-10名同学，8000元/人津贴（含导师补贴3000元），10000元/人

科研经费扶助

⚫研究生创新基金：2000-5000元的科研经费资助

⚫“三助一辅”勤工助学岗位：助研、助管、助理辅导员，覆盖率约100%

⚫研究生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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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副导师联合培养体系，确保指导时间与质量；

 大学生互联网、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与实践;

 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农

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山东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培养。

 公派留学生（研究生出国研修计划）：每年选派2-3名学生到国外大学进行为

期三个月以上的交流学习；

 优秀人才留校计划：

特别优秀的学生，学院可以和其签订协议，公派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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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博：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

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等

近五年研究生发表一作SCI论文近30篇，考取博士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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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武汉紫荆医院

咸宁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岳池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神农架林区检验检测中心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武汉、天津等地）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中邦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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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生工，一研为定！



欢迎报考武汉轻工大学

——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明德 ▪ 积学 ▪ 励志 ▪ 笃行

联系人：牛佳
联系方式：027-83956793
邮箱：18930755@qq.com
QQ：18930755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常青花园学府南路6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