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第三季度
稳健进取，追求卓越

“春华能久，秋实可期”，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在第三季度，稳步前

行，积极作为，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推进。本季度，中心在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术交流等方面

持续发力，成果丰硕。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开启新的创新周期，

基础研究能力则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底蕴的关键。本季度，中心在基础科学领域多项工作

取得显著进展。 陈春来与刘俊杰课题组合作揭示了CasX靶标搜索和切割过程的动态调控机制，为

基因编辑领域带来新的启示。闫创业和袁亚飞团队在Nature发表了关于去甲肾上腺素转运蛋白分

子基础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和药物开发提供了有力支持。隋森芳课题组首次解析了蓝藻藻胆体-光

系统II超级复合体的细胞原位结构，填补了蓝藻光合作用机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欧光朔团队运用

AlphaFold�等结构预测软件，开发了微管蛋白的低损伤活细胞荧光标记技术，为活细胞研究提供

了更精准的工具。龚海鹏团队开发了一套名为SPIRED-Stab的模型，该模型基于单序列可以快速

准确预测蛋白质结构、适应度与稳定性变化，并在预测突变对蛋白质稳定性影响方面达到了先进

的性能。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中心在掌舵引才、留才的行船中充分践行“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

之则愈匮”的理念，广纳天下英才，厚植人才成长沃土。中心国际学术顾问、美国科学院院士丁肖·帕

特尔教授荣获清华大学“名誉教授”称号，此举将进一步推动中心在生物结构领域的创新发展，提升

清华结构生物学学科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中心副教授刘俊杰与张强锋荣获����年“科学探索奖”，

充分展示了中心新生代科研力量的崛起。

交流激发思维，合作凝聚智慧，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心与西湖大学、深圳医学

科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Frontiers in Biological Structures”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成功举办，

大会吸引了生物结构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域内前沿问题。此外，本季度，埃默里大学

梁波副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李依明研究员等学者莅临中心，带来了关于呼吸道合胞病毒RNA合成机

制、单分子定位显微镜技术等领域的精彩报告，为中心师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滋养。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在����年第三季度继续以初

心为舵、创新为桨，勇探科研深海，不断拓展科学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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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电镜平台
Cryo-EM Facility

技术支持

世界一流的冷冻电镜平台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设施清华基地的

根基。清华大学冷冻电镜平台提供专业知识和系统资源运用冷冻电镜和三维重

构技术来理解分子和细胞的结构。平台的主要仪器包括十台各类冷冻透射电子

显微镜（含四台高端���千伏Titan Krios）、四台聚焦离子束/扫描电子双束显微

镜、两台冷冻光镜和一系列相关辅助设备。

主要从事冷冻电镜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与

应用，尤其侧重于开发高通量冷冻电镜自动化数

据采集技术，以及用于提升电子显微镜性能的方

法和技术。

冷冻电镜平台已运行的仪器包括：

透射电子显微镜

Titan Krios ���kV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D����）

Titan Krios ���kV场发射带能量过滤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D����）

Titan Krios ���kV场发射带球差校正及能量过滤透射电子显微镜（D����）

Krios G�i ���kV场发射带能量过滤透射电子显微镜（D����）

Tecnai Arctica ���kV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D���）

Talos Arctica ���kV场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Tecnai F�� Twin ���kV场发射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D���）

Tecnai Spirit BioTwin ���kV透射电子显微镜（D����）

Tecnai Spirit BioTwin ���kV透射电子显微镜（D����）

Tecnai Spirit Twin with iCorr ���kV透射电子显微镜（D����）

双束显微镜 

Helios G� Hydra (�������)

Helios G� (�������)

Helios NanoLab G� UC (�������)

Aquilos � (�������)

冷冻关联光学显微镜

LSM ��� (����������)

CorrSight (�������)

生物电镜样品制备系统

a) 投入式冷冻仪

b) 等离子清洗仪

c) 高真空镀膜仪 

d) 高压冷冻仪

e) 冷冻替代仪 

f) 超薄切片机 

g) 振动切片机 

平台主管

技术专长

联系方式 

平台合影

平台简介

Jianlin Lei  Ph.D.

雷建林 博士

E-mail: jllei@tsinghua.edu.cn

TECHNICAL SUPPORT

冷冻电镜平台

Cryo-EM Facility

生物计算平台

Biocomputing Platform

X射线晶体学平台

X-ray Crystallography Facility

核磁技术平台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Facility

生物样品制备与鉴定平台

Core Facility for Biomolecule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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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计算平台
Biocomputing Platform

清华大学蛋白质研究技术中心计算平台（以下简称清华生物计算平台）

通过搭建专用的高性能计算机集群，以承载和支撑大规模生物和医学计算为

中心任务，充分利用其大数据处理和并行计算能力，并进一步为大数据地高

效处理和分析提供创新机制。并且，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统一管理和维

护，不仅能有效节省购置成本和运营开支，还可以大幅度提升提高信息资源

的使用效率，以更好的满足生命科学和交叉科学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和挑战。

平台简介

计算平台面向信息技术和生物医学的交叉应用，致力于生

物医学等领域的“干实验”，利用高性能并行计算等手段来解决

本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计算平台目前共建有四期，第一期（

����）拥有���个计算节点，����个处理器核，处理器采用Intel 

Xeon E�-����，系统的理论浮点峰值计算性能达到��.��TFlops, 

存储总容量约�.�PB。第二期（����）拥有���个计算节点，����

个处理器核，处理器采用Intel Xeon E�-����,系统的理论浮点峰

值计算能力达到���TFlops，存储总容量约�.�PB。第三期（����）

拥有���个计算节点，����个处理器核，处理器采用Intel Xeon 

E�-����,系统的理论浮点峰值计算能力达到���TFlops，存储总

容量约�PB。第四期（����）拥有��个计算节点，����个处理器核，

处理器采用Intel Xeon ����R，GPU采用NVIDIA TESLA V���显卡，

系统理论计算CPU浮点峰值计算能力达到���TFlops，GPU浮点

峰值计算能力达到�.��PFlops，高速存储约�.�PB，缓冲存储约

�PB。另外，还配置若干个���G+内存的胖节点、�个�T内存的超

胖节点和若干不同显卡型号的GPU服务器。

主要技术专长为计算生物，算法优化与加

速，并行计算，VANETs安全，操作系统安全。

平台主管

技术专长

联系方式 

平台合影

Tao Yang  Ph.D.

杨涛 博士

E-mail: yangtao@tsinghua.edu.cn

生物样品制备与鉴定平台
Core Facility for Biomolecule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蛋白质分子的表达纯化和制备是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基础。清华蛋白质设施的

生物样品制备与鉴定平台在建成后具备规模效应，能充分发挥对蛋白质结构及功能研

究的支撑作用。平台面向高校、研究中心、小型生物医药公司等单位，提供原核、酵母、昆

虫细胞、哺乳动物细胞�种表达体系的小试及中试级别蛋白质表达制备相关服务，涵盖

分子克隆，表达纯化，性质鉴定和相互作用分析，小分子化合物筛选等一系列相关研究。

长期致力于蛋白质的分离纯化和性质鉴定，

精通生物大分子的表征和分析技术，并具有生命

科学设备开发经验，已成功研制高通量全自动蛋

白质分离纯化系统，即将完成全自动密度梯度分

离仪等仪器的研制。特别是在分析超速离心技术

（analytical ultracentrifugation, 简称AUC）方面，

李文奇博士作为该领域的国内领军人物之一：牵

头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AUC大会，组织撰

写第一部AUC中文专著，发表多篇AUC相关技术

方法论文，正在组织编写AUC分析软件，合作开发

AUC荧光检测器。

平台主管

技术专长

联系方式 

平台合影

平台简介

Wenqi Li  Ph.D.

李文奇 博士

E-mail: liwenqi@tsinghua.edu.cn

平台目前拥有大量的表达载体质粒包括多种标签质粒（His，

GST等标签）以及高效的表达菌株和细胞系，配套各种规格的生物

反应器（�L-���L）以满足用户对每一个样品的高品质、多规格的表

达需求；平台同时拥有十余台不同类型的AKTA蛋白纯化仪以及不

同种类的纯化填料和层析柱，能同时间、大规模、批量进行不同蛋

白质的分离纯化工作。在蛋白质的理化性质及相互作用研究方面，

平台配备有几十余种大型仪器设备，如：分析超速离心机（AUC），

静态光散射仪（SLS），荧光光谱仪，圆二色光谱仪（CD），等温滴定

微量热仪（ITC），生物膜干涉仪（BLI），微量热泳动仪（MST），表面

等离子体共振成像仪（SPRi）等。

生物样品制备与鉴定平台现有技术主管和技术员共��人，负

责仪器的日常使用、管理和测试服务。详细信息及收费详情请登录

蛋白质设施实验技术中心蛋白质制备与鉴定平台网站查询：

http://phoenix.tsinghua.edu.cn/ptxx/swypzbyjdp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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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晶体学平台
X-ray Crystallography Facility

平台简介

X-ray晶体学平台是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北京）清华大学

分中心的平台之一，位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馆U�-���-���室。

平台具有全国最全面的蛋白质结晶所需的设备以及国际上顶

尖配置的大分子单晶衍射仪和小角散射仪，这些设备可以为从

事蛋白质结构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蛋白晶体筛选、观察、优化、

数据收集、结构解析等方面的强大技术支持。平台设备全部实

行对外开放，欢迎北京以及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

员来校参观和使用。

详细信息及收费详情请登录X射线晶体学平台网站查询： 

http://phoenix.tsinghua.edu.cn/ptxx/Xsxjtxpt.htm 我的主要工作在于为大分子晶体学研究提

供设备和技术服务，设备服务主要包括从前期液

体制备，大分子晶体筛选、优化，数据收集和结构

解析相关的各种自动化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技术

服务主要是为非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大分子晶

体学研究提供咨询和全程技术服务。

平台主管

技术专长

联系方式 

平台合影

Shilong Fan  

范仕龙 博士

E-mail: fanshilong@mail.tsinghua.edu.cn

核磁技术平台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Facility

平台简介

清华大学核磁技术平台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北京）

设施清华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配备有Bruker AVANCE 

III HD ���MHz、Bruker AVANCE III HD ���MHz和Bruker 

AVANCE NEO ���MHz三台液态核磁共振谱仪，均配有超低

温探头和自动进样系统，可以为校内和校外用户提供高效方

便的生物大分子样品测试与分析服务。

平台的核磁共振系统可用于�) 解析蛋白质和核酸等生

物大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三维结构；�) 研究生物大分子在各

种时间尺度下构象的动态变化；�) 获取生物大分子和配体之

间相互作用的信息；�）开展靶向生物大分子的药物筛选。通

过对这些核磁数据的分析，我们能很好地将蛋白质和核酸的

“结构”、“动力学” 、“功能”这三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利

用该系统我们还致力于培养精通核磁共振技术原理、方法开

发及其在生命科学中应用的专业人才。

主要运用液态核磁共振技术和计算生物学

方法（特别是分子动力学模拟）来研究非编码

RNA和固有无序蛋白的结构和动态特性。我们致

力于发展新的核磁手段、样品标记方法来研究大

的非编码RNA和核糖核酸蛋白复合物的三维结

构和构象变化。我们也致力于发展新的计算方法

把实验上获得的各种结构数据结合起来对构象

高度可变的生物大分子进行建模，并且在此基础

上开展基于生物大分子结构和动态的高通量药

物筛选。

平台主管

技术专长

联系方式 

Yi Xue  Ph.D.

薛毅  博士

E-mail: yixue@mail.tsinghua.edu.cn



隋森芳  院士

Sen-Fang Sui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suisf@mail.tsinghua.edu.cn

科研团队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AND MANAGEMENT TEAM

王新泉  教授

Xinquan Wang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xinquanwang@mail.tsinghua.edu.cn

施一公  院士

Yigong Shi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shi-lab@mail.tsinghua.edu.cn

主任

常务副主任

王宏伟  教授

Hong-Wei Wang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 hongweiwang@tsinghua.edu.cn

副主任

李海涛  教授

Haitao Li

分子细胞生物学

邮箱：lht@tsinghua.edu.cn

副主任

袁亚飞  博士

Yafei Yuan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yuanyf@mail.tsinghua.edu.cn

副主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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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松海   院士

Song-Hai Shi

神经生物学方向
邮箱：shisonghai@mail.tsinghua.edu.cn

欧光朔  教授

Guangshuo Ou

神经生物学方向
邮箱：guangshuoou@mail.tsinghua.edu.cn

钱锋  教授

Feng Qian

物理和生物药剂学
邮箱：qianfeng@tsinghua.edu.cn

肖百龙  教授

Bailong Xiao

神经科学，药物筛选
邮箱：xbailong@mail.tsinghua.edu.cn

俞立  教授

Li Yu

细胞，发育和遗传方向
邮箱：liyulab@mail.tsinghua.edu.cn

颜宁  院士

Nieng Yan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nyan@tsinghua.edu.cn

陈柱成  教授

Zhucheng Chen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zhucheng_chen@mail.tsinghua.edu.cn

龚海鹏  副教授

Haipeng Gong

生物信息学
邮箱：hgong@tsinghua.edu.cn

祁海  教授

Hai Qi

免疫学
邮箱：qihai@tsinghua.edu.cn

沈晓骅  教授

Xiaohua Shen

分子细胞生物学
邮箱：xshen@tsinghua.edu.cn

杨茂君  教授

Maojun Yang

线粒体能量代谢结构生物学
邮箱：maojunyang@mail.tsinghua.edu.cn

陈春来  副教授

Chunlai Chen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方向
邮箱：chunlai@tsinghua.edu.cn

李栋  教授

Dong Li

交叉学科
邮箱：li-dong@tsinghua.edu.cn



行政支撑
ADMINISTRATIVE SUPPORT

王晓婷
Xiaoting Wang 

电话：���-��������

邮箱：wangxiaoting@mail.tsinghua.edu.cn

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办公室B���

运营主管
Operation Manager

宣传主管
PR Super visor

财务管理
Finance Specialist

平面设计师
Graphic Designer

人事主管
Personnel Management

杨涵  
Han Yang

电话：���-�������� 

邮箱：yanghan@mail.tsinghua.edu.cn

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办公室B���

胡英囡
Yingnan Hu 

电话：���-��������

邮箱：huyingnan@mail.tsinghua.edu.cn

北京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办公室C��� 

周可洲
Kezhou Zhou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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