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学人

　　周菊华，男，汉族，1963 年生，浙江省东阳市人，理学博士，

鲁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二级教授。1979 年 9 月至 1983 年 7 月于浙江

大学生物系学习，获生物学专业学士学位；1985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于浙江大学生物系学习，获植物学专业硕士学位；1996 年 8 月至 

1999 年 12 月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生物系学习，获分子生物学专业

博士学位；199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9 月在美国贝勒医学院细胞与基因

治疗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2002 年 10 月至 2006 年 8 月在美国国家癌

症研究所工作；2006 年 9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医

学院工作；获聘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聘教授、烟台市“双百计划”海外特聘专家，2013 年 3 月全职到鲁东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工作至今，并担任鲁东大学肿瘤免疫研究院院长。曾任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著名学术团体委员、

美国名人录成员等。现为世界中联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山东省

免疫学会理事和肿瘤免疫与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周菊华教授师从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国际学术权威 Steven Rosenberg 博士，长期从事肿瘤免疫、癌症的免

疫治疗、生物制药、自身免疫疾病相关领域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发现肿瘤免疫治疗新技术：与传统

的治疗相比，利用抗肿瘤的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进行肿瘤免疫治疗是一种特异的、有效而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2）发现新的肿瘤免疫增强剂：首次发现硫酸软骨素以及血根碱是很好的抗肿瘤免疫增

强剂，成为免疫治疗研究的新方向；（3）成功研发抗肿瘤新药：发现了药物 BCNU 可以完全阻止癌细胞在小鼠

体内的生长，并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的记忆，从而可能有效地用于防止肿瘤在人类癌症患者中的复发，这一发

现有着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4）证实肿瘤免疫分子机理：在世界上首次证实 CD44 基因突变和异构体表达与

乳腺癌、胃癌和肺癌等的发生直接相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5）广泛开展癌症的免疫治疗新技术临床试验：

在利用抗肿瘤的浸润性淋巴细胞进行癌症患者免疫治疗方面，与蓬莱西山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四川内江

第二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展合作，在临床应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近年来，周菊华教授带领鲁东大学肿瘤免疫研究院团队成员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项目 1 项：硫

酸软骨素二糖诱导的 miRNAs 在多发性硬化动物模型中的功能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3 项：基于黄

酮羧酸配位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切应力调控内皮祖细胞促进内皮修复预防再狭窄的力学

生物学机制，伏隔核胆碱能神经元在片段睡眠剥夺引发抑郁行为中的作用研究；国家海洋局产业孵化集聚创新

类项目 1 项：藻类抗癌活性物质开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基于黄酮羧酸的金属 - 有机配合物

的合成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非编码 RNA 在脓毒症免疫异常中的调控作用研究；还承担了山东省及烟台市专

项资助项目 5 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0 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在教学工作中，周菊华教授围绕学校提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断钻研科研与教学融合方法。先后承

担《医学免疫学》、《微生物遗传学》、《组学研究》等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课程。结合个人在科研中的知识运用

的体会，创新教学、考核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近年来，共指导 50 多位本科生和 8 位硕士

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获鲁东大学 2016 年度优秀硕士论文奖。指导的创新实践项目先后获山东省第三届大

学生医药生物技术实验技能大赛一等奖和 2016 年“创青春”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优秀作品铜奖。

(晓　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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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学人

　　马晓光，男，汉族， 1974 年生，山东省平度

市人，理学博士。 1995 年 9 月至 1999 年 7 月于四

川大学应用物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1999 

年 9 月至 2004 年 12 月于四川大学原子与分子物

理研究所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5 年 1 月到

鲁东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工作至今，其间， 

2011 年 7 月 至 2013 年 6 月 在 澳 大 利 亚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做 ARC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现任鲁东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马晓光教授长期从事原子与分子散射领域的

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电子关联效应和振电耦

合效应、发光材料中的载流子俄歇复合机制、分

子体系中正电子与电子的湮灭机制与纳米储能材料制备等。利用正电子湮灭过程俄歇谱没有背景散射

的优点，从原子分子的激发及其自电离的角度研究包括原子间共振，能带间和能带内共振引发的俄歇

电子复合机制；用正电子和电子两种手段结合理论和实验，研究有机大分子中的电子关联效应和湮灭

机制，从多中心的薛定谔方程出发，分别构建和求解合理的电子和正电子波函数，构建同时求解电子

和正电子波函数的双自洽模型，研究电子关联效应、分子振动弛豫等对正电子湮灭过程的影响，并创

建了一套适合描述电子和正电子波函数的高斯基函数。

　　马晓光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为各种微观环境影响下电子相互作用过程，在电子输运、复合和正电子

湮灭等过程的研究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基金项目“用正电子湮灭研

究电子俄歇复合机制”，主持完成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对导致 LED 发光效率非线性下降的

基于共振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分子中电子与正电子湮灭物理机制的理论研究”。在《Physical Review A》等国内外重要

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43 篇，获得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

成果奖 9 项、烟台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 项。

　　从教 15 年来，马晓光先后为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等专业本科生讲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等课程，

为硕士研究生讲授“分子反应动力学”等课程，荣获鲁东大学第一届教师本科教学创新优秀奖。在教

学工作中，马晓光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努力建设知识探究、能力培养、人格塑造有机统一的人才

培养体系与模式，积极研究新形势下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与方法，获得山东省高等教

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先后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 项，获第十五届“挑战杯”山东

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金奖 1 项、国家三等奖 1 项。指导的本科生发表论文 17 篇，其中本

科生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7 篇， 3 篇本科毕业论文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学位论文。指导的本科生获得山

东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指导的本科生朱英浩同学在澳门大学面向全球招聘优秀博士

研究生计划中脱颖而出，并获全额奖学金赴澳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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