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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简介： 

裴雪涛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输血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干细

胞与组织工程”重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 

主要从事干细胞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细胞增殖分化调控、干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研究等。 

在Exp Hematol、Leuk Res、 Stem Cells、 Int J Hematol、科学通报、自然科学进展、中华医学杂志等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

论著１８０余篇；主编专著２部、合作主编专著５部、分主编专著１部，并参与４部专著的编写；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二、

三等奖和国家发明专利各１项，申请国家专利８项；培养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３０余名。 

承担国家八六三重大专项、九七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２４８重大创新工程基金等１０余项重要课题的研究；１９９

８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３０余次应邀在第２９届国际血液学大会（汉城）、首届亚洲血液学年会（东京）、国际输血协会第１１届西太地区年会（上

海）、第３届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洛杉矾〕等重要学术会议上作大会特邀专题报告。 

现兼任中国实验血液学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全军医学科委会委员兼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生物工程学会干细

胞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血液生物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辐射病理学会（ＩＡR）理事、亚洲血

液学会（ＡＨＡ）理事、中国输血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中国输血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实验血液学

杂志》副主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u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mａｔｏｌｏgｙ》、《中华血液学杂志》等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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