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电工团队

省部共建电工装备可靠性与智能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li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团队简介

生物电工团队依托我校在电工新技术领域坚实基础，1995年开辟了生物电工研究方向，1997年主持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个生物电工方向的项目。200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获批了生物电工博士授权方向，先后

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合作完成了2个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2017年独立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2018年获批了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点，2019年获批了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生物电工专委会、获批了建设天津

市生物电工与智能健康重点实验室、获批了生物医学工程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成立了生物医学与智能健康

研究院。 2020年申报新增了智能医学工程专业，2021年参与组建了生命科学与健康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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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电工学科是由健康、医疗、生物等应用需求驱动而兴起的一个电气工程学科分支，其发展

动力源自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需求的巨大牵引力，以及由学科交叉所带来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材

料对本学科的“催化”和“嫁接”所产生的创新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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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磁与神经调控

2 电磁功能成像与应用

3 脑认知与神经工程

4 智能医学与健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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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杰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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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

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生物电工与智能健

康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天津市劳模、

三八红旗手，河北省首届教学名师，国务院第八届电气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生

物医学工程类教指委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生物电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北省生

物医学工程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中国信息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委员会特聘专家，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神经医学分会委员等。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面

上4项，总装备部预研基金重点1项，其它省部级项目20余项，获河北省科技突出贡献

奖1项（原省长特别奖）、省级科技奖励4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徐桂芝教授

研究方向1：生物电磁与神经调控 研究方向2：生物电磁功能成像与应用

徐桂芝，教授，博导

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院

院长，生物医学工程省级重

点学科负责人、河北工业大

学“元光学者”。

耿读艳
教授

尹宁
副教授

研究生物体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工作原理，揭示电磁

刺激对脑功能的神经调控机制，探索电磁干预对脑疾

病的临床作用效应。

多脑区协同的脑认知工作原理

多尺度融合的经颅磁刺激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电磁刺激穴位的脑功能定位与脑网络

电磁刺激对神经和精神类疾病的疗效及评估

杨新生
助理研究员

李颖
教授

丁冲
副教授

建立生物电磁信息的综合采集平台，开展生物电磁特

性的表征与建模研究，探索生物电磁功能成像的新方

法及其临床应用。

多尺度生物电磁特性表征与建模

多物理场耦合新型电磁功能成像

纳米粒子磁动力超声成像

航天模拟微重力环境体液再分布成像

张帅，教授，博导

生命科学与健康工程学院副

院长、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负

责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郭苗苗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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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3：脑认知与神经工程 研究方向4：智能医学与健康工程

杨硕，教授，博导

河北工业大学“元光学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

物医学传感器分会委员。

于洪丽
教授

周茜
副教授

构建多尺度神经信息采集与分析平台，研究智能信息

处理新方法，搭建脑机融合与智能控制系统，探索大

脑认知神经机制，为脑疾病及类脑智能提供支撑。

构建大脑多感知刺激的脑机交互

基于机器学习的跨脑识别与智能感知

多尺度神经信息采集与分析

脉冲神经网络与类脑计算

李晓霞
副教授

许铮铧
教授

耿跃华
副教授

开展辅助人类康复的智能化人机交互研究，研究新材

料新方法智能传感与监测手段，开展智能医疗与健康

大数据研究及临床应用研究。

柔性可穿戴智能感知

远程医疗与智能监护

人工智能与健康大数据

智能医学在临床中的应用

郭磊，教授，博导

河北省数理医学学会生物电

磁与智能健康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以生物电磁学为基础，以生物电工理

论与新技术为手段，为人类健康服务

医工融合、特色创新

宗旨：

理念：

团队带头人及主要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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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代表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资助经费
（万元）

起止年月 负责人

1
稳态磁场对氩掺乙醇等离子体射流放电

特性及抗癌效应的影响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24 2022.01-2024.12 夏文杰

2
外周迷走神经电刺激无源无线电极及动

态非对称无线供电模式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30 2022.01-2024.12 杨新生

3
基于fMRI的多脑区脉冲神经网络电磁调

控作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60 2021.01-2024.12 郭 磊

4
基于光-电信号的经颅磁刺激实时作用效

应与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58 2021.01-2024.12 丁 冲

6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愈后慢性气道疾病长

效监测系统研发与应用

河北省抗疫物资及
应急技术装备研发

专项
20 2020.07-2023.07 杨 丽

7

基于生物脑拓扑的类脑脉冲神经网络
FPGA实现及其多脑区协同的鲁棒功能研

究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0 2020.01-2022.12 郭 磊

8
经颅磁刺激对工作记忆影响的跨脑区网

络协同调控机制研究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项目

6 2020.04-2022.03 郭苗苗

9
新型碳纳米管神经支架的构建及其对脊

髓损伤修复的作用研究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项目

6 2020.01-2022.12 王宝霖

序号 姓名 学校单位 研究方向

1 杨丽
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工学博士

智能传感与柔性电子器件，无束缚生理信息监
测及微流控技术，人体健康与环境监测的智能

装备

2 王宝霖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工学博士CSC

伦敦大学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
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

3 杨新生
河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工学博士香港

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电磁场数值计算、无线电能传输、多物理场耦

合计算、生物电磁技术

4 夏文杰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工学博士
大气压气体放电及其等离子体生物医学应用，

等离子体与生物电磁技术交叉应用

5 程伟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生物工程学博士
生物芯片单细胞分析，纳米孔基因测序

有机纳米粒子合成

6 郝振宇
南开大学环境微生物理学博士
英国利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美国北卡州立教堂山分校博士后
蛋白组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7 王政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生物物理学博士
纳米胶束担载基因药物用于脑胶质瘤的免疫治

疗

近期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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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学术会议

构建了本、硕、博多层次培养模式，近三年已毕业博士生10名，硕士生74名，博士后出站1名。目前在读博士研

究生18名，硕士研究生130名。与美国、英国等多所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合作研究关系，获批

国家留学基金委中美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留学生来华资助项目。

主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全国学术会议10余次。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生物电工专委会
成立大会

生物医学工程科学发展
高峰论坛

对应的照片 对应的照片
对应的照片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学科
发展前沿高峰论坛

实验平台

电阻抗信息检测与成像平台

电磁场生物效应实验平台

植入式神经信息采集分析平台

脑电信息采集分析平台

电磁刺激实验平台

医学健康大数据平台

生物材料实验平台

放电等离子体实验平台

细胞实验平台

经颅磁刺激仪 植入式微电极记录仪 磁声阻抗成像

脑片膜片钳 脑电采集分析系统 电磁场发生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