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强迫障碍”研究团队简介

本团队一直专注于强迫症及相关障碍的神经生物机制及诊疗新技术。

目前已经建立了多模态影像学技术(fMRS、fMRI、MEG、PSG 等)、神经调

控技术、13C 磁共振谱、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等多个技术平台开展系统诊疗

研究，团队致力于应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

化。现面海内外诚聘博士后人员 1~2 名，欢迎申请加入本团队！

二、合作导师介绍

郑会蓉主任，广东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具有多年的神经影像学（特别是分子结构相关的波

谱法）分析和研究经验，目前课题组聚焦强迫障碍与相关的睡眠障碍、抑

郁障碍等慢性精神心理疾病，关注神经功能代谢和递质动态，联合运用多

模态影像学、神经调控、代谢组学、电生理与计算建模等技术手段，研究

领域主要包括：1）系统性揭示强迫障碍不同亚型及与睡眠相关的神经影像、

神经免疫机制；2）系统研究抗强迫神经调控技术及增效药物的作用靶点，

探索对疗效预测具有鉴别价值的生物标记；3) 探索强迫共病抑郁障碍的神

经认知特征及神经机制。

三、课题组主要研究内容

课题组研究包括：

1. 强迫障碍及不同亚型的神经生物机制；

2. 抗强迫增效药物及神经调控机制及预后因素；

3. 强迫共病其他精神障碍的心理特征及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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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士后招收研究方向及基本要求

1. 研究方向及依托课题

（1）强迫障碍不同亚型及与睡眠相关的神经生物机制；

（2）抗强迫神经调控及增效药物的作用靶点，探索对疗效预测具有鉴别价



值的生物标记；

(3) 强迫共病抑郁障碍神经认知损害特征及机制。

2. 招收要求

(1)专业或研究背景涉及医学、认知心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神经

生物学、计算机、信号处理、自动控制、电子工程等领域的优秀人才；

(2) 年龄 35 周岁以下（有海外经历的可适当放宽），具有独立从事课题研

究的能力；

(3) 近 3 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含半年内即将获得博士学位）；

(4) 良好的英文阅读和交流能力，能独立完成英文论文的撰写；

(5)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 SCI 论文，或曾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科研项目，

其他方面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6) 勤奋努力，有进取心和责任心，性格踏实热诚，具有团队精神。

六、博士后相关待遇

1. 基础工资：博士后分为 A、B、C 三岗，医院提供博士后基础年薪分别为

30 万元/年、35 万元/年、40 万元/年（税前），住房补贴 4.8 万元/年。

2. 医院提供博士后启动经费 5 万元，中期考核合格者追加 3-5 万元科研

经费。

3. 根据个人需要，医院可协助办理个人落户。

4. 鼓励并支持博士后申请各类博士后基金项目和人才计划，参加国际学术

交流(境外交流项目)，助力青年人才成长和发展。

5. 鼓励并支持博士后独立申报国家、省部级基金以及广东省的各类博士后

人才项目。



6. 申请国自然项目，通过审查立项，医院给予科研配套经费 5-10 万(根据

医院政策实时调整)，另按资助金额进行 1:1 进行配套。

7. 课题组将尽力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资源、机遇与支持。

七、博士后岗位职责

1. 与合作导师共同制定研究方案并执行；

2. 独立数据分析、撰写研究论文；

3. 学习撰写项目申报书，同时协助导师撰写申报书；

4. 参与课题组常规学习活动，协助指导研究生；

5. 积极参与课题组集体活动。

八、应聘材料

1.个人简历（含教育背景、科研背景、研究特长）；

2.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3.两名推荐人（包括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信 2 封；

4.博士论文、代表性论文等学术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5.进站后工作设想(3000 字左右）。

九、联系方式

请 将 个 人 简 历 及 反 映 本 人 学 术 水 平 的 材 料 发 送 至 邮 箱 ：

hgm198103@163.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应聘博士后+个人姓名。

个人简历：包括但不限于：①个人基本信息（个人近照、教育背景、联系

方式等）；②科研经历和实验技能；③论文发表和项目参与情况（如有）；

④研究兴趣和方向等。有初步意向后将尽快安排面试，本招聘公告长期有

效，招满为止，欢迎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