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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校“985”科技创新平台科研成果分别在 

《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杂志发表 

 

1、生物医学研究院 新科研成果在《Science》上发表—治疗神经胶质瘤有望找到新方

法 

 

4 月 10 日，国际权威杂志《科学（Science）》发表了我校生物医学研究院熊跃、管

坤良教授所领导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神经胶质瘤衍生的 IDH1 突变显性抑制酶催化

活性，激活 HIF1”。这一成果初步探明了基因突变促进神经胶质瘤生长的分子机理，找

到了遏制肿瘤生长的有效代谢物，为神经胶质瘤及其他肿瘤的治疗带来新的曙光。 

《科学》为该论文配发了评论文章，对该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科学》表示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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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经胶质瘤基因突变分子机理的揭示具有开创性意义，阿尔法酮戊二酸（KG）类似物

能对包括神经胶质瘤在内的其他许多肿瘤的生长均有遏制作用，为临床肿瘤药物的开发

找到了一条新路。 

临床难题：“三高一低”神经胶质瘤 
神经胶质瘤是颅内常见恶性肿瘤，约占所有颅内肿瘤的 40%，具有发病率、复发率、

死亡率高和治愈率低的“三高一低”特点。据统计，每 10 万人就有 16 人发病。由于神

经胶质瘤呈侵润性生长，与脑组织无明显分界，难以做到全部切除，仅通过传统手术无

法有效治愈，多主张联合治疗，配以化疗和放疗延缓复发和延长生存期。而现有的肿瘤

药物和放疗多针对生长期细胞，对处于静止状态的神经胶质瘤干癌细胞却无能为力。这

就是侵润性极强的神经胶质瘤高复发、低治愈的原因所在，也成为了摆在细胞生物和神

经外科专家们面前至今无法攻克的一大难题。各国科学家为了解胶质瘤的发生发展，寻

找防诊治手段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而复旦大学此次研究成果

却可能使“三高一低”实现逆转。 

 
 

为肿瘤细胞生长踩一脚“刹车” 
2008 年 10 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在 Science 杂志发表研究论文，发

现恶性胶质瘤中的异柠檬酸脱氢酶 1（IDH1）发生突变，这一结果迅速被世界上多个实

验室在大量的肿瘤样品中确定，这些研究表明，IDH1 基因突变在继发性神经胶质瘤中的

突变频率高达 75%以上，使得 IDH1 基因成为潜在的神经胶质瘤的诊断指针和靶向治疗目

标。而实现靶向治疗的关键是发现 IDH1 基因突变促进肿瘤生长的机理，这正是复旦大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复旦 MCB）科研团队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熊跃、管坤良、赵世民、雷群英等老师的指导下，复旦 MCB 研究人员刻苦攻关，

很快发现：IDH1 基因突变会抑制细胞内 IDH1 的活力，导致胞内 KG 水平的明显下降，而 

KG 的下降则进一步导致脯氨酸羟基化酶（prolylhdroxylase）活力的降低。仿佛推倒了

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系列的反应导致了细胞缺氧诱导因子（HIF1）的稳定性增加，从而

激活了 HIF 信号通路， 终促进肿瘤生长。 

在这一过程中，IDH1 基因突变就像是为肿瘤细胞的增长大力踩了一脚油门，而复旦

MCB 科研人员却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找到了珍贵的“刹车”。在发现神经胶质瘤基因突变

分子机理后，科研团队并没有浅尝辄止。他们欣喜地发现，一种体内代谢物 KG 类似物

可以有效抑制 HIF1 的增加，降解其活性，继而阻止 HIF 信号通路的激活，给肿瘤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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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来了一脚大力刹车。值得一提的是，这种 KG 类似物是将人体自身细胞内的代谢物加

以改良，可能无毒副作用和排斥现象，又极易进入细胞，很快可以应用于临床，为肿瘤

治疗新药的开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和谐团队 厚积薄发 
在令人鼓舞的成就面前，有这样几个数字更令人感到惊讶：科研人员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团队包括了 4名教师、15 名研究生、3名技术人员和 1名实验室管理人员，研究

的主要力量是三年级以下的研究生；仅历时 6 个月就成功完成课题并获得《科学》的发

表通知；《科学》杂志在短短 1个月内快速完成对论文的一审和二审，更是特地选在美国

癌症研究协会第 100 届大会召开之前发表。据 MCB 指导老师之一雷群英介绍，包括《科

学》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这支团队仅三月份就有三篇文章被不同的国际主流杂志上接受。 

                                                   （综合管理办公室供稿） 

 

2、我校脑科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为脑损伤患者的治疗打开新思路——神经干细胞移

植需进行干预方能治愈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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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脑科学研究院杨振纲副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利用大鼠实验，成功发现了神经

干细胞在神经再生中的独特行为方式，为人工干预下通过神经干细胞迁移和移植治疗多

种脑损伤疾病打开了新思路。 

近 10 多年来，科学家们发现了人体的脑内终生都有神经干细胞，这为人们利用自

体神经干细胞修复损伤的大脑带来了曙光。但实际情况是，受损伤的大脑并不能成功地

自我修复。主流的观点认为，大脑之所以不能够成功地修复自己，是因为脑内神经干细

胞的数量太少，只要想方设法扩增神经干细胞的数量，便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许多

研究工作均聚焦于此。然而，我校脑科学研究院杨振纲组发现，大脑不能成功修复自己

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神经干细胞数量的问题，而是这些神经干细胞未能发育成“重建”

神经系统所需要的特定类型的神经元。这一结果提示，若要利用神经干细胞进行治疗，

就必须事先通过有效手段有目的地使移植的神经干细胞能发育成在受损脑区真正所需要

的神经元。这一发现修正了神经干细胞研究领域内长期存在的片面认识，并为神经干细

胞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复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干细胞理论有着突出贡献，

而且还为神经干细胞的临床应用带来了新的曙光。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4月 22 日出版

的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神经科学杂志》上，并被选为亮点文章重点介绍了这一重要进展。

同时，历史悠久的美国《科学新闻》杂志也对此项科研成果进行了专门报道。 

我们需要“砖头”而神经干细胞只能提供“石子” 

提起干细胞，绝大多数人就会想到造血干细胞，即俗称的“骨髓”。干细胞在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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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组织中的发现、研究及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为治疗重大疾病乃至延长寿命带来了

新希望。造血干细胞的移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为白血病等的医治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手

段。但是，复旦大学的研究证实，神经干细胞与造血干细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神经干

细胞并不具备如造血干细胞一般的全能性。 

研究人员在脑中风的大鼠模型中发现，它们极易受损伤的脑区是脑部的纹状体。纹

状体内 90%以上的神经元都是投射神经元，它们“个头”中等，且 明显的特征就是浑

身上下长满了“刺”。而复旦的研究结果表明，由大鼠脑部自身的神经干细胞所产生的

新生神经元“个头”都很小，身上几乎没有“刺”，并不是治疗纹状体损伤所需要的那

种浑身带“刺”的神经元。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先前医生与患者普遍认为的成体神

经干细胞可以产生任何类型神经元的观念需要修正。课题组成员刘芳博士和尤燕硕士，

对记者做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这就像一座房子倒塌后我们需要更多的砖块去重建它，

但生产并运来的建材却是石子。” 

该研究工作的指导者、复旦脑科学研究院神经干细胞和神经发育研究组组长杨振纲

副教授进一步解释道：“不论是在胚胎时期还是成年以后，脑部神经干细胞都只能产生

一定种类的神经元。”据杨教授介绍，神经干细胞并不能像我们熟知的造血干细胞那样

可在“全身到处流动”。并且，作为已知的人类体内 复杂的系统，仅大脑就有近 1000 

亿个神经元和十倍于此的神经胶质细胞。这 1000 亿个神经元又可以分为近 1 万种不同

的类型。人体要想制造出一个如此复杂而“完美”的系统，神经干细胞就不得不在胚胎

发育开始时就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就使我们在成人脑内找不到一种能生产出所有类

型神经元的“全能制造者”。 

神经干细胞替代疗法治愈神经系统疾病的新思路 

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这就是神经元的“制造者”——神经干细胞毕竟终生存在于

我们的大脑内。而随着基因技术与克隆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安全地利用一个皮肤

细胞成功地变回到类似胚胎细胞继而成功地克隆出一个动物。近 2-3 年来，来自日本、

美国、欧洲和中国的众多科学家，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相关试验。鉴于复旦的研究成果，

利用相关技术，科学家们未来将能够利用表观修饰等多种遗传学的手段，去诱导人体脑

部的神经干细胞产生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所需要的神经元。 

2007 年 3 月，在美国接受博士后训练的杨振纲博士应聘到脑科学研究院，担任青

年课题组长，建立了神经系统发育与神经干细胞实验室。作为该领域的新兴研究力量，

该实验室成员平均年龄未满 30 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实验室已初步建立了 1个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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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经胶质细胞发生发育模型，2 个神经系统疾病损伤模型。这次的研究成果是该实验

室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三篇通讯作者文章。         （综合管理办公室供稿） 

 

3、我校“985 工程”科技创新平台 2009 年度经费预算批准执行 

经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处综合审议，我校“985 工程”科技创新平台 2009 年度经费

预算于 2009 年 4 月初批准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将继续按成本分担、勤俭节约的原则加

强各创新平台经费使用重点环节的控制管理。 

 

4、数理研究科技创新平台成立三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所） 

2009 年 4 月，数理研究科技创新平台三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获学校批准成立，分别

为“复旦大学生物统计学研究所” （负责人：罗泽伟）、“复旦大学计算科学与工程研究

中心”（负责人：龚新高）、“复旦大学计算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冯建峰）。 

（平台办供稿） 

 

二、 我校封东来教授获得 2008 年度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19 位教师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近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了 2008 年度教育部交叉创新团队项目和“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项目入选者。我校物理系封东来教授的研究项目“复杂量子材料机理与应

用探索”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信息学院丁士进等 19 位老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1、2008 年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共 1个) 

复旦大学物理系封东来教授“复杂量子材料机理与应用探索”。 

2、2008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共 19 人) 

姓  名 院  系 姓  名 院  系 

丁士进 信息学院 傅吉祥 数学学院 

乔明华 化学系 李世燕 先进材料实验室 
陆  晔 新闻学院 韦广红 物理系 
王克敏 管理学院 余学斌 材料系 

王永钦 经济学院 陈  刚 药学院 

江建海 医学院 孙惠川 中山医院 
王树林 生科院遗传所 张文宏 华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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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希 医学院 张新颖 中文系 

魏勋斌 生物医学研究院 汪行福 哲学学院 

陈  文 公共卫生学院   

（基础研究办公室供稿） 

 

三、“十一五”863 计划重点项目 

“面向软件无线电的宽带数据变换和可重构射频集成电路”正式启动 

 

4 月 10 日上午，由我校作为牵头单位承担的科技部 863 计划重点项目“面向软件无

线电的宽带数据变换和可重构射频集成电路”启动会在张江校区行政楼 3号会议室召开。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王柏义处长和 863 责任专家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出席了本次

会议，就该项目的重要性分别做了发言，并希望该项目在“十二五”期间能取得重大科

技成果。 

 

 

 

 

 

 

 

 

 

 

 

（图为龚新高处长向与会专家致欢迎辞） 

该项目总经费一个亿，其中 863 计划资助 5000 万。启动会上，科技处龚新高处长首

先致欢迎辞，闵昊教授介绍了我校微电子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就我校近几年在射频电

路领域开展的研究和取得的优秀成果向领导和专家进行了介绍。曾晓洋教授随后对该项

目的总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汇报，参与该项目的 9 个合作单位分别就各自承担的研究内容

介绍研究方案，并与专家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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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863 责任专家清华大学王志华教授发言） 

该项目基于软件无线电方法，研究多模多频无线收发机体系结构，完成关键 IP 开

发，实现通信/广播/定位等领域的多标准、多频段 2 款 10000 颗以上收发机射频前端芯

片的小批量生产，并且实现原型机应用。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带动我国射频集成电路高

端人才培养，为提升国家自主射频集成电路研发和产业化实力做出贡献。 

（重大科技项目办公室供稿） 

 

三、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科技处赴四川大学调研 

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与兄弟院校科技管理经验的沟通和交流，4 月 16 日，

我校科技处和中山大学医科处赴四川大学调研。此次调研的重点是医学科研的整体发展

和医学基地建设。我校由科技处龚新高处长带队，率综合管理办公室、基础研究办公室、

医学科研办公室、以及上海医学院和部分附属医院的科研管理人员共十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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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四川大学科技处李彦处长首先向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科技管理人员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对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进行了介绍。三校就医科科研整体管理模式、医科院

系和附属医院科研发展和管理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积极探讨，同时就四川大学医科发展和

基地建设的成果和经验进行学习，另外就重点开展新形势下的医学科研建设与发展形成

共识。 

下午，我校和中山大学的科研管理人员分别参观了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华西妇产儿童医院科研大楼。四川大学副校长、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魏于全院士就该实验室的建设、人才引进、研究成果和运作模式等向大家做了详细介绍。

华西妇产儿童医院的科研大楼设施先进、设备齐全，是医院专门为科研而建，其科研项

目和成果丰硕。四川大学在基地建设、附属医院科研管理方面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值

得我校学习和借鉴。 

（基础研究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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