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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1月1

日至12月31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3

月31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 (省)级奖指部委 (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 (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40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简表
实验室名称 智能化递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1 智能化材料设计

研究方向2 药物靶向递送

研究方向3 药物控制释放

研究方向4 生物效应评价

实验室

主任

姓 名 陆伟跃 研究方向 药物靶向策略及新型递药系统

出生日期 I9ω年 1月⒛ 日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年至今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王建新 研究方向 中药新型给药系统和靶向给药系统

出生日期 1 9 7 1 年8 月1 8 冂 职W//J〈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年至今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蒋晨 研究方向 新型给药系统和药物新剂型

出生日期 1 9 7 0 年1 1 月5 日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年至今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 名 侯惠民 研究方向 药物制剂工程化

出生日期 1940年10月13日 职称
研究员/

工程院院士
任职时间 2010年至今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82篇 EI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部 国外出版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
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958万元 纵向经费 12269j JE横向经费 732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3 0 项 授权数 5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42丿、 实验室流动人员 1 2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K期 1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讲座

人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人

青年千人计划 2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4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陆伟跃
Drug Delivery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sian
Joum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编委

吴伟

AAPS PharmSciTech . American Joum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r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编委

朱依谆 Life Science. Joumal of Alzheimer Disease 副主编

黄容琴

Intemational joum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Research. SAJ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

Joumal Of Gene Medicine . Nanomedicine and
Nanoscience Research

编委

潘俊 国际控释协会 (CRs)中国分会 秘书长

访问学者 国内 2 人 国外 6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l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药剂学 学科 2 放射药学 学科 3 药物化学

学科4 药理学 学科 5 药物分析 学科 6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7 1 人 在读硕士生 82丿、

承担本科课程 13”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591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2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l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1 项

实验室面积 4500M2 实验室网址 smartdds.fudan.edu.cn/smart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D,E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0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⒛17年度,实验室团队在涉及的功能材料设计、药物靶向递送和药物控制

释放、生物效应评价等方面开展 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共发表 sCI论文 ” 篇,影响因子 (IF)平均 6.6,

IF)7。O论文 37篇,包括 Adv MatcⅡals(IF=19.791)、ACs Nano(IF=13.942)、

Theranostics(IF=8.766)、Biomaterials(IF〓8.402)、sma11(IF=8.643)、Nanoscale

( I F = 7 . 7 6 ) 、J  C o n t r o l  R e l e a s e ( I F = 7 . 7 8 6 ) 等。 在 知 识 产 权 积 累 方 面 , 获 得 中

国发明专利授权 5项,申请发明专利 30项,获得新药临床研究批件 1项,申

报新药临床 2项,为新型药物制剂开发奠定了基础、实施了新药产品开发。垒

科技成果奖励方面,获得中国药学会赛诺菲青年生物药物奖 1项、上海产学研

合作优秀项 目奖二等奖 1项、第九届浦东新区科协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 1项。

在科技带动人才培养方面,获得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一等奖 1项、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优秀论文 1项,实现了科教相

长的协同发展 目标。

重要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介绍

通过实验室成员共同努力,在智能化材料设计、药物靶向递送、药物控制

释放及其生物效应评价等四个研究方向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下面以集成结果方

式从二个方面简述研究工作进展。

(1)脑部肿瘤靶向递药研究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脑部肿瘤因其部位的特殊性而限制了药物治疗效果。本成果针对脑部肿瘤

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多个生物学屏障 (血-脑屏障BBB、血~肿瘤屏障BBTB、

拟态血管VM、弱EPR效应)、肿瘤细胞 Tc和肿瘤千细胞 Tsc问题,通过对

每个环节单靶向、双靶向及多个环节多重靶向的可行性,分步验证了我们提出

的脑肿瘤系统靶向纳米递药策略治疗脑部肿瘤效果,成果涉及:脑及脑肿瘤靶

向分子的选择,每个环节一级靶向、双级靶向和多个环节多重靶向的纳米药物

构建,脑肿瘤体内外靶向性和药效评价,利用脑肿瘤弱EPR效应的被动靶向纳

米药物开发等方面。

创新性主要体现在:(1)提出并验证了脑部肿瘤靶向递药新思路,为脑部

肿瘤靶向治疗的新型纳米药物转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2)建立了脑部肿瘤

靶向递药技术体系,为脑部肿瘤靶向治疗的新型纳米药物转化研究奠定了实践



基础;(3)发展了靶向纳米药物工程化制备技术,为靶向纳米药物的产业化提

供了技术和设施保障。构建了一批纳米药物工程化制各的关键技术、关键器件

和设备,并应用于脑部肿瘤弱EPR效应环节的靶向纳米药物产品开发。

作为首席科学家单位主持的叨3项目
“
用于脑部肿瘤治疗的新型纳米药物

研究
”
 2017年11月以91.5得分通过了科技部验收,研究咸果又以

“
用于脑

部肿瘤治疗的主动靶向递药技术及其制剂研发
”
申请并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大

新药创制科技专项资助课题,“基于脑胶质瘤的长效靶向仿生纳米递药系统研

究
”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资助,启动了上海市教委重大项 目

“
脑胶

质瘤的全程靶向递药策略与验证
”
研究。

(2)新型药物制剂技术平台建设不断深化

以实验室为主体承担的
“
十二五

”
国家

“
新制剂与新释药系统技术平台

”
建设

工作,实验室在纳米给药系统、缓控释给药系统、粘膜给药系统和中药新型给

药系统的关键技术积累和对外开放服务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为新型药物制剂研

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⒛17年度,围绕新型药物制剂的研究与产业化咸效显

著。

在靶 向纳米药物研发方面:1)完成 了白蛋 白结合型的注射用紫杉醇

(PTX-HAs-NP)临床前各项研究工作,⒛17年10月申报了用于肺癌和乳腺

癌治疗 (4类仿制药)的生产、用于卵巢癌和胰腺癌治疗 (2.4类改良型新药)

的临床研究。2)开展了功能性药用载体材料研发:利用咸熟的主动寻靶分子

与 药 用 辅 料 构 建 成 主 动 靶 向 载 体 材 料 , 如 W V A P - P E G - P L A 、 W P - P E G - P L A 、

c R G D - P E G - D s P E 、
D C D X - P E G - D s P E 、

A 7 R - P E G - D S P E 等 , 相 关 研 究 咸 果 发 表

sCI论文20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5项、PCT专利 1项,获得专利授权 3项,

为后续的主动靶向脂质体、聚合物圆盘和胶束等靶向纳米药物开发提供了新型

功能材料的保障。

在粘膜给药制剂研发方面Ⅱ )我们通过与国外企业 Ⅳ IEW Thcrapeutics Inc。

开展深度合作,⒛17年11月,聚维酮碘眼用即型凝胶制剂获得美国FDA二期

临床研究批佯。2)阴道用生物粘附性温度敏感即型凝胶制剂,是通过对温度

敏感型即型凝胶材料 Pluronic F127进行氨基化修饰,使其在生理条件下荷正电

而与荷负电的粘膜和粘液发生电性作用发生物理粘附,其生物粘附效果在动物

阴道内外得到了验证,并发表 SCI论文3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2项,获得专

利授权 1项,为开发高效的阴道疾病用纳米药物制剂奠定了基础。

在智能释药系统研究方面:神经痛是因神经性损伤而引起的长期慢性疼



痛,局部神经阻滞是当前采取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通常将局部麻醉剂定位注

射至患者神经损伤部位,但传统局麻药单次注射后作用时间短、起效剂量高,

反复注射后极易产生局部肌肉毒性和神经毒性,且对神经痛疗效甚微。我们与

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Danicl Kohanc教授联合研制出一种光控智能局部

麻醉制剂,患者可根据 自身痛觉,利用近红外光在注射部位激活脉冲式药物释

放,实现按需给药。该研究是将天然毒素类钠离子通道抑制剂河豚毒素包载于

微米级的超热敏脂质体内,并将具有光热转化能力的金纳米棒经化学修饰固定

于脂质体表面,近红外光照射后,金纳米棒将光能高效转化为热能,直接加热

临近的脂质双分子层,增加脂质体的通透性并释放药物。该制剂在较低近红外

光照强度下即可多次激活药物释放,可用于脉冲式深层组织的神经阻滞。该成

果 发 表 在 Nano Le⒒ers上后 ,国 际 著 名 学 术 网 站 ACs Chemical&Enginecring

News(2O1γ1/23)和ChemistryViews(201γ1/14)即来 电 采 访 并 给 予 了 专 题 报

道,引起了神经痛患者及家属的关注,通过网络留言和来信方式咨询相关制剂

开发进展。

⒛17年10月,复旦大学与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复旦~奥赛

康药业联合研究中心,由王建新教授担任主任,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充分发挥科研和市场应用的各 自优势,提高新型药物制剂的研究开发和

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成呆的转化应用能力。这也是复旦大学药学院第一个

校企联合研究中心。联合研究中心将主要开展创新药制剂研发、注射剂再评价、

复杂制剂开发和关键技术突破等与市场实际需求相结合的探索性、实用性研

究,同时也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培训科研人员。目前奥赛康药业已经按合同支付

第一笔运行费和项 目经费,第一批实施项 目也在顺利开展。



2、承担科研任务

⒛17年度,实验室团队共计承担科研项 目” 项,其中:纵向项 目55项,

总 协议 经 费 侣 ⒍ 万 元 ,总 到位 经 费 12⒛万 元 ;横 向项 目 ⒛ 项 ,总 协议 经 费

1 5 2 4 万 元 , 总 到 位 经 费 T 3 1 万 元 。

其中在研纵向项 目40项,总协议经费3843万元,总到位经费"2万元。

包括:国家”3项目1项、国家9T3项目子课题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合作项 目2项、重大项 目课题 1项、面上项 目25项、青年项 目1项;上海市

国际合作项 目1项,上海市教委重大项目1项,其它上海市科委项 目5项等。

其中:新增纵向项 目15项,总协议经费 1018万元,总到位经费443万元。

包括: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9项:上

海市科委项 目4项等。

附表 ⒈1。承担的科研项 目 (纵向)

序

号

项 目下

达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 目 来 源

项  目

起讫时间

协议

经费

(万)

2017

到位

经费

(万)

负责人

1
2013CB9

32500

用于脑部肿瘤治疗的新型

纳米药物研究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戈l (973)
20132̄017 925 陆伟跃

2015CB9

31800

基于在体分子分型的肺癌

个体化治疗及评价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划 (9”)子课题
2015ˉ20I9 20 20

吴伟

(参

与)

3
2015CB9

31803

基于多途径多功能纳米分

子成像探针的肺癌在体精

确分子分型研究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kll (973)
2015ˉ2019 74 50

鞠佃文

(参

与)

4
QXF3010

o1
国家青年千人启动 中组部 2015ˉ2020 200 60 陆伟

5 国家青年千人启动 中组部 2016ˉ2021 100 40 占昌友

6 GZ995

新型多肽修饰的精确寡聚

体级联靶向基因治疗脑胶

质瘤的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中德)

2014-2017 黄容琴

81361I40

344

基于功能性生物材料和靶

向递送策略的再生医学新

技术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 (中日韩)

2014ˉ2018 144 王建新

81690263
生物大分子药物高效递释

系统的递送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重大
2017ˉ2021 I29,2陆伟跃

9 81673370

靶向示踪脑胶质瘤浸润边

缘的核壳型表面增强拉曼

散射探针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7ˉ2020 65 0 钱 隽

Io 81673018

集 兔疫检 查点 PDL̄1与

CTLAˉ4双重阻断和光动

力治疗于一体的纳米系统

治疗肿瘤的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7ˉ2020 61 305 陆伟



81673019

中性粒细胞膜包覆的仿生

纳米药物靶向循环肿瘤细

胞与前转移病灶的治疗策

略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7ˉ2020 陈钧

81671815

仿 血 小 板 纳 米 粒 联 合

BQ1⒛通过 自放大靶向效

应增强肿瘤光热治疗的研

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7ˉ2020 56

庞志清

(参

与)

81573332

白细胞介素 22与载脂蛋

白AI融合蛋 白靶向治疗

自身兔疫性肝炎的作用和

机制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6ˉ2019 65 鞠佃文

81573363

基于水淬灭近红外荧光探

针的口服脂质纳米给药系

统体内命运与作用机理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6-2019 昊伟

81573358

柔性多价装订肽构建的自

组装寡核苷酸递送系统用

于治疗老年黄斑变性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ˉ

面上
2016ˉ2019 魏 刚

I6 81573002
可视化的级联靶向胶束联

合治疗脑胶质瘤的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6ˉ2019 60 24 黄容琴

81571741

影像指导纳米激动剂功能

优化提高缺血性脑卒中神

经保护疗效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62̄019 李聪

81573361

兼具预防肿瘤复发及淋巴

转移功能的肿瘤切除术切

缘粘合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6-2019 刘瑜

19 81573616

冰片与纳米载体促进药物

口服吸收的协艮作用与机

寺刂

国家 自然科 学基 全ˉ

面上
2016ˉ2019 王建新

81473075

新型 sTAT3J卜分子抑制

剂的结构优化和生物学研

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

面上
2015ˉ2018 27.5 李英霞

81473149

抗癌 虻apIcd D型多肽 的

结构优化及其体内靶向递

送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ˉ

面上
2015ˉ2018 100 ◇

乙 陆伟跃

21472026

作用于磷酸甘油酸变位酶

l变构位点的抑制剂设

计、合咸及生物活性测定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5ˉ2018 周璐

81472757

仿 生 纳 米 乳 调 控 肿 瘤

hcdgchog通路治疗胰腺癌

的研究

国家 自然科 学基 全ˉ

面上
2015-2018 庞志清

24 81473136

新型 D1,D3受体双靶点

抗十自全森药物设计、合成

及生物活性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5ˉ2018 18.75 付伟

81473150

脑神经元靶向纳米递药系

统的构建及对阿尔茨海默

病双靶`点联合用药的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52̄018 张奇志

26 81473148

用于脑胶质瘤治疗的逆序

D型缓激肽与聚合物胶束

联合给药系统的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52̄018 刘敏

81373355GLUT1介导的脑靶 向细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2014-2017100 0 蒋晨



胞微环境敏感聚合物胶束

的构建及其抗颅内真菌感

染研究

面 上

o
∠ 8I373354

治疗多药耐药肿瘤的基质

全属蛋白酶触发释放胶束

递药系统构建及作用机制

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4ˉ2017 75 0 方晓玲

29 81373442

mTOR调节 ATPˉ柠檬酸

裂解酶在肿瘤代谢中的作

用和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4ˉ2017 70 余科

30 81371624

靶向调控血脑屏障通透性

实现影像指导下脑肿瘤递

药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4ˉ2017 0 李聪

8137167

3

细胞载体介导纳未药物

复合物精准归巢肿瘤及

其抗肿瘤作用的系统研

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4ˉ2017 70 0 姜嫣嫣

81373353

集光动力治疗、化疗于一

体的卟啉一聚己内酯纳米

粒的设计及其多模式肿瘤

靶向治疗策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4ˉ2017 0 陈钧

81373330

作用于活性位点的新型非

核苷类Ns5B抑制剂的设

计合成及抗丙型肝炎病毒

活性研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4ˉ2017 60 0 叶德泳

21602030
超两亲药物分子的设计与

性能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

青年基全
20172̄019 20 孙 涛

16430723

800

脑胶质瘤治疗用的虬aplcd

多肽 Ⅱ 3激活剂及其靶向

递药系统

上海市科委 国̄际科

技合作
2016ˉ2019 30 0 陆伟跃

12401901

002

基于ADME的组分中药

成药性评价技术
上海市科技支撑计划 20132̄016 80 16 王建新

15140901

300

无创光透明小鼠背脊皮窗

的建立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

项 目
20152̄017 李聪

15801410

4

用于脑部肿瘤治疗的新型

纳米药物研究(地方配套)

上海市科委 >重 大

项 目 973酉己套
20152̄018 443 443 陆伟跃

16286

集荧光诊断、光动力治疗、

化疗于一体的多功能纳米

递释系统的设计及其多模

式肿瘤靶向诊疗策略研究

上海市科委纳米专项 20132̄016 40 陈钧

40 15sG03
靶向调控血脑屏障通透性

提高脑胶质瘤疗效

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

项 目
2016ˉ2018 o 李聪

总计 38435 782.35

附表 ⒈1。承担的科研项 目 (新增纵向)

序号
项 目下达

编号
项 目、课题名称 项 目 来 源

项  目

起讫时间

协议经

费(万)

2017至刂

位经费
负责人



(万)

1

2017ZXo9

101001ˉoo

70̄28

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探索

研究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
2018ˉ202o 70 0 王建新

2 81773657
基于脑胶质瘤的长效靶向

仿生纳米递药系统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8ˉ2021 63.5 陆伟跃

817732o1

氨溴索调节肿瘤细胞 自噬

与促进肺泡表面活性物质

提高肺癌化疗效呆及作用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8ˉ2021 沙先谊

4 81773911

基于缺血性脑卒中炎症反

应构建白细胞介导的中药

有效组分多级脑靶向递药

系统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8ˉ2021 60 36 王建新

81771795

动态监测线粒体 自噬进程

的 pH比率响应型近红外

荧光探针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8ˉ2021 李聪

6 8177328o

基于固相合成碳纳米点的

光声/荧光双模咸像指导

下的脑胶质瘤靶向联合治

厅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8ˉ2021 黄容琴

:1773620 |∶

章:∶狲

;∶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ˉ

面上
2018泛021| 48 288 鞠佃文

81773283

仿血小板脂质体智能递送

PDL1抗体治疗肿瘤切除

术后复发和转移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ˉ

面上
2018ˉ2021 50 30 庞志清

9 81773576

基于海洋聚酮PM06o1“

的新一代微管蛋白抑制剂

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ˉ

面上
2018ˉ2021 李英霞

10 81773635

芳基氨甲基 哌̄啶/四氢萘

类。/δ阿片受体双重功效

镇痛分子成药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

面上
2018ˉ2021 28,8 付伟

1743I902

300

抗动脉粥样硬化全新靶点

鞘磷脂合酶抑制剂的研究

与开发

上海市教委 >科

研创新项目
2017ˉ2o2o

2017ˉ2o2o

70 56 叶德泳

脑胶质瘤的全程靶向递药

策略与验证

上海市教委 )科

研创新项目
300 陆伟跃

17401902

o00

柴黄鼻腔喷雾剂的临床前

研究

上海市科技支撑计

幻l
2017ˉ202o 王建新

17PJDoo2
一种早期诊断胰腺癌的生

物传感器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

划
2017ˉ2019 20 20 黄容琴

FUs̄IMM

20173oo6

蛋白多肽类药物高效口服

递送关键技术的研究

复旦大学一 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战略合作 自主创

新课题融合基全

2018ˉ2o19 50 0 魏 刚

总计 1018.5443.4



附表 ⒈2。承担的科研项 目 (横向)

序

号

项 目下达

编号
项 目、课题名称 项 目 来 源

项 目起

讫时间

协议经

费(万)

到位经

费 (万)
负责人

1
企业合作

项 目

艾考湖精的原料药研制及

制剂复方工 艺开发的技术

委托

必康生技 (香港)有

限公司

201702ˉ

201901
500 15556 蒋晨

2
企业合作

项 目
AMLz注射剂一致性评价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

限公司

2017,01ˉ

2018.12
100 王建新

3
企业合作

项 目

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制

剂质量评价

勃林格殷翰 (中国)

有限公司

2017,05ˉ

201805
65 沙先谊

4

企业合作

项 目

AsK074注射液药动学与组

织分布研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

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50 王建新

5
企业合作

项 目

不同剂量 条件下三种制剂

对离体 气管平滑肌作 用杌

制考察

勃林格殷翰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201703ˉ

201803
50 沙先谊

6
企业合作

项 目

KDR2~2目艮用混悬剂处方以

及工艺研究

广州慧柏瑞生物 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2017,09ˉ

201804
20 魏 刚

7
企业合作

项 目

EV01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

临床前药理研究

上海安沃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48 鞠佃文

8
企业合作

项 目

基于水淬 灭荧光探针脂质

纳米载体 经皮转运杌理研

究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1605ˉ

201812
40 20 卢懿

9
企业合作

项 目

离子液体 用于皮肤给药的

研究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1605-

201812
20

吴伟,

戚建平

10
企业合作

项 目

中药61类消阑尾炎颗粒治

疗急慢性阑尾炎的药学研

究与中试生产

上海新生源药业集

团

2016.09-

2018,12

’
‘ 王建新

企业合作

项 目

1 类抗 肿 瘤 A D C 新药

TRs005临床前药效学研究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24 24 鞠佃 文

企业合作

项 目
TRs003临床前药效学研究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24 鞠佃文

企业合作

项 目

注射 用更昔洛 韦与国产仿

制产品质量一致性评价研

究

上海罗氏制 药有限

公司

2016.09ˉ

2017.12

●
乙

0
乙 王建新

14
企业合作

项 目

肿瘤新抗原免疫治疗肺癌

临床前药效学研究

浙江摩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20 20 鞠佃文

企业合作

项 目

新抗原疫 苗治疗肿瘤 药效

试验

浙江摩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20 鞠佃文

16
企业合作

项 目

配方中活性物质透皮吸收

测试方法

欧莱雅 (中国)有限

公司

2016.09ˉ

201701
8 沈腾

企业合作

项 目

P101制剂在AD模型鼠药效

学试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

2017,11ˉ2

018.04
I4.88 1488 蒋晨

企业合作

项 目

血液透析患者血浆尿毒症

毒素硫酸吲哚酚和对甲酚

浓度测定

中山医院
201701ˉ

201712
14 陈钧

企业合作

项 目

ADC新药TRs0∞药代试验

Raos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

建立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1ˉ

2017.12
10 鞠佃文



20
企业合作

项 目

ADC新药TRs00Dˉ药代实验

RAMOs裸鼠皮下移植瘤模

型实验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701-

2017.12
10 鞠佃文

企业合作

项 目

P101制剂AD模型鼠药效学

试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崇

明分院

2017.11-

2018,04
9.8 9.8 蒋晨

22
企业合作

项 目

HMPLˉ6599制剂优化及实

验室放大相关研究

和记黄埔 (上海)有

限公司

20I607-

2017.06
6 3 王建新

企业合作

项 目

32P标记及放射性测量技术

服务
上海药物研究所

20I7,03ˉ

2018.03
4 1.6 钱 隽

企业合作

项 目

新基因导入试剂的开发及

组成优化

JsR Corporation(日

本)

2017.11-2

01810

2万美

兀

魏 刚

总计 1524,68731.84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智能化材料设计 陆伟跃、李 聪
叶德泳、李英霞、付伟、占昌友、孙

涛、周璐、谢操

2药物靶向递送 蒋 晨、蒋新国
陆伟、朱建华、张奇志、鞠佃文、刘

敏、姜嫣嫣、黄容琴、庞志清、陈键

3药物控制释放 王建新、吴 伟
印春华、潘俊、魏刚、沙先谊、卢懿、

沈腾、戚建平、秦晶、刘瑜

4生物效应评价 余 科、方晓玲
卢建忠、朱依谆、程能能、陈刚、陈

钧、钱隽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 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丶万

向

智

能

化

材

料

设

计

1 陆伟跃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56 6

2 李 聪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41 6

3 叶德泳 研究人 员 男 硕 士 正高 59 6

4 李英霞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正高 52 6

5 付 伟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正 高 44 6

6 占昌友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33 2

7 孙  涛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 高 32 2

8 周 璐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 高 35 6

9 谢 操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中级 37 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 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丶万

向

二

药

物

靶

向

递

送

10 蒋 晨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正高 45 6

蒋新国 研 究人 员 男 学士 正 高 68 6

12 朱建华 研究人 员 男 硕 士 正 高 66 6

13 陆 伟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37 6

14 张奇志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正 高 45 6

15 鞠佃文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47 6

16 文刂  蔼攵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 高 46 6

17 姜嫣嫣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高 47 6

18 黄容琴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高 34 6

19 韩丽妹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中级 37 6

20 陈 键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中级 39 6

21 庞志清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中级 38 6

丶万
向

三

药

物

控

制

释

放

22 王建新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 高 44 6

23 吴 伟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44 6

24 印春华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50 6

25 潘 俊 研究人 员 女 硕 士 副高 48 6

26 魏  刚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 高 41 6

27 沙先谊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高 39 6

28 卢 懿 研 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高 36 6

29 沈 腾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高 42 6

30 戚建平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高 0
乙

0
J 6

31 秦 晶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高 37 6

32 刘 瑜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中级 35 6

方

向

四
 
生

物

效

应

评

33 余 科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正 高 59 6

34 方晓玲 研究人 员 女 硕 士 正 鬲 66 6

35 卢建忠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 高 49 6

36 朱依谆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 高 51 6

37 程宵乞能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53 6

38 陈 ˉ刚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高 46 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

工作年限

价 39 陈 钧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正 高 41 6

40 钱 隽 研究人 员 女 硕 士 副高 44 6

41 万丹晶 研究人 员 女 硕 士 中级 47 6

42 王丽敏 管理人 员 女 硕 士 初 级 32 4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

工作期限

1 Tonglei Li 访问学者 男 50 教授 美国 普渡大学
⒛17年1月

2̄ 018年12月

2

iemeinhar
Richard
Allen

访问学者 男 45 岳刂教授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
⒛ 17年1月

9018年12月

3 顾臻 访问学者 男 37 副教授 中国
北卡罗来纳大

学

⒛17年1月

-⒛18年12月

4 郑海荣 访问学者 男 40 教 授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⒛17年1月
-2018年12月

5
ViGtor C。

Yang
访问学者 男 68 教 授 美国 密歇根大学

⒛1 6 年5 月
- 2 0 1 8 年4 月

6 Huan Xie 访问学者 女 41 副教授 美国
美国德州南方

大学

⒛16年5月
- 2 0 1 8 年

4 月

7
Niren

Murthy
访问学者 男 47 教 授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

⒛1 6 年5 月
- 2 0 1 8 年

4 月

8 Kiaoling L 访问学者 男 59 教 授 美国 太平洋大学
⒛1 5 年8 月

2017年7月

9 Ling Li 访问学者 女 52 研究员 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
⒛1 5 年8 月

9017年7月

10 Duxn Sun 访问学者 男 51 教 授 美 国 密歇根大学
⒛1 5 年8 月

- 2 0 1 7 年

7 月

Nicholas J.
Long 访问学者 男 50 教 授 英 国 帝国理工大学

⒛1 5 年5 月
- 2 0 1 7 年

4 月

12 Xin Guo访问学者 男 44 教授 美国 太平洋大学
⒛1 5 年9 月

9017年8月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实验室依托复旦大学药学院建设和运行,主要固定成员来自于复旦大学药

剂学科,部分固定成员来自于复旦大学药物化学学科和药理学科,其中药剂学

科为国家重`点学科、药理学科为上海市重`点学科。

实验室是复旦大学药学学科建设和药学院发展的重要抓手,无论在国家级



科研项 目、高质量成果产出,还是人才培养质量、学术团队建设等方面,均极

大地支撑了药学学科和药学院近年来的建设与发展,为复亘大学药学学科入选

教育部
“一流学科

”
建设(2017年)、

“
药理与毒理学

”
研究领域进入EsI2‰(2017

年,国内第五)、复旦大学位列世界大学排行第⒛ (国内第一,2017年US Ncws

&Wodd Repo⒒)、
“
药学及药理学专业

”
进入世界前 ω 强 (⒛17年,国内第二)

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实验室在生物技术药物靶向递送和控制释放研究领域

取得的咸就,也为推动药学院生物技术药物研究方向的发展、建设
“
生化药学

系
”
奠定了基础。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实验室固定人员既是科研人员又是一线教师,我们承担着大量的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课堂教学任务,为药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药物设计学》、《药

剂学》、《药理学》、《药物分析》、《物理化学》等ω 门课程,其中将本领域前

沿研究情况和实验室研究成果融入本科生和研究生课堂教学中的有:《药剂学

发展前沿》、《药物靶向传释系统》、《药用高分子材料》、《药学实验设计优化法》、

《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影像中的药物开发》、《生物技术药物给药系统》、《多

肽蛋白药物的修饰和递送》、《基因递释系统》、《药物动力学及其在新药研发中

的应用》等。以选修课形式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具有科普性质的课程4门(《药

物 生命 社会》、《纳米医学与健康》、《脑健康科学》、《药物剂型与疾病治疗》)。

对本专业学生结合科研实际施教,对跨专业学生科普化介绍,均得到了学生们

的好评。

此外,2017年度,实验室固定人员主编或副主编2本教材 (《计算机辅助

药物设计导论》(第二版)、《基础仪器分析》);在全国药学院校教学学术研讨

会暨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中,戚建平副教授参赛作

品《缓控释制剂—渗透泵片》获得微课教学大赛一等奖、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1)针对脑胶质瘤生长发展过程中存在血~脑屏障 (BBB)、血~脑肿瘤屏障

(BBTB)靶向效率问题,陆伟跃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冉丹妮以脑胶质瘤拟

态血管和新生血管、肿瘤细胞和肿瘤干细胞为共同靶标,构建适用于脑胶质瘤

生长发展各阶段治疗的靶向纳米递药系统,实现药物系统靶向递送,破坏脑胶

质瘤拟态血管和新生血管,提高药物对脑胶质瘤细胞和干细胞的杀伤能力,实

现药物对脑胶质瘤组织全方位的精准打击。利用融合蛋白原理构建的系统靶向

分子 DWAP可同时跨越 BBB、BBTB,并对脑胶质瘤拟态血管和新生血管、

肿瘤细胞和月菡月中瘤干细胞进行靶向。通过 DWVAP修饰的聚合物胶束包载肿瘤

治疗药物紫杉醇和肿瘤干细胞治疗药物小白菊内酯,进行联合用药,显著延长

荷瘤裸鼠的生存时间,大幅提高了化疗效呆。相关成果发表在 Acs Applicd

ˇΙatcⅡals&Interfaccs2o17 (IF=7.504) 斥口 Jourllal of ControⅡed Rcleasc2o17

(IF=7."6),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3项。

2)针对非创伤途径将药物递送至眼底视网膜部位难`点问题,魏刚教授指

研究生是科研工作的主力军,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实验室建设的一个重要指

标。实验室导师们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意识、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科研动力、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使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得

到了充分保证。2017年度,共培养在读和毕业研究生 狃 名(其中博士生⒛ 名),

培养质量在本学科领域名列前茅。同时,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

度,通过高访学者机制,与海外知名大学教授在实验室长期或短期训练研究生

6名。通过相互交流学习,拓展了海内外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

本科生科研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也是实验室人才培养关注的重J点。实验

室成员非常重视本科生第二课堂的设立,鼓励他们进入实验室并积极参加
“
砉政

学者`“望道学者`“曦源项目
”
等科创活动,全方位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2017

年度,实验室咸员共指导本科生参与科创项 目8项,大幅度提高了本科生的科

研能力,他们毕业后得到了就业单位、深造高校的普遍赞誉。其中由孙涛老师

指导的舒澜同学
“
望道

”
项 目代表复旦大学参加了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复

旦仅三项),获“优秀论文
”
奖项,并受邀做闭幕式报告 (复旦唯一)。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列举不超过3项)



导的博士研究生江宽以对眼部渗透性良好的细胞穿膜肽 Pcnetratin为模板,保

留其序列中碱性氨基酸不变,通过部分氯基酸突变得到一系列具有不同疏水性

的Penctratin衍生物 (包括经色氨酸突变得到的 7条亲脂性衍生物和经丙氨酸

突变得到的 1条亲水性衍生物),并通过体内外系统评价考察其对眼组织渗透

能力,证实经结膜囊内滴眼给药后,亲脂性衍生物能够更迅速地到达小鼠视网

膜,并且透过量更多、滞留时间更长。相关成果发表在 AGta u。materialia2017

(IF〓6.319),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2项,获得 ⒛17年上海市药剂学年会暨青年

论文报告会一等奖,成果在 2017年第十一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和第三届 《药

学学报》药学前沿论坛进行壁报展示。

3)鞠佃文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章旭耀研究了同时靶向CD狎和细胞 自噬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协同抗肿瘤作用。通过合成 sIRP α D1Jc提高巨噬细胞吞噬

和杀伤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能力;活性氧和 mTOR信号通路参与了sIRP α

D1-Fc诱导的肿瘤细胞细胞 自噬;抑制细胞 自噬增强了SIRP α D1-Fc诱导巨噬

细胞介导的吞噬和杀伤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作用;靶向细胞 自噬增强了sIRP α

D1-Fc的体 内抗肿瘤作用,伴随着招募更多巨噬细胞进入肿瘤部位,激活

Caspasc-3和产生过多的活性氧。揭示了细胞 自噬在 CD47靶向肿瘤免疫治疗中

的作用,同时阻断CD47-SIRP α和细胞 自噬可作为一种新型有效治疗非小细胞

肺 癌 的 方 法 。 相 关 成 果 发 表 CanccrImmmology Research2017(IF=8.28),赴日

本 和 日 内 瓦 参 加 Japanesc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 Amud Meeting,European

socicty for ˇΙcdical Oncology I-mo Oncology Congrcss 2017 ,  2017

intcmational academic and indus“ial forLIm of prcGision medicine国际 学 术 大会 并

作 大会 发 言 。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列举5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

形式
学生

姓名

硕士/

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l 口头报告 刘丽莎 博士

The 14th Us~Japan sympOsium on Druε

Delivery systems Conference,美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 ⒛ 1 7 年 1 2 月

蒋晨

2 口头报告 李瑞翔 博士

2017A3 Foresight IntcrnatiOnal symposium or

Nano-Biomaterials and Regener岫ve Medicine,

中 国 天 津 ,2017年10月

王建新

3 口头报告 陈伟 博士

2017intemational acadeΠ1ic and industrial foruⅡ

a f  p r c o s i o n  m e d i c i n e , 中国 上 海 , ⒛ 1 7 年 1 1

月

鞠佃文

4 口头报告 ~章旭耀 博士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l 鞠佃文



(EsMo)Immuno OncOlogy COngress2017, 日

内瓦,⒛17年7月

5 口头报告 章旭耀 博 士
Iapanese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 Annua

M e e t i n g ,  A t ' , 2 0 1 7 + 6 n 鞠佃文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为实施
“
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
的运行机制,实验室面向高校、研究

院所设立了开放课题,资助国内外相关科技工作者依托本实验室开展研究工

作。

⒛17年度,设立 6项开放课题,资助经费4万元/项。涉及单位包括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华东理工大学、同

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开放课题的设立,既促进了实验室

与国内外不同单位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提升了实验室在生物医药研究领

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序

号
课题名称

费

度

经

额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

单位

课题

起止时间

l

基于冰片开窍和姜黄素肿

瘤微环境调控作用的多策

略靶向纳米系统的构建及

其抗脑干胶质瘤研究

4 胡凯莉 副研究员
上海中医药

大学

2017年5

月2019年

4月

2

克服胰 岛素 口服吸收多重

屏障的新型纳米载药系统

研究

4 盛剑勇 博士后
华中科技大

学

2017 + 5

月9019年

4月

3

仿红细胞与血小板纳米磁

簇增强肿瘤MRI成像与光热

治疗的研究

4 沈丿l顷 副研究员 同济大学

2017 + 5

月-2019年

4月

4
活性氧 (ROs)响应性纳米药

物载体系统的构建研究
4 张 琰 副教授

华东理工大

学

2017 ‘卜 5

月习019年

4月

5

靶向胶质瘤的 pH敏感性荧

光素钠纳米探针的构建及

其在胶质瘤术中成像的应

用研究

4 毕云科 医师

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

2017 + 5

月9019年

4月

6

用 于 宫颈癌 局 部 给 药的

CRIsPR/Cas9基因编 辑 递 送

系统研究

4 孙锋
高级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

究所

2017 + 5

月9019年

4月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

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召开时间参加人数 类别

1 第11届中国药物制剂大会 中国药学会
陆伟跃

王浩

2017年1(

月28-29日
1400 全国性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实验室高度重视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营造

了良好的开放、交流、合作氛围。

⒛17年度,实验室成员在国内外各类会议上,被邀请大会报告 30人次,

教师和研究生共参加其他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 50余人次,邀请国内外专家来

本实验室学术报告 19人次,进一步扩大了实验室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新

增国际合作项 目1项,实验室新申请高级访问学者 4名,通过国际合作项 目的

开展,共同培养研究生、发表论文、提升了实验室承担国际合作的能力。

(4)科学传播

实验室的科学传播工作分为不同层次,均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

针对药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除了课堂上进行基本药学科学知识传播

外,还将本领域前沿研窕进展和实验室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 (如:《药剂学

发展前沿》、《药物靶向传释系统》、《药用高分子材料》、《药学实验设计优化法》、

《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影像中的药物开发》、《生物技术药物给药系统》、《多

肽蛋白药物的修饰和递送》、《基因递释系统》、《药物动力学及其在新药研发中

的应用》等),开展拓展型药学科学知识传播。为此,实验室多名咸员荣获药

学毕业生“我心目中好老师
”称号。

针对非药学专业本科生,结合复旦大学通识教育要求,开设了具有科普性

质课程 (如:《药物 生命 社会》、《纳米医学与健康》、《脑健康科学》、《药物

剂型与疾病治疗》),开展科普型药学知识传播,得到了非药物专业学生的普遍

好评,其中因 《药物 生命 社会》受众面广、社会效益好而荣获上海市精品课

程。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 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藉

1 侯惠民 男 正高 75 药物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否

0
乙 杨志民 男 正高 66 关国密歇根大学 是

3 陆伟跃 男 正 高 55 复旦大学 否

4 丁建东 男 正高 50 复旦大学 否

5 王  浩 男 正高 48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否

6 王建新 男 正高 44 复旦大学 否

7 李亚平 男 正高 49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否

8 朱依谆 男 正高 50 复旦大学 否

9 何丹农 男 正高 59 纳米技术应用国家工程中心 否

10 张志荣 男 正 高 59 四川大学 否

张  强 男 正高 57 北京大学 否

12 杨祥良 男 正高 48 华中科技大学 否

13 顾  宁 男 正高 51 东南大学 否

14 高 申 男 正 高 58 第二军医大学 否

15 梅兴国 男 正高 60 军事医学科学院 否

16 陶建生 男 正高 62 上海中医药大学 否

17 蒋新国 男 正高 68 复旦大学 否



o)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⒛18年1月⒛ 日,智能化递药教育部及全军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年会在

复旦大学张江校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召开。复旦大学医学科研办和药学院领

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实验室领导和部分骨干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

议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王浩教授主持。

实验室主任陆伟跃教授介绍了参会领导和专家、本次学术委员会咨询主题

后,复旦大学医学科研办孙逊主任代表上海医学院讲话,充分肯定了实验室自

建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对2017年实验室评估工作给予了好评。药学院副院

长李聪教授发言强调,智能化递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药学院平台基地建设与

运行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对药学学科建设和学院整体实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

献,药学院将一如既往给予实验室大力支持。

药学院党委书记、实验室主任陆伟跃教授对实验室⒛17年的工作进行了

回顾总结。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专家对 ⒛17年度实验室运行工作进行审议,并

对实验室近 5年来工作所取得成效给予肯定的同时,着重就 2017年实验室评

估工作的资料撰写、汇报内容、代表性成果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为实验

室今后工作重心明确了方向。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1、复旦大学层面上成立了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由校长任管

委会主任,各职能部门 (科研、人事、资产、财务等)任委员,贯彻和落实

国家和部委有关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协调解决重点

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中的其他重大问题。科研管理部门监督指导重点实验

室按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相关政策及规章实施运行和管理;组织进行重`点实

验室校内年度考核,协助重点实验室参加主管部门验收和评估;协助指导重

点实验室专项建设经费使用的预决算编制及计划实施。规划部门负责在学科

建设规划中制定支持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努力促进学

科建设与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紧密结合。资产管理部门制定实验室用房

规划及实施方案,协调资产购置、管理和废弃物等。人事管理部门负责督导

重点实验室建设依托单位在人力资源方面统筹和协调重点实验室相关人力资

源规划,设置及管理等工作。

2、复旦大学药学院作为支撑和保障重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的主体,对重

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运行和管理负有重要职责,在人力资源、研究生招生

和培养、实验室用房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政策保障。

3、复旦大学设立重`点实验室运行费,用于实验室日常行政管理支出、消

耗性试剂和器材的补充、重`点实验室年度会议及学术委员会会议、实验室网

站维护、设立开放课题、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交流、参加国际会议等;⒛17年

度资助 100万元。

4、重`点实验室按照学校要求每年提交年报,并由科研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按规定报送教育部。



3、仪器设备

实验室始终遵循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原则,实行实验室网上预约使用

制度,并在复旦大学校内开放共享基础上,于 ⒛14年加入上海市研发公共

服务平台 (-.sg虬。cn),实现了校内外开放共享格局。实验室先后为多家

研究机构和公司提供了技术服务和支持,如:为默克公司开展了药物制剂人

员培训,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同济大学、东华大

学、中国药科大学、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等开展了服务合作。

同时,实验室也注意发挥药物递送技术和制药设备在新药创制过程中的

联合优势,开展新药创制服务与转化,为新药转化的后续服务奠定了坚实基

石出。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

实验室

(单位

P’孑年
章) 邸

丿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