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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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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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晨 研究方向 纳米药物靶向递释系统和药物新剂型开发研究

出生日期 1970年 11月 5日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8年至今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吴伟 研究方向 口服给药系统、纳米给药系统、药物制剂新技术

出生日期 1971年 1月 26日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8年至今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陆伟 研究方向 疾病诊疗一体化纳米制剂

出生日期 1978年 4月 28日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8年至今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丁健 研究方向
抗肿瘤新药研发创制、药物作用机制探索和生物

标志物研究

出生日期 1953年 2月 20日 职称
研究员/

工程院院士
任职时间 2018年至今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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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5万元 纵向经费 1569.7万元 横向经费 412.8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27 项 授权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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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5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1人
短期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人
讲座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2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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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晨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药学学报 编委

吴伟

AAPS PharmSciTech、AJPS、Arch Pharm Res、
Curr Drug Deliv、Int J Pharm、J Drug Deliv Sci
Tech、Pharm Res、Processes、J Biomed Nanotech

(副主编)

编委

魏刚 药学学报 编委

黄容琴 Journal of Gene Medicine 编委

陆伟
Asi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药学学

报
青年编委

孙涛 Current Gene Therapy 编委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4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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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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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人 在读硕士生 84人

承担本科课程 1368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585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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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75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
文和专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
等。总结实验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
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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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篇，影响因子（IF）平均 7.8，IF>10

论文 19篇、10>IF>7论文 19篇，包括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IF=18.952）、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IF=16.836）、Advanced Science（IF=15.84）、ACS

Nano（IF=14.588）、Nature communications（IF=12.121）、Small（IF=11.459）、

Nano Letters（IF=11.238）、Biomaterials（IF=10.317）、等。在知识产权积累方面，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10 项，申请发明专利 27 项。在科技成果奖励方面，获

得上海药学科技奖二等奖 1项（排名第 1）。在科技带动人才培养方面，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获得者 1人、上海市千人计划

获得者 1人、英国皇家化学会新锐科学家 1人、复旦大学卓识、卓学计划获得者

6人，实现了科教相长的协同发展目标，提升了实验室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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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方面简述研究工作进展。

代表性成果一：构建了脑电场响应型磁共振造影剂，为“隐匿型”致痫灶的

准确定位提供了新技术，为提高难治型癫痫病人手术干预率提供了新途径

癫痫是由异常神经元放电导致的突发性、反复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约

1/3的患者对抗癫痫药物无响应，被称为难治性癫痫。手术切除致痫灶是临床治

疗难治性癫痫最有效的方法。但即使通过MRI、18FDG-PET等影像技术和神经

脑电综合监测，仍有约 1/3难治性癫痫患者难以定位致痫灶。因此，实现“隐匿

型”致痫灶的准确定位对提高难治性癫痫病人手术干预几率意义重大。李聪教授

团队首先在难治性癫痫患者病灶组织切片上证实了血脑屏障结构相对完整，并发

现了神经炎性相关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LRP1）在病灶区血管内皮细

胞表达显著性提高。据此，提出了基于 LRP1受体介导转胞吞机制提高目标探针

跨血脑屏障递送的策略。研究团队构建了一类基于距离依赖磁共振谐调效应的电



场响应 T1加权磁共振探针（图 1）。其信号在正常脑组织内保持沉默，经 LRP1

受体介导转胞吞作用入脑后，病灶部位高水平放电会造成探针结构破坏，磁共振

谐调效应消失，MR信号恢复，从而实现“隐匿型”致痫灶的无创定位。与磁共

振结构成像、颅内脑电图、SPECT等临床致痫灶定位技术相比，该工作的技术

优势有：（1）更有效，可定位结构影像难以辨认的“隐匿型”致痫灶；（2）更便

捷，可在癫痫发作间期定位致痫灶，提高病人顺应性和临床操作便利性；（3）更

安全，无创示踪致痫灶。Nat Biomed Eng杂志审稿人指出“这是多个研究团队争

相研究领域，探针设计非常新颖。该工作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癫痫致痫灶

发作区域的识别，从而指导侵入性治疗。还为包括癫痫在内具有神经兴奋性特征

的脑病灶准确定位提供了新工具”。该工作被邀请于 2019年中日韩 A3前瞻会议

（基于分子影像的精准医学基础研究，韩国-首尔）上进行大会报告。

图1. 脑电场响应探针定位“隐匿型”癫痫致痫灶

代表性成果二：构建双配体融合肽增强纳米载体的脑神经元靶向性，为发展

新的多功能靶向功能基提供新思路，也为融合肽的合理设计提供参考

阿尔茨海默病(AD)是最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至今仍无有效治疗方法

和药物可以延缓病程。造成 AD治疗效果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药物难以

渗透过血脑屏障(BBB)，并在 AD病变部位达到有效治疗浓度。针对该问题，以

往常利用双功能基修饰纳米载体以克服 BBB进而靶向递送药物至病变神经元，

从而实现级联靶向，但其存在制备较复杂、靶向效率不够高的缺点。

张奇志教授团队设计了一种对 BBB和神经元均具有高亲和性的融合肽——

TPL。TPL由甘氨酸 Linker 连接 BBB靶向肽 TGN 和神经元靶向肽 Tet1得到。



研究发现甘氨酸 linker 的长度(n=0~6)以及两个组分多肽的连接顺序对融合肽的

稳定性和靶向性有着重要影响。当甘氨酸的个数为 4，融合肽设计N-末端为TGN、

C-末端为 Tet1时，融合肽稳定性最佳，且与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膜和神经节苷

脂受体 GT1b结合力最强。这主要是由于此 linker长度能确保融合肽具有良好的

结构弹性，可以与 GT1b受体形成更多氢键，从而增强了融合肽对受体的亲和力。

研究同时证实，若改变两个组分多肽的连接顺序，则 BBB靶向性缺失，推测是

由于 TGN与靶点的结合域位于 N-末端所致。

将融合肽 TPL修饰的纳米粒(TPL-NP)与双功能基修饰纳米粒 CT-NP相比，

前者脑神经元靶向效率是后者的 2.41倍。TPL-NP的神经元靶向专一性达到 92%，

而 CT-NP为 72%，仅修饰脑靶向功能基的单靶纳米粒 C-NP为 35%，证实 TPL

的修饰显著提高了纳米粒的脑神经元靶向效率。利用 TPL-NP 包载神经保护肽

NAP，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其可以有效改善 AD小鼠的神经病理学和空间记忆障

碍，治疗作用显著优于双功能基修饰纳米粒。这项研究证明：多肽融合策略是一

种简单易行且有前景的开发新型高效多功能配体的方式。

图1 融合肽的设计、脑神经元靶向性验证及AD治疗作用的改善

代表性成果三：通过共递释抗纤维化药物和免疫促进型细胞因子质粒的纳米

颗粒提高免疫豁免性肿瘤的治疗效果，为该类型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策略

免疫豁免型肿瘤（Immune-excluded tumor, IET）涵盖了胰腺癌，卵巢癌和乳

腺癌在内的多种高致死率肿瘤。临床上 IET 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基本无响应，其根本原因是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不能有效地浸润肿瘤。

IET内 CTL浸润受限可以主要归咎于三个因素：（1）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

及胞外基质所形成的致密的基质屏障可阻拦 CTL接触肿瘤细胞；（2）肿瘤内的



血管因结构和功能性缺陷可导致外周 CTL向瘤内的迁移受阻；（3）瘤内参与招

募 CTL的趋化因子水平较低。然而现有的研究多立足于单一因素的调节，且对

调控产生的副作用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代偿作用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

陈钧教授团队设计了一种以抗纤维化小分子为基础，包载可编码免疫促进型

细胞因子质粒的纳米颗粒。该纳米系统作为一种 CTL浸润增强剂，可以通过削

弱 IET内的基质屏障，诱导瘤内血管正常化和刺激释放 CTL招募信号，进而增

加 IET内 CTL的浸润水平，并最终提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 IET中的响应。

本文作者首先筛选得到具有抗纤维化效果的低毒天然产物α倒捻子素，并进

一步合成其磷酸化前药（α-mangostin phosphate，MP）；随后设计并构建了可表

达免疫增强型细胞因子 LIGHT 的质粒。最后通过磷酸钙脂质体技术将二者进行

络合共沉淀而得到该制剂。MP和 LIGHT 可以合力下调肿瘤内部的基质组分和

恢复血管功能与结构，营造有利于 CTL浸润的肿瘤微环境。同时MP和 LIGHT

还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功效。一方面，MP在弱化基质屏障的同时可以促进质粒

在肿瘤深层的转染。另一方面，转染分泌的 LIGHT 也可以抑制因单纯屏障弱化

而伴随的免疫抑制性细胞的增加。作者通过系列实验验证了该系统可显著提高小

鼠胰腺癌原位模型中肿瘤部位的 CTL比例，诱导形成三级淋巴结构，并最终提

升 anti-PD-1单克隆抗体对胰腺癌的治疗效果；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这项研究

表明，抗纤维化小分子和免疫增强型细胞因子的组合可能代表了一种促进 IET免

疫疗法的新模式。

图1. 共递送体统提高免疫豁免性肿瘤治疗效果的设计思路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2020年度，实验室团队共计承担科研项目 127项，总协议经费 19394.7万

元，总到位经费 1982.5 万元。

纵向项目：承担纵向项目91项，总协议经费8849.9万元，总到位经费1569.7

万元。

其中，在研纵向项目 62项，总协议经费 5820.4 万元，总到位经费 620.5

万元。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4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杰青项目 1项、国际合作项目 1项、重大项目 3项、优青项目 1项、

面上项目 25项；上海市教委重大项目 1项、上海市科委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

项目 2项、上海市科委/教委项目 19项等。

新增纵向项目 29项，总协议经费 3029.5万元，总到位经费 949.2万元。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项目 1项、重大项目 2项、面上项目 8项、青年

项目 1项；上海市千人计划“创新长期项目”1项、上海市国际合作项目 1项、

上海市科委项目 8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1项、复旦大学

人才培育计划项目 6项。

横向项目：承担横向项目 36项，总协议经费 10544.8万元，总到位经费 412.8
万元。包括：专利许可、转让、产品研发项目 4项；联合实验室 2项；国际合
作项目 1项，其它企业合作项目 29项。

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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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
经费
（万）

负责人

1
2018YFC
0310905

深海动植物药物先导化合

物的规模化全合成与优化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2018-2021 647 0 李英霞

2
2018YFE
0118800

基于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技

术的胶质瘤手术导航系统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政府间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重点

专项

2020-2022 160 83 李聪

3
2017YFE
0126900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生物

大分子药物脑靶向递送系

统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政府间 /港澳台

重点专项项目

2019-2020 94 38 蒋晨

4
2018YFC
1708302

罗欧咳祖帕治疗哮喘的药

物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

项目

2018-2021 145 0 秦晶

5 2018ZX0 新型高分子铁-糖复合物羧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2018-2020 280 0 王建新



90287 基麦芽糖铁及其制剂关键

技术与产业化

专项 （课题

负责人）

6
2017ZX0
9101001-
007-028

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探索

研究-难溶性药物注射剂

国家重大新药创

制专项
2018-2020 70 17.3

王建新

（任务

负责人）

7
2018ZX0
9721003-
009-010

柴黄鼻腔喷雾剂的临床前

研究

十三五重大新药创

制
2018-2020 158.3 0 秦晶

8
2018ZX0
9711002-0
02-008

抗动脉粥样硬化潜在原创

新药鞘磷脂合酶抑制剂的

研究与开发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任务
2018-2020 103.2 0 叶德泳

9 国家青年千人启动 中组部 2016-2021 100 0 占昌友

10 81425023 靶向药物递释系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杰青
2015-2020 400 0 蒋晨

11 81861138
040

靶向 LRP1的碳纳米点跨越

血脑屏障递送小分子或蛋

白药物入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际合作
2019-2021 133 0 黄容琴

12 81690263
生物大分子药物高效递释

系统的递送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
2017-2021 384.6 108.92 陆伟跃

13 81991493
淋巴结靶向递送的免疫机

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
2020-2024 412.8 186 陆伟

14 31922044 靶向纳米递送系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青
2020-2022 120 0 黄容琴

15 91859110

近红外 I/II双色荧光显微成

像研究结肠癌演进中肿瘤

细胞与免疫微环境的相互

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肿瘤演进与诊疗

的分子功能可视化

研究重大研究计

划”培育项目

2019-2021 70 0 陆伟

16 21974030
基于光学微谐振腔的高灵

敏度荧光微检测技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65 32.5 曾湖烈

17 81973245
脂质体体内性能与天然 IgM
吸附的相关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55 0 占昌友

18 81973247
基于“药物/粒子”动力学差

异分析的载体给药系统体

内命运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55 0 卢懿

19 81973178
抗糖尿病特异性 FABP4/5
双靶标的抑制剂发现与功

能确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55 0 李英霞

20 81973248
用于缺血性脑卒中基因治

疗的外泌体-固核脂质体复

合靶向递送系统的构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55 0 秦晶

21 81973249

基于“胍基-磷酸”分子识别

的水凝胶基因递释系统用

于术后脑胶质瘤免疫治疗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55 0 刘敏

22 81971666
辨别胶质瘤复发灶的靶向

GRP78 稳定型多肽类正电

子核素探针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0-2023 55 0 陈键



23 81877014
小分子介导的位点选择性

PGAM1赖氨酸乙酰化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68 0 周璐

24 81872808
靶向脑缺血再灌注病灶的

胶束递药系统及其微环境

调节神经保护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57 23.85 蒋晨

25 81873011

基于仿生学的靶向 DR5 外

泌体介导雷公藤中药纳米

给药系统的构建及抗恶性

黑色素瘤作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57 28.5 刘继勇

26 81872815
基于“药物/粒子”动力学差

异分析的载体给药系统体

内命运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57 0 吴伟

27 81872826
新型“水淬灭”近红外荧光

探针的设计及其在纳米粒

体内过程研究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57 0 戚建平

28
Wnt信号通路抑制剂调控肿

瘤免疫微环境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57 0 朱棣

29 81872498

双重促渗机制协同提高特

异性杀伤T细胞在肿瘤部位

的浸润并用于免疫豁免型

肿瘤的治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9-2022 53 0 陈钧

30 81773657
基于脑胶质瘤的长效靶向

仿生纳米递药系统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63.5 0 陆伟跃

31 81773201

氨溴索调节肿瘤细胞自噬

与促进肺泡表面活性物质

提高肺癌化疗效果及作用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55 0 沙先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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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60 0 王建新

33 81773280
基于固相合成碳纳米点的

光声/荧光双模成像指导下

的脑胶质瘤靶向联合治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55 0 黄容琴

34 81773620
长效白细胞介素 22 治疗糖

尿病肾病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65 2.4 鞠佃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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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50 0 庞志清

36 81773576
基于海洋聚酮 PM060184的
新一代微管蛋白抑制剂的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48 0 李英霞

37 81773635
芳基氨甲基-哌啶/四氢萘类

μ/δ阿片受体双重功效镇痛

分子成药性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8-2021 48 0 付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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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7-2020 65 0 钱隽



39 81673018

集免疫检查点 PD-L1 与

CTL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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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7-2020 61 0 陆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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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17-2020 61 0 陈钧

41
2017-01-0
7-00-07-E
00052

脑胶质瘤的全程靶向递药

策略与验证

上海市教委重大项

目
2017-2022 300 60 陆伟跃

42
19XD140
0300

载药纳米粒体内时空命运

与作用机制研究

上海市科委优秀学

术带头人计划
2019-2022 40 0 吴伟

43
19XD142
0200

抗体-二氢卟吩纳米复合物

介导光动力-免疫治疗肿瘤

的研究

上海市科委优秀学

术带头人计划
2019-2022 40 0 陆伟

44
19JC1410

800

铁基纳米粒增强化学动力

学相关的肿瘤铁死亡和免

疫协同治疗乳腺癌的研究

上海市科委基础研

究领域项目
2019-2022 99 0 蒋晨

45
19431900

300
脑肿瘤靶向脂质体药物

上海市生物医药领

域科技支撑项目
2019-2022 60 0 占昌友

46 19401900
300

用于哮喘治疗的维药新药

罗欧咳祖帕口服液的临床

前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19-2021 70 0 王建新

47
19431900

400
脑胶质瘤手术导航影像药

物 ZJY2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19-2022 60 0 李聪

48 19410761
200

基于整体识别的纳米晶稳

定化 Pickering 乳口服后体

内命运与作用机制研究

上海市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 2019 港澳

台科技合作项目

2019-2022 40 0 卢懿

49 19430741
400

基于整体识别的食物蛋白

纳米载体口服后命运与作

用机制研究

上海市科委 -国际

合作
2019-2021 30 0 卢懿

50 19ZR1471
600

基于功能化磁性碳球的循

环肿瘤细胞一体化检测新

技术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
2019-2022 20 0 黄容琴

51 19ZR1406
200

pH 敏感型核壳结构基因递

释系统调控小胶质细胞

Trem2表达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的研究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
2019-2022 20 0 张奇志

52 19ZR1405
700

辨别胶质瘤复发的葡萄糖

调节蛋白 GRP78 靶向正电

子核素探针研究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
2019-2022 20 20 陈键



53
18431900

400
新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4小分

子抑制剂的临床前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18-2021 70 0 李英霞

54
18XD140
0500

靶向神经炎症的阿尔茨海

默病微环境响应药物递释

系统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18-2021 40 0 蒋晨

55 18441900
600

基于表面增强拉曼效应的

脑胶质瘤手术导航系统研

发

上海市科委 2018-2021 35 0 李聪

56
18431900

200
乙酸避孕凝胶的临床前研

究和临床试验申报
上海市科委 2018-2021 21 0 魏刚

57
18ZR1403

900

Wnt信号通路调控的肿瘤免

疫微环境在结肠癌免疫抵

抗的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18-2021 20 0 朱棣

58
19ZR1471

600

基于功能化磁性碳球的循

环肿瘤细胞一体化检测新

技术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
2019-2022 20 20 黄容琴

59 18ZR1404
800

仿生型脑靶向纳米药物的

设计与体内外验证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
2018-2021 20 0 占昌友

60
18ZR1404

100

口服 pH敏感棒状结构载体

靶向炎症性肠病（IBD）的

研究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
2018-2021 20 0 戚建平

61 18BR04
脑靶向递药系统的体内递

送机制研究
上海市卫计委 2018-2021 45 0 占昌友

62 18PJD001
基于跨“穹顶陷阱”促进生

物大分子经口服吸收的研

究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

划
2018-2020 20 0 戚建平

总金额（万） 5820.4 620.5

附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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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
经费
（万）

负责人

1 82025019 脑部疾病分子影像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青
2021-2025 400 0 李聪

2 32030059
克服胰腺癌固有耐药的多功

能药物递释策略及其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
2021-2025 294 147 蒋晨

3 82030107
药物载体递送系统体内时空

命运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
2021-2025 142.5 0

吴伟

（参

加）

4 92059110
化学自发光前体工程化的中

性粒细胞用于结直肠癌腹膜

转移微病灶的早期诊断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

2021.01 -
2023.12

60 0 孙涛

5 22077019
非半胱氨酸靶向的磷酸甘油

酸变位酶 1共价抑制剂设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63 31.5 周璐



6 82073752

新型抗 ANGPTL3 纳米单抗

与 SIRPα双功能蛋白通过抑

制 GSDMD介导的细胞焦亡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和

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6 33.6 鞠佃文

7 82074277

基于”扶正祛邪“理论的共载

人参皂苷和化疗药物多功能

脂质体构建及抗肿 瘤作用

与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5 27.5 王建新

8 82073780

ROS响应基因系统共载紫草

酸 B/TFEB 质粒调控神经元

自噬稳态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5 27.5 张奇志

9 82074272

基于逆脂肪摄取通路-光动

力疗法联合治疗策略的雷公

藤仿生给药系统抗转移性黑

色素瘤作用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5 27.5 刘继勇

10 82073881
BCL9/9L调节 T细胞的肿瘤

浸润改善 PD-1 治疗耐药的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5 27.5 朱棣

11
二氢喹啉类 RORγt反向激动

剂银屑病治疗分子成药性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5 27.5 付伟

12 82073801
基于共熔原理的“生物溶剂”
促进药物溶解和渗透作用及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
2021-2024 55 27.5 戚建平

13 82003664
天然 IgM调控叶酸脂质体体

内性能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
2021-2023 24 0

王欢

（博士

后）

14 第 9批
上海市千人计划“创新长期

项目”
上海市组织部 2020-2025 75 75 曾湖烈

15
新型亲环素抑制剂的抗

COVID-19新药开发

上海市科委 -国际

合作
2020-2023 45 0 朱棣

16
纳米药物生物界面蛋白冠的

主动精准调控
上海市科委 2021-2025 300 0 占昌友

17
20S11904

700

靶向肝细胞 Rubicon 的细胞

内抗体通过调节细胞自噬抑

制炎性细胞外囊泡分泌从而

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作用

及机制

上海市 2020 年度

“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基础研究领域

项目

2020-2023 80 48 鞠佃文

18 20JC1411
000

抗 ANGPTL3 纳米单抗与

IL-1RA 双功能蛋白治疗动

脉粥样硬化的临床前研究

上海市 2020 年度

“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生物医药科技

支撑专项项目

2020-2023 50 25 鞠佃文

19 20S21900
300

治疗宫颈癌医院制剂复方羊

蛇颗粒的临床前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20-2023 50 40 刘继勇

20
20S11902

400
银屑病治疗分子 E40的临床

前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20-2023 50 40 付伟

21 20S11902
600

三氧化二砷口服缓释新制剂

的研发
上海市科委 2020-2023 50 40 姜嫣嫣



22
20S21900

500
用于治疗慢性气道疾病的神

香草吸入制剂的临床前研究
上海市科委 2020-2023 50 40 沙先谊

23 2020090
靶向转移肿瘤的智能递药系

统

上海人社：上海人

才发展资金
2020-2022 30 0 孙涛

24
ZR2019Z
D27

代谢综合征共病精神障碍的

神经机制及干预策略研究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

2019-2024 40 40 秦晶

25
复旦大学卓越 2025”人才培

育计划
复旦卓识计划 2020-2023 200 66.7 李聪

26
复旦大学卓越 2025”人才培

育计划
复旦卓识计划 2020-2023 200 66.7 陆伟

27
复旦大学卓越 2025”人才培

育计划
复旦卓识计划 2020-2023 200 66.7 朱棣

28
抗肿瘤新靶点 PGAM1 的药

物研究
复旦卓学计划 2020-2022 100 8 周璐

29 重大疾病的靶向诊疗 复旦卓学计划 2020-2022 100 8 黄容琴

30 基于分子设计的精准递药 复旦卓学计划 2020-2022 100 8 孙涛

总金额（万） 3089.5 949.2

附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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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P 多肽及其在制备靶向诊

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专利申

请技术实施许可

专利许可
2019.09-
2029.09

3000 0 陆伟跃

2
企业合

作项目

“基于野生型穿膜肽 penetratin
的亲脂性衍生物”专利申请技

术实施许可

Alephoson
Biopharmaceuticals
Limited

2019.06-
2000+
销售提

成

0 魏刚

3
企业合

作项目

“一种对羟基苯甲酸介导的脑

靶向聚合物胶束递药系统”等
四项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转让

专利转让
2019.09-
2029.09

380 0 陆伟跃

4
企业合

作项目

多肽类吸收促进剂及相关产品

研发

Alephoson
Biopharmaceuticals
Limited

2019.11-
2029.10

600 60 魏刚

5
企业合

作项目
复旦-上药创新药物联合实验室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11-
2022.10 1000 0 蒋晨

6
企业合

作项目
复旦-奥赛康药业联合研究中心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7.10-
2020.10 1000 0 王建新

7
企业合

作项目

注射用多西他赛改良型新药的

技术开发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

海海尼药业有限公

司

2019.10-
2029.12

800 0 张奇志

8
企业合

作项目

溴吡斯的明缓释片处方与工艺

的技术开发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

有限公司

2017.06-
2020.12

330 0 蒋晨



9
企业合

作项目

注射用丹曲林钠处方与工艺的

研究

上药东英（江苏）

药业有限公司

2019.11-
2024.11

300 0 蒋晨

10
企业合

作项目

奥美沙坦酯片一致性评价的药

学研究

上海信谊百路达有

限公司

2018.07-
2019.12 280 75 王建新

11
企业合

作项目

帕拉米韦雾化吸入溶液两种剂

量规格的制剂开发

广州南鑫药业有限

公司

2019.04-
2023.04 125 0 沙先谊

12
企业合

作项目
注射用 GF07作用机理的研究

厦门本素药业有限

公司

2020.10-
2021.12 80 50 王建新

13
企业合

作项目

谷胱甘肽鼻腔给药制剂的研究

开发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2019.03-
2021.03 90 27 张奇志

14
企业合

作项目

环糊精衍生物及其相关制剂的

药学性能开发

山东滨州智源生物

科技

2019.10-
2021.09 50 0 孙涛

15
企业合

作项目

基于单细胞测序技术的肝癌细

胞图谱解析及新型生物标记物

的发现和鉴定

融合基金（复旦大

学 -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

2019.01-
2020.12 50 0 朱棣

16
企业合

作项目
便携雾化装置检测研究

勃林格殷格翰（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0.03-
2021.03

58 58 沙先谊

17
企业合

作项目

创新药YZJ-3058的临床前动物

研究用长效注射制剂研究

上海海雁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2020.04-
2022.03

45 18 沙先谊

18
企业合

作项目

基于天然产物新型离子液体的

设计合成及其促渗研究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19.09-
2021.12 40 0 吴伟

19
企业合

作项目
可溶微针的制备与评价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19.09-
2021.12 40 0 卢懿

20
企业合

作项目

基于近红外Ⅱ区（NIR-Ⅱ）荧光

探针研究载体促进透皮吸收的

机制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19.09-
2021.12

40 0 戚建平

21
企业合

作项目

神香草有效部位抗哮喘作用机

制及调节哮喘免疫失衡的作用

机制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药物研究所

2019.04-
2021.04 36 0 沙先谊

22
企业合

作项目

中药经典名方制剂开发可行性

评价

阿斯利康中国有限

公司

2019.11-
2020.12

27 27 王建新

23
企业合

作项目

通过大脑中动脉定向移植基因

修饰后的神经干细胞来纠正脑

中风的机制研究

融合基金（复旦大

学附属浦东医院 -
复旦大学药学院）

2019.01-
2020.12

20 0 朱棣

24
企业合

作项目

新基因导入试剂的开发及组成

优化（II）
JSR Corporation(日
本)

2019.11-
2020.10 15 15 魏刚

25
企业合

作项目

CC03F乳膏体外透皮吸收对比

研究

山东诚创蓝海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2019.12-
2020.12 18 0 沈腾

26
企业合

作项目
高效基因载体处方工艺研究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

医院

2019.09-
2022.09 10 8 秦晶

27
企业合

作项目

IL-22 调节肝细胞代谢重编程

保护酒精性肝损伤作用研究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

医院

2020.10-
2020.12 20 4 鞠佃文

28
企业合

作项目

靶向精氨酸代谢和细胞自噬治

疗胃癌的疗效研究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

医院

2019.12-
2020.12

20 16 鞠佃文

29
企业合

作项目

RIT01 和 RIT02 免疫治疗对实

验性肿瘤初步药效及安全性

上海行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19.10-
2020.10

30 15 鞠佃文

30
企业合

作项目

T601 免 疫 治 疗 联 合

Y101/SY102 抗体的抗肿瘤药

效学研究

上海赛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20.03-
2020.03

12.8 12.8 鞠佃文

31
企业合

作项目

通过调节细胞自噬增强天冬酰

胺酶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华东医院

2019.12-
2020.03 6.8 6.8 鞠佃文



治疗效果及机制研究

32
企业合

作项目
抗体筛选及动力学分析

上海济煜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2020.06-
2020.12 4.2 4.2 鞠佃文

33
企业合

作项目

蝉花子实体中白僵菌素测定的

方法学验证

浙江泛亚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2020.10-
2020.12

5 5 王建新

34
企业合

作项目

正元胶囊安慰剂的制备工艺研

究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

州海瑞药业有限公

司

2020.09-
2020.12

5 5 王建新

35
企业合

作项目

香芍颗粒安慰剂的制备工艺研

究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

川海蓉药业有限公

司

2020.09-
2020.12

4 4 王建新

36
企业合

作项目
CBD体外透皮吸收评价试验

云南汉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2020.08-
2020.12 3 2 沈腾

总金额（万）
10544.
8

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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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昌友
陆伟跃、叶德泳、李英霞、付伟、孙涛、

周璐、雷祖海

2 药物靶向递送 蒋 晨、张奇志
鞠佃文、陈钧、刘敏、姜嫣嫣、黄容琴、

刘继勇、庞志清、陈键

3 药物控制释放 吴 伟、魏 刚
潘俊、沙先谊、朱棣、卢懿、沈腾、戚

建平、秦晶、刘瑜

4 生物效应评价 王建新、李 聪
余 科、卢建忠、朱依谆、程能能、陈

刚、沈晓燕、曾湖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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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向
一

智
能
化
材
料
设

1 陆 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2 6

2 占昌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6 6

3 陆伟跃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0 10

4 叶德泳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教授 63 10

5 李英霞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6 10

6 付 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7 10

7 孙 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4 6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
室工作
年限

计 8 周 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10

9 雷祖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青年研究员 31 1

方
向
二

药
物
靶
向
递
送

10 蒋 晨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10

11 张奇志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0 10

12 鞠佃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2 10

13 陈 钧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10

14 姜嫣嫣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2 10

15 刘 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51 10

16 黄容琴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9 10

17 刘继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主任药师/

博导
44 3

18 庞志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43 10

19 陈 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44 10

方
向
三

药
物
控
制
释
放

20 吴 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10

21 魏 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6 10

22 沙先谊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10

23 朱 棣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研究员 37 4

24 潘 俊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副教授 53 10

25 卢 懿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10

26 沈 腾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7 10

27 戚建平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10

28 秦 晶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2 10

29 刘 瑜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0 10

方
向
四

生
物
效

30 王建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9 10

31 李 聪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10

32 余 科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64 10

33 卢建忠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4 10

34 朱依谆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10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
室工作
年限

应
评
价

35 程能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8 10

36 陈 刚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1 10

37 沈晓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2 2

38 曾湖烈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研究员 45 2

39 钱 隽 研究人员 女 硕士 副教授 49 10

40 王丽敏 管理人员 女 硕士 中级 35 8

41 袁 鑫 管理人员 男 硕士 初级 28 2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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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C.
Yang 访问学者 男 71 教授 美国 美国密西根大学

2019年 5月
-2021年 4月

2 郑海荣 访问学者 男 41 教授 中国
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

2019年 1月
-2020年 12月

3 Xiaoling Li 访问学者 男 60 教授 美国 太平洋大学
2019年 1月
-2020年 12月

4 左中 访问学者 女 51 教授 中国 香港中文大学
2019年 1月
-2020年 12月

5
Gemeinhart
Richard
Allen

访问学者 男 46 副教授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
2019年 1月
-2020年 12月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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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
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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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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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
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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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共培养在读和毕业研究生 147 名（其中博士生 71 名），

培养质量在本学科领域名列前茅，多名研究生获得上海市或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

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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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验室 3

名研究生送到海外知名大学教授实验室进行长期或短期训练；同时实验室导师们

积极招收留学生，巴基斯坦、韩国等国家的留学生在本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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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莙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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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实验室成员共指导本科生参与科创项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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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
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1）2016级博士研究生王聪同学瞄准脑部疾病诊治重大需求，聚焦分子探针

功能设计，围绕难治型癫痫致痫灶准确定位开展工作。他构建了电场响应型探针

并提出了受体介导梯次成像技术，为“隐匿型”癫痫致痫灶定位提供了新工具。

相关工作先后发表在 Nat Biomed Eng和 EBioMed杂志上。基于脑部疾病可视化

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王聪同学获得 2020年度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及

上海市“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求索杰出青年计划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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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线上 刘沛鑫 博士 CRS 2020年会 蒋晨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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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设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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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东理工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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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

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

单位

课题

起止时间

1
自协同纳米递药系统用于三

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研究
4 于海军 研究员

中科院 上

海 药 物 研

究所

2019 年 4 月

-2021年 3月



2
肿瘤活性氧介导的可视化纳

米载药系统研究
4 张琰 副教授

华东理 工

大学

2019 年 4 月

-2021年 3月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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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
研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
计划、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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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实验室成员在国内外各类会议上，被邀请大会报告 17人次，
教师和研究生共参加其他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 30余人次，邀请国内外专家来
本实验室学术报告 4人次，进一步扩大了实验室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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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将本领域前沿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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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多名成员荣获药学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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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外籍

1 丁健 男 正高 67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否

2 杨志民 男 正高 71 美国密歇根大学 是

3 王广基 男 正高 67 中国药科大学 否

4 岳建民 男 正高 58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否

5 丁建东 男 正高 55 复旦大学 否

6 王 浩 男 正高 53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否

7 李亚平 男 正高 54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否

8 杨祥良 男 正高 53 华中科技大学 否

9 吴传斌 男 正高 57 中山大学 否

10 何丹农 男 正高 64 纳米技术应用国家工程中心 否

11 何仲贵 男 正高 55 沈阳药科大学 否

12 张 强 男 正高 62 北京大学 否

13 张志荣 男 正高 65 四川大学 否

14 陆伟跃 男 正高 60 复旦大学 否

15 胡富强 男 正高 56 浙江大学 否

16 顾 宁 男 正高 56 东南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
员、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要求，2020年度智能
化递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年会于 2020年 12月 11日（星期五）上午以网
络在线形式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专家、重点实验室成员、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领导、复旦大学药学院领导等近 4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会议由实验
室主任蒋晨教授主持。

在蒋晨教授介绍主要参会人员后，药学院王明伟院长致欢迎词。他肯定了

实验室在药学院技术平台建设与运行中所发挥的示范作用，以及对学科建设和

能力提升做出重要的贡献，药学院将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持。随后，学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丁健院士随后发表讲话，对实验室的发展充满期待并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复旦大学医学科研办卢虹副主任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实验室自成立以来

所取得的优异成绩。

蒋晨教授对 2020年实验室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实验室科研骨干陆伟



教授和姜嫣嫣教授分别汇报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学术委员会专家对实验室今年
的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对汇报内容和代表性成果等提出
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为今后工作重点指明了方向。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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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资助 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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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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