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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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突触发育与突触传递的调控机制研究 

研究方向 2 神经发育与精神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研究方向 3 干细胞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研究方向 4 发育疾病的遗传调控与临床转化研究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谢维 研究方向 神经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63.9.23 职称 教授 出生日期 1963.9.23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赵春杰 研究方向 神经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66.10.27 职称 教授 出生日期 
1966.10.2

7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陆巍 研究方向 神经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70.1.3 职称 教授 出生日期 1970.1.3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黄庆海 研究方向 遗传学 

出生日期 1969.3.25 职称 讲师 出生日期 1969.3.25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刘德培 研究方向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出生日期 1950.5.4 职称 
教授/院

士 
出生日期 1950.5.4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36 EI 1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0 部 国外出版 0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2072.8 万元 纵向经费 
1972.8 万

元
横向经费 100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3 项 授权数 0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0 项 转化总经费 0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0 项 行业/地方标准 0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5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8 人

院士 0 人 千人计划 
长期  0 人

短期  0 人

长江学者 
特聘  1 人
讲座  0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5 人

青年长江 1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人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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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担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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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 ᵇ ᴄ ş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 
人 

起止 
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抑郁障碍临床诊断、干预与转

归的客观标记物研究* 
2016YFC1306700 张志珺 2016-20 213.2 

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

划 

2. 

三维培养下电刺激及信号通路

调控干细胞分化为螺旋神经元

研究 

2015CB965000 柴人杰 2015-19 62.7 "973 计划"

3. 
儿童孤独症的遗传基础及其致

病的机制研究--孤独症的神经
2012CB517903 谢维 2012-15 50 "973 计划"



 

 

生物学及分子致病机制研究* 

4. 

儿童孤独症的遗传基础及其致

病的机制研究-易感基因模式生

物的建立和研究* 

2012CB517904 方明 2012-13 10.705 "973 计划"

5. 
缺血半暗带演变过程中分子影

像靶点的筛选及机制研究* 
2013CB733801 陆巍 2013-14 149 "973 计划"

6. 
神经元迁移、形态发生和微环

路形成的调控机制* 
2014CB942803 韩俊海 2014-18 56 "973 计划"

7. 
神经发育过程中突触囊泡的特

化 
2016YFA0501001 赵春杰 2016-21 120.75 "863 计划"

8. 
Neurexin 参与睡眠维持的分子

细胞机制研究 
31471031 韩俊海 2015-18 24.6 国自然面上

9. 

非典型 PKC 在海马相关突触可

塑性、学习记忆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 

31471032 陆巍 2015-18 26.1 国自然面上

10.
Nkd 在果蝇幼虫发育阶段抑制

Wg 信号通路及其分子机制 
31471376 方明 2015-18 24 国自然面上

11.
智障关联激酶 PAK 在内源性大

麻素通路中底物的鉴定及其功 
31571040 周子凯 2016-19 3.2 国自然面上

12.

雄性果蝇本能求偶行为中感觉

信息整合的分子与神经机制研

究 

31571093 潘玉峰 2016-19 2.95 国自然面上

13.
三维培养下物理微环境对神经

干细胞自我更新与定向分化 
31571530 唐明亮 2016-19 3 国自然面上

14.

心肾综合征中 p38MAPK 通路

相关机制和干预治疗的多模态

MR 研究 

81371538 居胜红 2014-17 17 国自然面上

15.

智力障碍相关蛋白 PQBP1 通

过调控 eEF2 磷酸化介导蛋白

质翻译的机制研 

31671045 张子超 2017-20 28.5 国自然面上

16.

研究活动依赖的 NMDA 受体膜

转运的马达蛋白及其在突触可

塑性中的功能 

31671056 陆巍 2017-20 33.5 国自然面上

17.

转录延伸因子 ELL3 在胚胎干

细胞染色质可塑性中的作用机

制研究 

31671343 林承棋 2017-20 32.5 国自然面上



 

 

18.

Wnt 和 Notch 信号调控椭圆囊

Lgr5 阳性前体细胞再生毛细胞

的研究 

81470692 柴人杰 2015-18 21.9 国自然面上

19.
HDAC6 调控内源性 IL-10 表达

缓解糖尿病肾病炎症反应 
81570743 郝睿 2016-19 2.9 国自然面上

20.
细胞表面疏水锚定的物理化学

基础 
21673037 吴富根 2017-20 32.5 国自然面上

21.

MR/NIRF 双模态分子影像指

导下靶向肽-siRNA 复合体在

乳腺癌脑转移中的应用研究 

81371609 张建琼 2014-17 14 国自然面上

22.
PITX1 对胃癌抑瘤作用分子途

径及其调控机制的研究 
81472548 赵主江 2015-18 19.2 国自然面上

23.

表观遗传调控在神经元经典

MHCⅠ类分子组成型和诱导型

表达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81571615 张建琼 2016-19 27 国自然面上

24.

表观遗传调控在神经元经典

MHCⅠ类分子组成型和诱导型

表达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81571615 张建琼 2016-19 2.7 国自然面上

25.

噪声性听力损失对认知功能的

损伤效应及其海马相关机制研

究 

81670935 刘莉洁 2017-20 29 国自然面上

26.

DNMT3A2 通过 lncRNA-

TRERNA1-E-cadherin 轴在胃

癌侵袭转移中作用机 

81672414 樊红 2017-20 28.5 国自然面上

27.

LncRNA-I14Rik 靶向 miR-143

调节脑卒中血脑屏障损伤的作

用及机制研 

81673410 姚红红 2017-20 31.5 国自然面上

28.
Foxg1 对皮质中间神经元发育

的调控机制研究 
  赵春杰 2015-18 26.4 国自然面上

29.

TREK-1 双孔钾离子通道拮抗

效应与抗抑郁治疗快速起效分

子机制研究 

31371074 张志珺 2014-17 19.6 国自然面上

30.
AD 源性 MCI 患者血小板候选

生物学标志物纵向随访研究 
81671046 张志珺 2017-20 32.5 国自然面上

31.
NLGs 的翻译后加工对神经突

触发育与功能的调控研究 
31430035 谢维 2015-19 100.5 重点项目 





 

 

术研究* 划 

47.

通过 Wn，Notch 等信号通路协

同调控内耳干细胞重建听觉功

能的研究 

BK20150022 柴人杰 2015-18 30 
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 

48. 后天获得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 BK20160025 潘玉峰 2016-19 50 
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 

49.
超级转录延伸复合物 SEC 在婴

幼儿白血病中的作用机制 
BK20160026 林承棋 2016-19 50 

江苏省杰出

青年基金 

50.

海马与杏仁核参与的神经环路

在新型场景恐惧记忆提取中的

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BK20160665 杨鑫 2016-19 20 
江苏省青年

基金 

51.
转录延伸因子 AFF3 对 X 染

色体失活的调控机制 
BK20160666 罗卓娟 2016-19 20 

江苏省青年

基金 

52.
MALAT1-SP1 的转录反馈环路

在肺癌转移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BK20161416 李淑锋 2016-19 10 江苏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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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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ғ 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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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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Ӏᴑ 53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2  ָ    
/ ◖Ӏ

ᴑ 
50  

3  ָ    
/ ◖Ӏ

ᴑ 
46  

4 ḓ  ָ     40.  

5   ָ     52  

6 ∏ ҡ ָ     53 3+2  

7  ָ     35  

8 ָ  ָ     34  

9  ָ     34  

10  ָ     35  

11 ֬ ָ     35 3  

12  ָ     35  

13  ָ     56  

14  ָ     51  

15  ָ     51  

16   ָ     50  

17  ָ     53  

18  ָ     45  

19  ָ     46  

20  ָ     32  

21 ₩ ָ    ◖  36  

22  ָ     36  

23 ằ ָ    ◖  39  

24  ָ    ◖  37  

25  ָ    ◖  39  

26  ָ    ◖  44  

27  ָ    ◖  41  

28  ָ    ◖  48  

29 ∏  ָ    ◖  43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30  ָ    ◖  40  

דּ 31  ָ    ◖  44  

32  ָ    ◖  42  

33  ָ     35  

34    ָ     34  

35 Ῐ  ָ     29  

36  ָ     32  

37 ∏Ⱶ  ָ     33  

38  ָ     29  

39  ָ     28  

40  ָ     30  

41  ָ     28  

42  ָ     29  

43 ᾩ  ָ     42  

44   ָ     36  

45 Ӏ  ָ     48  

46 ӎῊ ָ    Ӏ  53  

47 ∏  ָ     43  

48   ָ     37  

49  ָ     32 2  

50 ḧ ָ    ꜡ 30 2  

51  ָ    ꜡ 33 2  

52 ᵫ  ָ    ꜡ 26 2  

53 ҾҾ ָ    ꜡ 26 2  

54 ₓ
*
 ָ     46  

55  ָ    
/ ◖Ӏ

ᴑ 
47  

şō1Ŏẘᴧ ε+ ∏ ¡Ὰ ¡ẫ ő ṍ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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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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正平 
讲座教

授 
男 53 教授 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3 年 

2 黄星 博士后 男 34 -- 中国 东南大学 2 年 

3 吴顺帆 博士后 男 35 讲师 中国 南京农业大学 2 年 

4 郭超 博士后 

2 郭超 博士后 2 G#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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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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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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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ia S, Zhou Z, Leung C, Zhu Y, Pan X, Qi J, Morena M, Hill MN, Xie W, Jia Z. 

p21-activated kinase 1 restricts tonic endocannabinoid signaling in the 
hippocampus. Elife. 2016; pii: e14653. 

2. Wang S, Sheng T, Ren S, Tian T, Lu W. Distinct Roles of PKCι/λ and PKMζ in the 
Initi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ippocampal Long-Term Potentiation and 
Memory. Cell Rep. 2016;16(7):1954-61. 

3. Liu A, Zhou Z, Dang R, Zhu Y, Qi J, He G, Leung C, Pak D, Jia Z, Xie W. 
Neuroligin 1 regulates spines and synaptic plasticity via LIMK1/cofilin- med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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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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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Ṕ 

▄ 

П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 ⱨ οṔ 
▐ 

П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ive Biology 

3 ᵿЅᾀ   П  the 4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 

Ộ▐Ố

4 ᵿЅᾀ   П  the 4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 

Ộ▐Ố

ş Ԁ фῒᾀ ֞ᾀᵿ ¡ⱨ οṔ¡ᵿЅᾀ ¡ ᶳЈ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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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ῷ ϖ ᵇ ▲ᶢ♪ ḳꞋ¢ 

 

ϖ ᵇṾῄ ▲ᶢ♪ 8 ő ⅎᶮ 10 őеᶳ ἂ

Ӄⅎᶮő ҪṾ Ḿ ו ∏ ő Ӄⅎᶮ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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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iR155

Ҳ
┼Ҳᵲ

 

2.0 
 

◖  
ָ

 
2016.1 

5 

linc00673
︠ LSD1

Ḍ
NSCLC 

ᵲ
 

2.0 
 

◖Ӏᴑ
 

֪  ֪
 

2016.1 

6 

NRIP1
ᾩ

┼Ҳ ᵲ
 

2.0  
◖Ӏᴑ

 

Ҳ

 
2016.1 

7 

ἥ ⅎ

₴
Е

Ҳ ╦
ҹ  

2.0 ᴵ ᵥ ֪  2016.1 

8 

HBx ῗ
treRNA

ҿҲᵲ
 

2.0  Ӏᴑ
ָ

 
2016.1 

ş Қ őךּ Қő 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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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Neuron and Big 

Neuroscience  

(BioImage Informatics 

Conference 2016) 

ҡ  
/

 
2016.5.26-

27 
150 

Ὴ
 

2 
ғ ⅎ ᴰ
ᴰ ҅
ᴰ  

ҏ
ᴰ 

 
2016.11.10-

11 
60 

 

3 
ғ

ᴰ
 

ғ

ᴰ 
 

2016.11.25-
26 

50 
 

4 
ҡ

- ⅎ
ҡ  ḓ 2016.12.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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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ӊ ϖ ᵇ фῒỉ † ἂ +ḳꞋőεו 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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ῄὃ¡ ỉΈ ᾀ οṔו Ꞌ¢ ͝ỉ ἂ ỉΈἂ ᶳ

¢ 

 

Ὺ ᵲЕ ғ Ņ ῴ ņ ԋ
ᵲ ῗ Їΐ ԋ Ņ2011ņ ↔ɼ ғҲ Ņ
ᴶ ņ Ņ973 ņɼ 

ᵲЕғ ⌐֘ Monash ԋ ғ Ḫ
Ҳ Їΐ ԋ Ї Їΐ

ҏ 1 Ї ↔ 58 Ҍᾣɼ 

 
 

（4）科学传播 

ῷ ϖ ᵇ ♅ ӝЛᶚ ἀ֖├ו Ị¢ 

 

ᵣ ָ Ї֤ ᴰ Ї
ᴶɼ2016 4 28 Ӄ⸗ԋ Ҳ ᴰ Ņ2016 Ὴ

ņ ꜠Ї ᴰ ⌡ Ҳɻ Ї ᴶɼ
Ҳ 2 Їΐ Ҳ 280 ᵯָ Ж Ҳ 1 Ї

26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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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 Ҳ   

2 ԓῊ   57   

3 Ὶ    79 
Ҳ ҏ

 
 

4    64 Ҳ   

5      63 ҏ ֢ Bio-X Ҳ   

6    53   



 

 

7 Ҳ   54 Ҳ   

8    53   

9      52 ֪   

10    56 ҡ   

11    76 ҡ   

12      53 ҡ   

13    50 ҡ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ῷ ₓ ϖ ᵇ ו▲ ᾀ Ꞌőε+ ▲ ῦ¡שᴄ¡ӊ

¡ ő ᾭᾀ ῌ ¢ 

2016 年 5 月 19 日上午 8 时 30 分，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全体

会议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李文正楼南 213 会议室召开。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主任刘德培院士，委员孟安明院士、顾晓松教授、孙中生教授、谢维教授、

单祥年教授参加了会议，魏于全、林其谁、杨焕明、贺林、陆祖宏、高翔、

赵春杰因工作安排没能参加。重点实验室主要骨干研究人员全程参加了会

议。 
 
 

东南大学“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议纪要 

2016 年 5 月 19 日上午 8 时 30 分，东南大学“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 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李文

正楼南 213 会议室召开。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德培院士，委员孟安明院士、顾晓松教授、孙

中生教授、谢维教授、单祥年教授和实验室全体研究组长参加了会议。重点

实验室主要骨干研究人员全程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德培院士主持。学术委员会委员们认真听取了

实验室主任谢维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报告，以及 4 位研究组长一年来的研究进

展汇报。 

学术委员会就实验室主任工作总结报告及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展开了认

真讨论。根据各位委员及领导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中肯建议，作如下归纳： 

1、一年来建设取得的成绩  



 

 

实验室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实验室新增青年长江学者 1 名，国家杰青 1 名，青年千人 3 名，充实了

重点实验室研究队伍，新进青年教师 2 名，为实验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

才基础，在校内双聘，拓展了基础向临床的空间，转化医学取得了一定的进

步。在学校“985 工程”，“211 工程”和江苏省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近 500 万元的

支持下，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研究平台的建设。科研经费取得了重大突破 

实验室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973 计划子项目、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进展顺利，国际合作日益广泛深

入，具备了较强的科研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在研计划经费 6800 余万元，为进

一步取得科研成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2、意见与建议 

鉴于国家对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了强大的经费与项目支持，未来申报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竞争将异常激烈，而部门重点实验室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其

必然之出路，也是“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全体人员的共同理

想和目标。因此学术委员会认为： 

1) 队伍建设进步快，应继续加强顶尖人的培养和引进。目前重点实验室

体量仍然较小，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体量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学校应该加强

生命科学领域引进人才的力度，围绕实验室重点发展及特色方向引进顶尖人

才，希望东南大学在生命科学高端人才引进上高起点、高效率。同时也注重重

点实验室现有人才的培养，为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做好人才储备，使

实验室的研究特色尽快展现出来。 

2) 继续凝练研究方向，创建品牌。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前沿和

已有工作基础等进一步凝练方向，着眼于重大科学问题，做好顶层设计基础上，

制订长远发展目标，做到点状突破与系统整合相结合，动态取舍，立足国内创

建知名品牌。 

3) 加强联合，取长补短，促进实验室进一步发展。现代科学研究更加需要

合作，不仅要加强重点实验室课题组、成员之间的合作，也要争取与国内一些

有互补性的实验合作，更要与国际同领域的知名实验室加强科研合作，相互间

取长补短，提高科研效率，做大做强，做出精品，做出有显示度的工作。 

4) 积累成果，提升亮点，争取申报省部级奖项色。实验室建立 10 余年来，

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尽量多申报省部级以及国家科技成果奖，为申

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奠定基础。 

5) 整理资料，凝练方向，争取在教育部实验室评估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010 年评估以来，实验室在人才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应当认真组织材料，凝练出 4 到 5 个方向，突出亮点，争取本年



 

 

度实验室评估获得优秀的结果。 

 

此次学术委员会是东南大学“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

一届学术委员会的第八次全体会议。到会的各位委员充分肯定了实验室自成

立以来的工作成绩，并对实验室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同时也针对实

验室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些都将成为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

宝贵财富。 

实验室主任谢维教授感谢各位专家多年来对重点实验室的支持，表示一

定会与实验室科学家一起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出相应改进。

今后，实验室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1.在完善和扩大实验室队伍的同

时，进一步凝练方向，加强课题组、校际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2.进一

步完善平台建设，把实验室的公共平台建设成校内以及校际共享的实验技术

与服务平台；3.专注重大科学问题，进一步提升实验室的系统性研究和协同

创新能力；4.向国内外优秀实验室取经，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取长补

短，建设有特色的实验室文化。 

 

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德培

2016 年 5 月 19 日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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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ҿ Ӏ Ї ָɻ ɻ װ ᴮ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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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器设备 



 

 

ῷ ϖ ᵇ ֞ ϐו ¡▲ᶢṾ Ꞌő ϐ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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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Ї ҅ ԋ ΐ֩ ┼Ї ᾩ ᾩΐ ɻ ᾩ
ᾩΐ ɻ ᴀ Ὺ Ї ԋ
Ї ԋ ҏ ═ ᶕ Ї Ὺ

360 ᵯ ɼ ԋ 1 Ї ԋ
Beckman ⅎ ᴀ 1 ɻ ꜠ ҿⅎ 1 ɼ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Ҥ 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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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托高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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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室本年度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52 项，到位经费 2000 余万元，

在读硕士研究生 113 人，博士研究生 83 名；在 Elife、Cell Report、JCB、JMCB

等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 SCI 学术论文 36 篇，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完善生物

学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健全了平台设备与技术对校内外开放服务的运行机制，批

准开放课题 8 项，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4 次，取得了良好的开放与合作效果。

进一步完善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完备了相关规章制度，提高了实验室的运行效

率，顺利通过年度考核，东南大学将继续保持在人、财、物、政策等方面对实验

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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