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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实验室 2022 年度工作年报 

 

一、研究工作与成果水平 

（一）实验室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情况和成效。 

2022 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 项，新增立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广西杰青项目 1 项；全年在研项目 11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6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 

（二）实验室最新研究进展，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基金）的申报、

执行情况，研究成果的水平和影响（获奖、专利和论文等）。 

1.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申报的省部共建靶向肿瘤学全国

重点实验室已通过科技部专家论证和部省会商，现已正式下文。 

2. 构建了肿瘤微环境激活的原位银基电化学溶瘤生物反应器（SEOB），

将 Ag+前药转化为原位治疗性银纳米颗粒，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生长。

首次发现还原的氧化石墨烯（rGO）载体在 Ag+还原中具有比氧化石

墨烯高 20 倍的催化速率。基于此，构建了一种肿瘤微环境支持的原

位银基电化学溶瘤生物反应器（SEOB），该反应器将 Ag+前药转化为

原位治疗性银纳米粒子，转化率大于 95%，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生长。 

3. 制备了在 NIR-II 光下具有增强催化活性的纳米酶，用于协同纳米酶

抗菌治疗和光动力抗菌治疗。利用电荷分离工程策略来合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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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 纳米酶（Ag/Bi2MoO6）用于光/pH 活化细菌催化/光动力学治疗，

进一步提高了基于Russell 机制的过氧化物酶纳米酶催化活性和 NIR-

II 光动力学性能，显示出良好的杀菌性能和对 MRSA 感染的伤口良

好的治疗效果。 

4. 构建了质子驱动的可转化 1O2 纳米带（ANBDP NPs）来改善低氧肿

瘤 PDT，用于协抗肿瘤治疗。针对当前依赖单线态氧（1O2）产生的

光动力疗法（PDT）受到肿瘤缺氧和内体包埋的严重限制的现状。利

用质子驱动的可转化 1O2纳米带（ANBDP NPs）来改善低氧肿瘤 PDT，

证实了 1O2 纳米带无需进一步持续照射即可带来持续的治疗效果，表

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性能。 

5. 制备了一种铜掺杂 MOF 基纳米复合材料 (DOX@Cu2+/ZIF-

8@PDADCZP），为抗肿瘤治疗提供新策略。通过 Cu2+、光热材料

聚多巴胺（PDA）和化疗剂 DOX 构建了一种铜掺杂 MOF 基纳米复

合材料(DOX@Cu2+/ZIF-8@PDADCZP），基于 GSH 可将 Cu2+还原为

Cu+的原理，以实现 GSH 耗尽和 CDT 活化，有效解决了 CDT 的治疗

效果通常受到过表达谷胱甘肽（GSH）和肿瘤微环境中低催化效率的

限制难题，为安全有效的癌症治疗提供新策略。 

6. 开发了新型基因编辑工具，有效解决了传统 ABE 潜在的各类脱靶隐

患，为基因编辑提供新方法。开发了一种“精准安全”的腺嘌呤碱基

编辑器 ABE9，将编辑窗口缩窄至 1-2 nt，几乎完全消除了对胞嘧啶

的脱靶编辑，更重要的是将 DNA/RNA 脱靶事件降低到背景水平，有

效解决了传统 ABE 潜在的各类脱靶隐患，理论上将为近 50%遗传致

病性 SNVs 的纠正提供了新的精准靶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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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果丰富了相关理论，创新了生物靶向诊治技术，在本领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尤其是溶瘤生物药已经基本完成临

床试验，可望给无数癌症患者带来福音。 

（三）实验室承担的重要项目、重大研究成果典型案例（1—3项），

请在附件中附相关原文或图片。 

1. 实验室主任赵永祥教授荣获 2022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 

2. 实验室团队开发出的生物靶向反应器诊治肿瘤新理论新技术获广西

自然科学一等奖。 

   

3. 实验室团队构建了肿瘤微环境激活的原位银基电化学溶瘤生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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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SEOB），该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IF=32.086）杂志上。首次发现还原的氧化石墨烯（rGO）载体在 Ag+

还原中具有比氧化石墨烯高 20 倍的催化速率。基于此，构建了一种肿

瘤微环境支持的原位银基电化学溶瘤生物反应器（SEOB），该反应器

将 Ag+前药转化为原位治疗性银纳米粒子，转化率大于 95%。适配体

与 SEOB 解锁的前药的螯合增加了肿瘤细胞中银纳米粒子的产生，特

别是在维生素 C 存在的情况下，维生素 C 在肿瘤细胞中被分解以提供

大量的 H2O2。特异性适配体靶向和瘤内银纳米颗粒联合应用并未引起

猴子的组织损伤，具备出色的生物安全性，这大大增加了 SEOB 系统

的临床转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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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研究平台构建情况。 

进一步完善已有实验平台的建设，包括：1、适配体筛选技术平台；

2、单链抗体文库筛选技术平台；3、高场核磁代谢组学研究心肌保护技术

平台；4、microRNA 研究平台；5、分子成像与分析平台；6、量子点纳米

材料技术平台；7、荷人完整免疫系统的肿瘤动物模型技术平台；8、人工

抗原提呈细胞疫苗制备技术平台；9、异源细胞生物反应器技术平台；10、

异源性基因修饰融合细胞疫苗技术平台。 

二、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实验室队伍的基本情况。 

基地现有固定人员 39 人，其中博士 29 人，博士生导师 9 名，教授及

研究员共 13 名。基地现设主任 1 名，副主任 3 名；学术委员会主任 1 名，

副主任 2 名；基地行政秘书和学术秘书各 1 名。基地以博士学位授予点和

博士后流动站为依托，可招收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二）实验室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措施与取得的成效。 

1. 队伍建设的措施：加强多学科、跨学科的人才布局，完善队伍结构，

进一步充实肿瘤学、生物学、化学、药学、组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

通过设置肿瘤生物信息学、生物靶向诊断、生物靶向治疗、生物靶向

材料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八桂学者、特聘专家

等岗位。 

2. 人才培养的措施：1、通过开放、流动和协作，在人才流动的同时，保

证实验室技术骨干力量的相对稳定，支持课题组聘用必要的临时工作

30
11
00
31
20
19

39/51



 

6 
 

人员；2、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攻读学位、出国访学深造等方

式提高科研人员知识水平。 

3. 成效：培养何梁何利奖获得者 1 名、广西杰青 1 名，博士 4 名、硕士

25 名，其中国家奖学金 1 名，一等奖学金 8 名，二等奖学金 16 名，

三等奖学金 50 名。 

（三）本年度引进和培养的优秀人才典型案例（以固定人员为主）。 

2022 年，赵永祥教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国际欧亚

科学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合成生物医药委员会主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

协会基因编辑分会主任委员、全国科技领军人才联盟副理事长、全国科技

领军人才联盟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物医药整合联盟常务副理

事长和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学术骨干张志

勇教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将肿瘤学、免疫学等优势学

科建设成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以带动其他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

缘学科的发展。所在学科~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

药学入选广西一流学科建设点。中心将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发病

机制研究与临床应用相结合，基础研究与产品研发相结合，创新研究与各

类资源要素相结合。强调将医学、生命传感、分析化学、生物物理、药物

化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尤其注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与主干学

科（生物传感、分析化学、生物物理、光学物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药学、预防医学）的融合。 

三、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一）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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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始终坚持遵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和《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坚持“开放、流动、联合、竞

争”的运行机制，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和学术环境，使实验室成为吸

引国内外优秀学者来实验室进行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平台。实验室制定了

《实验室管理办法》和《广西生物靶向诊治重点实验室招标指南及管理办

法（试行）》等各项规章制度，配备专职秘书，实验室严格落实实验室主

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管理实验室日常事务，重大事项由集体讨论决定，

由主任聘任骨干人员。 

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攻读学位、出国访学深造等方式提高科

研人员知识水平，通过参与科技任务，提高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在管理

过程中，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每

个人的才能。 

（二）实验室开展学术委员会活动情况。 

学术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实验室主任向学术委员会汇报年度实验

室活动、科研课题进展、实验室经费收支和申请课题等情况。学术委员会

围绕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研究工作进展等议程进行讨论，审议自主研究课

题。 

（三）开放课题及执行情况，利用开放基金完成的优秀成果案例

（1-3 项）。 

实验室注重开放合作交流，资源共享。鼓励其他科研单位人员积极申

请重点实验室的开放课题基金，凡实验室固定人员以外的所有科研人员均

可申报，每个项目资助金额 3-5 万元，实施年限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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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国际重大研究计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情

况，国际合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2022年，实验室主任赵永祥教授的演讲报告“抗癌新药高效研发捷径”

入选 “2022中国肿瘤学大会（CCO）”主旨报告行列。 

 

2022年11月18日，实验室牵头成立了中国抗癌协会合成生物医药专业

委员会，扩大了我校在肿瘤靶向诊治、新药创制、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

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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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室作为本领域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大型仪器设备开

放和共享情况。 

实验室多种仪器对外全面开放。流式细胞仪、小动物活体成像、共聚

焦荧光显微镜、酶标仪、荧光分光光度计、辐照仪等大型仪器设备对全区

外开放共享，并且利用率很高。如流式细胞仪的检测分析得到区内外科研

人员好评。流式细胞检测仪年检测样本量约达 32000 份，荧光显微镜年使

用时间约达到 800 小时。 

（六）实验室网站建设情况。 

实验室网站已完成升级，今年运行正常。实验室定期维护并更新网站，

内容包括“首页”、“中心概况”、“新闻资讯”、“科研之窗”、“学

术交流”、“实验条件”、“荣誉奖励”、“招聘信息”等板块，展示实

验室建设情况，加强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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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验室开展科普工作情况。 

实验室每月在展板更新发表文献，科普实验室科技成果。 

四、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一）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情况。  

正在与深圳合一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洽谈转让成果的事宜。 

（二）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情况。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积极促进成果转化。 

（三）重要成果产业化情况。 

与深圳合一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企业和医院进行合作，开展临床试验。 

五、实验室大事记 

（一）实验室开展学术委员会的相应会议纪要、文字和图片材料。 

2021 年 12 月 20 日，实验室召开学术委员会，实验室主任向学术委

员会汇报实验室科研进展、人才培养、运行管理、经费收支等情况。学术

委员会围绕实验室建设进展进行讨论，认为实验室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并

对实验室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二）国内外对实验室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材料。 

赵永祥教授团队开发出电化学溶瘤生物反应器，首次发现还原型氧化

石墨烯催化银离子还原的能力比氧化石墨烯快强 20 倍的基础上，开发了

一种能在肿瘤微环境中解锁 Ag+前药，将 Ag+转化为原位银纳米颗粒的

生物合成工厂，创建了电化学原位溶瘤生物反应器，该反应器在肿瘤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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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理想的抗癌效应。这种病灶原位药物合成技术，对于解决目前纳米药

物所面临的低递送效率和低活性氧产生率显示出独有的优势，具有潜在的

应用前景。 

  

2022年，“抗癌新药高效研发捷径”入选 “2022中国肿瘤学大会

（CCO）”主旨报告行列。 

（三）相关领导考察实验室的图片及说明。 

2022 年 12 月，广西自治区副主席许显辉一行实地参观了生物靶向诊

治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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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广西科技厅领导来现场考察生物靶向诊治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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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樊代明院士来访参观生物靶向诊治重点实验室。 

 

（四）研究方向或名称的变更、人员变动、大型仪器设备添置等

情况。 

类  别 单位 金额 

2022 年购置科研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202.49 

主

要

仪

器

设

备

名

称 

中试冻干机（Epsilon 2-10D 

LSC plus） 
万元 104.90 

倒置显微镜（尼康 TS2R-FL） 万元 26.73 

超低温冷冻储存箱 -150℃

（DW-UW128） 
万元 14.46 

超低温冷冻储存箱 -150℃

（都菱 MDF-150H128） 
万元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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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式 高 速 冷 冻 离 心 机

（ Thermo Fisher Multifuge 

X1R Pro） 

万元 12.70 

全自动器皿洗瓶机（永合创

信   CTLW-120） 
万元 9.91 

全 自 动 核 酸 提 取 仪

（LunAmple-X16） 
万元 9.28 

超低温保存箱（海尔  DW-

86L578J） 
万元 6.00 

实验室超纯水系统（上海芷

昂 Best PRO-S30） 
万元 5.44 

 

（五）对实验室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其它活动。 

六、依托单位支持实验室建设情况 

（一）科研用房情况（是否相对集中、总面积是否达 1000 平方

米以上）。 

实验室拥有科研实验室面积3160平方米。 

（二）仪器设备情况（设备原总值是否达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1500万元。 

（三）配套经费支持情况（依托单位是否给予配套经费稳定支持、

实验室的运行经费及建设配套经费是否纳入单位的年度预算）。 

生物靶向诊治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用房和仪器设备均已达到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标准。在建设期内，依托单位 2022 年给予配套经费 220 万元，

并纳入单位年度预算。 

（四）其他支持实验室建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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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附属二院、肿瘤医院，共有肿瘤单元床位数

2800 张；实验场地 3160 平米； 

2. 广西医科大学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学科（肿瘤学），1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肿瘤学）；4 个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 

3. 学校给实验室独立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等优惠政策。 

七、实验室财政经费及配套经费使用情况 

（一）实验室财政经费使用情况： 

下拔经费总额：500 万元，已支出金额： 334.74 万元，冻结金额： 

165.26 万元，使用率为：100%，具体如下： 

1) 本年度总收入：  500      万元 

2) 科研业务费：    214.75   万元 

3) 科研仪器设备费：68.08    万元 

4) 学术交流费：    14.37    万元 

5) 日常运行维护费：37.49    万元 

6) 其 他 支 出：   0.05     万元 

7) 冻 结 金 额：   165.43   万元 

8) 结       余：   0        万元 

（二）配套经费使用情况 

下拔经费总额 220 万元，已支出金额：179.86 万元，冻结金额： 40.06 

万元，使用率为 99.96%。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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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年度总收入：  220      万元 

2) 科研业务费：    99.62    万元 

3) 科研仪器设备费：11.69    万元 

4) 学术交流费：    0.00     万元 

5) 日常运行维护费：68.63    万元 

6) 其 他 支 出：   0.00     万元 

7) 冻 结 金 额：   40.06    万元 

8) 结       余：   0.08     万元 

八、实验室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实验室急需高层次领军人才。希望有关上级管理部门给予大力支持。 

九、实验室下一年工作思路和打算 

1. 完善肿瘤标本库，研发恶性肿瘤生物靶向诊断和治疗的新技术新方法

和新药物、完善新药产品安全评价体系，以及完善前期建立的研究平

台。 

2. 进一步强化高素质的科技创新管理队伍的建设，造就、凝聚一批国际

知名的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打造一支既精通管理、又敬业爱岗的专

家型职业管理队伍。 

3. 继续保持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校合作，积极引进国外人才，联合培养

人才，加强技术转移，促进信息资料交流，合作研发等。 

十、对科技厅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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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级领导支持本中心引进青年万人、青年千人、青年长江、国家

优青、国家百千万人才、八桂学者、特聘专家等以上高层次人才。 

 

说明： 

1. 年度报告编写限 5000 字以内； 

2. 报告内容和所涉及的实验室数据必须客观真实，并与“重点实

验室年报统计表”数据对应一致； 

3. 请提供相关照片 3-5 张（照片标题写明时间、人物、事项，大

小在 1M 以上，并将照片原图上传至重点实验室管理信息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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