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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新闻
我院党委成功举办“迎国庆展风采，诵读红色经典”集体党日活动

文/基础医学院党办

为迎接伟大祖国 69 华诞，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

有关要求，落实医学院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激扬广大师生党员爱国情怀，9 月

30 日中午，基础医学院在懿德楼二楼大礼堂举办“迎国庆展风采，诵读红色经典”

集体党日活动。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组织部部长孟煜、教师工作部部长徐

袁瑾、机关党委书记李丽、宣传部副部长张晓晶、公共卫生学院党总支书记秦美

娇、护理学院党总支书记陈铿、医学院党校副校长叶福林及基础医学院党委委

员、全体党员 300多人参加了该活动。

党日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隆重拉开帷幕，全体党员们起立唱响国歌。活动

中，党员们声情并茂，充满激情，或慷慨激昂，或低沉婉转，或抑扬顿挫，一首

首激情澎湃、感人至深的诗歌，展现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共产党宣言》铿锵

有力，《赞美》情真意切，《我的祖国》慷慨激昂，《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豪情

满怀，《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优美婉转，《倾听钟杨，我有一个梦想》情节

生动，《毛泽东诗词》思想深邃，《可爱的中国》充满希冀……朗诵声声不断，

不绝于耳，党员们各自表达着对祖国的款款深情。

通过“迎国庆展风采，诵读红色经典”集体党日，党员们以篇篇红色经典、阵

阵充满激情的诵读，重温了党的历史，感受了革命辉煌历程，传承了红色基因，

激发了爱国爱党热情。基础医学院党委希望本次活动能够影响更多的党员，多读

书、读红色经典、读正能量的好书，净化思想、增强党性修养，做合格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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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动态
我院丁文龙教授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系统解剖学》正式出版

由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作序，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丁文龙教授主编的临床医学专业 5 年制《系统解剖学》第 9 版已由人民卫生出版

社正式出版，并在各医学院校使用。

该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也被称为中国医学教育的“干

细胞”教材。第 9 版 5 年制《系统解剖学》也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

教材 53本中的重点教材。

第 9 版《系统解剖学》服务于 5 年制及 5+3 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培

养目标：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具有创新潜质的医师。该教材充分体现三基（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先进性、适

用性）和 三特定（特定对象、特定要求、特定限制 ）的基本要求。

该教材分 21 章，共约 86 万字，其中有 500 余幅插图。《系统解剖学》自

1978 年第 1 版出版至今已 40 年，一直沿用黑白线条图，本次出版的第 9 版用彩

色图替换原来全部的黑白线条图。彩色图可更好的展示人体结构，图文并茂，更

适应以形态为特征的解剖学教学，这是一次质的跨跃。大数据技术已使知识传播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该教材除了编写传统的纸质教材外，还增加了数字资

源，形成纸质教材+数字资源的融合教材。数字资源包括与纸质教材配套的

PPT、案例、微课、AR、动画、图片、自测试卷和英文音频等。形成全方位、多

视角、立体化的融合教材。定制内容，更多服务，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因材施

教，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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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来我院调研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建设

文/顾丹丹、王昊，图/顾丹丹

10 月 11 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张健教授及其管理

团队成员张文勇、竺逸、黄昕、魏洁帆等一行五人来到我院，调研医学及医学相

关专业，特别是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建设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胡翊

群，基础医学院副院长郭晓奎，生物医学科学专业教学管理团队王昊、钮晓音、

顾丹丹等参加接待。

调研会上，王昊首先介绍了交大医学院生物医学科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管

理和学生实践等方面的情况。目前交大医学院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已形成包括暑期

海外选修课项目、暑期海

外实验室见习项目及海外

毕业设计项目等序贯式国

际化培养体系。与悉尼大

学医学院合作开展的为期

6 周的暑期选修课项目，

以拓宽国际视野，增加多

元文化适应能力，目前已

有三届共 65 名学生完成悉

尼大学医学院的暑期课程学习。在“一对一导师”科研实践阶段，鼓励学生到国内

外优秀导师实验室学习，通过短期海外实验室见习项目和实验室毕业设计项目，

增加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目前已有 10 人次参加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牛津

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德州医学中心等国际一流

学校的实验室见习；2 名学生分别赴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悉尼大学医学院，开展为

期 8-10 个月的毕业设计。张健副主任表示将借鉴我院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国际化培

养模式，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开展两校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学生海外研修课

程；同时也表示，希望能够跟交大医学院建立长期的联系，在学生的科研实践、

校际交流、毕业后培养等方面开展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此外，双方就

临床医学专业建设以及交大医学院“4+4”临床医学博士项目进行了交流。

胡翊群副院长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对南方科技大学在建设过程中所取得

各项成绩表示诚挚祝贺，并预祝医学院筹建顺利，为医学教育队伍的不断壮大和

发展而欣喜，希望两校加强交流合作，在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的道路上共同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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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教师积极参加首届人卫慕课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比赛并获奖

文/许从峰、苏懿

10月 27 日-28 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分会主办，人民卫生

出版社、浙江中医药大学承办的“医学 moocs 和微课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人卫慕课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比赛总结与颁奖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基础医学院选送的两

门微课程作品和一门在线开放课程分获微课比赛三等奖和课程设计比赛三等奖。

两门微课程《IgE: 让我欢喜让我忧》、《Now you know your ABC——攻克

自身免疫病的新曙光》均出自基础医学院机体防御与免疫教学团队，作品围绕课

堂知识点进行拓宽和深入，帮助学生更形象和系统地理解免疫细胞的多样性及其

功能的复杂性。

在线开放课程《医用有机化学》由基础医学院医用化学教学团队设计，以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呈现，线上部分面向医学院校学生，包含化学原理、有机

化学等基础内容，为学生后期理解生物体内的有机化合物及其化学反应、药物代

谢奠定基础；线下课程面向本校硕博生，对线上内容进一步拓展，并运用翻转课

堂和讨论的授课形式。

基础医学院每年组织院内各教学团队进行微课和微精品课程的制作与评比，

同时多次对团队教师进行在线课程制作与信息素养方面的培训，不断探索与推动

信息技术与基础医学教育的有效融合。本次大赛的获奖再次体现了我院在“互联

网+”环境下教育理念与模式的改革与实践成果，学院也将继续推动在线课程的建

设，不断丰富教学资源，促进教学方式的变革，带动课程质量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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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张健与陈国强课题组等利用变构技术

发现表观遗传靶标 SIRT6 激动剂

表观遗传调控是生命稳态维持的重要机制，其中组蛋白乙酰化被发现是和机体生理

功能及病理表征联系最为紧密的修饰化之一。SIRT6 是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家族中的一个成员，主要对组蛋白 H3K9Ac 和 H3K56Ac 进行去乙

酰化。SIRT6 自其功能开始被揭示起就一直是人类衰老、代谢等生理机制及肥胖、糖尿

病、炎症、肿瘤等病理过程研究的明星分子。作为靶标来讲，不同于大部分蛋白需要抑

制剂，SIRT6 作为表观遗传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一直期待能有激动剂突破，为延缓衰老、

治疗糖脂代谢类疾病及抗肿瘤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然而，目前尚未有可用于靶标功能研

究和验证的 SIRT6小分子激动剂报道。

10 月 29 日 ， 上 海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张 健 课 题 组 与陈 国 强 课 题 组 合作 在 Nature

Chemical Biology（影响因子 13.8）发表了题为"Identification of a cellularly active SIRT6

allosteric activator"的药物设计研究论文，发现了 SIRT6 的首个(First-in-class)具有功能的

变构激动剂 MDL-800，并初步证实了 SIRT6 激动剂可以通过阻断细胞周期来抑制肝癌增

殖，为 SIRT6 作为新靶标的确认提供了证据，也为该靶标药物开发提供了优质的先导化

合物基础。

在研究中，他们通过课题组发展的 Allosite工具(见“蛋白变构位点的从头识别”)发

现 SIRT6 一个潜在变构位点，继而利用虚拟筛选和荧光 FPL 方法筛到了两个可以微弱激

活 SIRT6的苗头化合物，经过系统的药物化学结构修饰获得先导化合物 MDL-800。

高效液相/质谱等方法的酶动力学揭示 MDL-800 是通过提高 SIRT6 对于底物亲和力

及去乙酰化酶催化效率来发挥激动活性。MDL-800 在 HDAC 家族的 18 个成员中对

SIRT6 具有很好的靶标选择性。结构生物学结合突变实验及大量生物物理方法证实

MDL-800 作用于 SIRT6 上的一个全新变构位点(与 Allosite 结果吻合)，并进一步确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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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L-800 是通过变构方式激活 SIRT6 去乙酰化酶活性而不影响 SIRT6 去长链酰化和

ADP核糖转移酶活性。

接下来，该研究利用 MDL-800 对 SIRT6 在肿瘤中潜在的靶标作用进行了药理学验

证。MDL-800 可以在肝癌细胞内特异性激活 SIRT6 组蛋白去乙酰化活性，下调 H3K9Ac

和 H3K56Ac，阻断细胞周期阻滞从而抑制肝癌细胞增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肝癌移植

瘤动物及其敲除模型的实验发现 MDL-800具有良好的在体特异性抑制肿瘤生长的效果。

总的来说，SIRT6 激动剂 MDL-800 研究发现激活 SIRT6去乙酰化酶活性可作为肝癌

治疗的一种有效手段。MDL-800作为首个具有功能活性的 SIRT6小分子激动剂，也可用

于研究 SIRT6 去乙酰化酶活性在人体其他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广泛作用，为 SIRT6 在延

缓衰老、抗炎、治疗糖脂代谢等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健研究员、陈国强研究员、徐颖副研究员为该论文共同通讯

作者，黄志敏博士、赵君幸、邓玮博士、陈颖毅以及商佳琳为共同第一作者。此外，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蒋华良研究员、谭敏佳研究员、胡昊博士，多伦多大学闵金荣

教授，贵阳医学院何彬教授，同济大学毛志勇教授，仁济医院林厚文教授，中国科学院

上海健康研究所秦樾研究员对论文亦有贡献。 该工作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

群体和重大研究计划基金的支持。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9-018-0150-0

徐天乐课题组离子通道功能研究取得系列成果

8 月 7 日及 10 月 24 日，《Science Signaling》和《Science Advances》相继发

表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解剖学与生理学系/脑科学研究中心徐天乐教授课题组离

子通道研究新成果，题目分别是“The acid-sensing ion channel ASIC1a mediates

striatal synapse remodeling and procedural motor learning ” 和 “ Fear extinction

requires ASIC1a-dependent regulation of hippocampal-prefrontal corre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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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可塑性与脑认知是人类智力的基础，是人脑通过识别、处理、储存复杂

的感觉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适当行为反应的能力。围绕这一重大前沿科学

问题，徐天乐教授课题组以阐述离子通道信号调控机制与神经可塑性的关系为目

标，致力于解析感知觉和学习记忆动态调控过程的神经环路基础及离子通道机

理。徐天乐课题组先前研究揭示出，酸敏感离子通道（acid-sensing ion channel 1a,

ASIC1a）调节岛叶皮层突触可塑性，在条件性味觉厌恶消退学习中发挥关键作用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他们的最新研究聚焦 ASIC1a 与纹状体突触可

塑性（图 1）以及海马-前额叶皮层神经环路可塑性（图 2）的关系，揭示了程序

性运动学习和恐惧消退记忆动态调控过程的神经可塑性新机制。该系列研究也为

理解正常和疾病状态下脑认知神经网络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该研究分别由博士研究生于哲和吴延娇以及王勤和王琪，在徐天乐教授和李

伟广副研究员共同指导下完成。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973 项目、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

优秀青年教师支持计划等的支持。同时，还得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健康医学中

心朱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徐楠杰研究员、张思宇研究员和袁逖飞研究员

等的合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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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连接：于哲，吴延娇等 http://stke.sciencemag.org/content/11/542/eaar4481

王勤，王琪等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10/eaau3075

郑俊克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发表

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已成功治疗某些类型的癌症，但尚未显示治疗急性髓性

白血病（AML）等疾病的临床益处，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白血病使用独特的机制

来逃避这种疗法。由正常免疫细胞表达的某些免疫抑制受体也存在于白血病细胞

上，这些受体是否能在肿瘤细胞中启动免疫相关的原发性信号传导仍然未知。

2018 年 10 月 17 日，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张成城、德克萨斯大学健康

科学中心张凝艳、安志强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郑俊克等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在

《自然》杂志在线发表题为“LILRB4 signaling in leukaemia cells mediates T cell

suppression and tumor infiltration”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发现小鼠模型和病人 AML

细胞高度表达 LILRB4，一种基于免疫受体酪氨酸的抑制基序的受体和单核细胞

白血病的标志物。LILRB4 可促进 AML 发生并浸润其他组织， APOE 可作为

LILRB4 的配体介导 AML 细胞下游的 SHP-2/uPAR/ARG1 信号通路抑制 T 细胞活

性而促进疾病发展。敲除 LILRB4 或使用抗体阻断 LILRB4 信号传导，能有效阻

碍 AML 的发展，且 LILRB4 阻断并不干扰正常造血功能。该研究提示 LILRB4 可

作为治疗单核细胞 AML 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靶标。值得注意的是，LILRB4 也在一

些其他类型的癌症细胞，树突状细胞以及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上表达。因此，靶

向 LILRB4 也可在其他癌症免疫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615-z#aut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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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动态
生物化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召开系务会研究通过研究生培养方案

文/杨露、党素英

2018 年 10 月 11 日, 生物化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召开了 PI-导师系务会议，

对 2018-2019 学年工作任务进行布置和规划。

会议由系主任李兵主持，基础医学院院长程金科，副院长刘俊岭等出席。系

分管教学副主任童雪梅、系分管科研的副主任余建秀和系党支部书记杨洁分别进

行主题陈述。

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生物化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 2018-2019 学年学

科规划和工作重点、教学工作及研究生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安排注意事项、生物化

学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相关事项以及加强对外宣传的方案等内

容。

程金科、易静、刘俊岭、左勇老师均提出了对生化系新学年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最后，会议决议通过了《生化细胞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通过这次会议,全体 PI 和导师进一步明确了结合研究生院、基础医学院以及

系实际情况提出的规划和方案，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教学工作和研究生培养等

事宜具有指导意义。

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举办医学院“开放月”活动

文/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图/周诗思

10 月 27 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

放月活动如期举行。本次活动共有 15 名医学院本部低年级学生参加，活动分为

科普讲座、参观体验、动手操作等环节。首先，郑俊克研究员为大家带来《模式

动物漫谈》科普讲座，深入浅出地为大家介绍了动物实验的相关知识，给同学们

展示了用于不同实验的不同模式动物。随后，同学们参观了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病理生理学系党支部书记张亮为大家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

基本组成、研究人员、重点研究领域等情况；廖月玲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了激光共

聚焦仪器系统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优点，随后演示表达了 GFP 荧光蛋白的活细

胞共聚焦成像，让同学们对荧光成像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在动手操作环节，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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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老师为同学们演示了小鼠实验操作，同学们不仅近距离观察了实验小鼠，还分

组完成了小鼠解剖实验。

病理生理学系支部作为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主要力量，承接

了本次实验室开放月活动。通过本次开放月活动，让这些学生走进实验室，近距

离感受科研氛围，了解科学工作。细胞分化与凋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将继续发挥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独特的资源优势，面向社会公众和广大师生开放。

组织胚胎学与遗传发育学系金颖课题组举办医学院“开放月”活动

文/刘丁瑜 图/彭芳菲、刘丁瑜

10 月 27 日下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 12 名本科生在研究生们的带领

下参观了位于西区五号楼的基础医学院组织胚胎学与遗传发育学系金颖课题组，

并在师兄师姐的指导下进行了细胞观察、质粒抽提等简单的实验操作。通过本次

参观学习，同学们对多能干细胞的研究有了基本的了解。

首先，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为同学们细致介绍了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方向，实验

室的基本布局以及各类检测仪器的原理和用途。从细胞显微观察到基因表达水平

测定，通过师兄师姐的讲解，同学们了解到科学研究中从细胞培养到分子检测的

整个过程。接下来，同学们被分成几组，在师兄师姐的指导下完成了琼脂糖凝胶

配制、质粒抽提等实验。在亲手做实验的过程中，同学们感受到了科学实验中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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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规范性与严谨性，并对书本中学到的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期间，同学们

还针对诱导多能干细胞的用途、胚胎研究的伦理问题、蛋白质功能探究的方法等

问题和师兄师姐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场气氛活跃。

金颖老师课题组每年都积极参与各类科普活动，旨在通过科普教育和实验体

验等方式，让同学们身临其境，了解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和研究方法，希望通

过本次活动更好的激发同学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多所医学院校教师参观访问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文/张灼阳 图/王保国、许伟榕

10月，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先后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几所医学院校教师及

管理人员的参观访问，并与之进行了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工作的探讨。

10 月 22 日，湖北文理学院医学院 6 名教师来我院参观访学，基础医学院副

院长郭晓奎教授向来访人员介绍了基础医学院教学情况及整合课程，来访人员对

循环系统 PBL 课程进行听课，并与顾鸣敏、张国花等教师进行交流。24 日，6名

教师参观实验教学中心，由实验教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顾鸣敏教授对中心情况以及

中心进行整合课程改革、虚拟仿真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等方面的进行经验介绍。随

后，中心各教学实验室主任与到访老师进行了热烈交流。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整合

课程设置，文理学院医学院教师对部分实验课进行听课，并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10 月 22 日，云南省德宏州医院管理人员培训班学员 13 人至我中心进行参观

访问，实验教学中心许伟榕老师陪同来访人员至各楼层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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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一行教师赴我院对生物医学科学专业进行

调研及参观访问。来访人员至实验教学中心五大实验教学平台参观，并观摩学习

了生物医学科学专业的生物医学综合实验课，随后与整合实验课模块负责人孙岳

平、赵蔚、胡优敏和陈荪红老师进行了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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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精彩回顾

21 创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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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学术报告

病理生理学系

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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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与化学生物学系

21 教学讲坛

最新预告

21 创新论坛

11月 2 日

报告人：张辰宇 教授，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主持人：余健秀 研究员 蛋白质修饰与非编码 RNA 组

11月 9 日

报告人： 吴传跃 教授，南方科技大学

主持人：余健秀 研究员 蛋白质修饰与非编码 RNA 组

11月 29 日

报告人：Christine Mieck 教授，Nature Communications 副编辑

主持人：李勇 教授 膜受体调控与疾病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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