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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亮 点 

1.【金华市科学技术局携金华生物医药企业到访药学

院 】 

7月3日上午，在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

安排下，金华市科学技术局携金华20余家生物医药企

业到访药学院，并在药学院晶晖厅举办了“金华生物

医药行业关键技术精准对接会”。复旦大学药学院党

委书记王凤霞、副院长李聪、副院长王建新、上海市

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邵黎明出席会议。   

会议由李聪副院长主持，王凤霞书记和金华市科技局

赵洪亮局长致辞。李聪副院长对访问团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向访问团介绍了药学院的整体概况。邵黎明主

任介绍了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平台的建设情

况，中心作为复旦大学对接全国各地方省市生物医药

行业需求的重要窗口，希望通过此次的双向对接活动

，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同时进一步推动复旦大学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随后，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叶

德泳教授、付伟教授、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穆青教授

、以及药物制剂教研室王建新教授分别向访问团介绍

了各自研究的药物开发项目，同时各位老师就访问团

提出的关键技术问题做了解答。中心将继续梳理双方

的合作需求，并对此次对接会上达成初步意向的项目

进行持续跟踪。 

2.【发布药品政策法规动态汇编6月刊】 

中心发布6月份国家各大部委发布的与

药品相关的政策法规动态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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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24期science café精华内容汇编】 

类器官(Organoids) ，一种新兴生物模型，为生物医药领域

的发展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的研究模型，其自2009年进入

研究者的视线，迅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今年再次刊登

Science封面 

类器官究竟是什么？有着哪些优势，在生物医药领域发挥着

怎样的作用，未来的潜力在哪里？与我们一起走近类器官—

—药物筛选新模型 

6月28日，复旦大学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了第2

4期Science café活动，本期特邀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林鑫华教授，为大家解读类器

官及其在生物学和转化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类器官是建三维（3D）培养的微型器官，有别与传统二维细

胞培养，其优势在于有组织记忆，自我组装，重现器官结构

等特性 

林教授指出传统生物模型，包括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均有着

研究的局限性。细胞模型是二维培养模式，其丧失了细胞特

有的表型，缺乏不同细胞之间、细胞与基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无法呈现组织器官的结构及其形成的过程，不能准确地反

映生物体细胞所经历的自然环境，对于组织和器官的形成及

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存在障碍。而动物模型建模耗时长，研究

成本高，分子机制研究不明确，且与人体细胞存在差异。而

类器官这一全新的生物模型为我们突破这些局限带来了机遇

。类器官（Organoids）是利用人干细胞直接诱导生成的三维

组织模型微器官，特点在于其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组织能力

，维持了其来源组织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可以体外重现组织

器官的形成。目前已经成功构建的类器官主要有：大脑、视

网膜、皮肤、前列腺、肾、肠、肝、胃、肺、食管、胰腺以

及各种肿瘤类器官【1，2】。  

表1动物模型、二维细胞模型与类器官3D模型构建的优劣对比  

 

更多精彩内容，快来扫码看全文 

◆ 中心2019年全新策划的“吃茶啦！”活动

第七期将在8月29日（周四）举行，欢迎学

院老师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