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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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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积极引导和鼓励实验室固定成员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工作，对申报书中易错易漏部分展开针对性指导。在学校的正确领

导和全体实验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本实验室本年度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29项，共获资助 6 项，其中包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基金

项目 1 项，资助项目比去年增长 100%；资助经费合计 459 万元，获资助

经费增幅达 345.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取得突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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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最新研究进展

本实验室继承和发扬叶馥荪教授等前辈的优良传统，响应国家及广西

发展战略需求。根据肝癌、鼻咽癌等恶性肿瘤在广西及东盟国家高发的特

点，本实验室围绕“肿瘤病因学及高危人群干预措施研究”、“肿瘤早期诊

断手段与策略的研究”和“肿瘤早期治疗模式的研究”三大研究方向开展

研究，本年度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如下：基于树鼩可以感染 EBV 的前期研

究工作，成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项目“鼻咽癌树鼩模型

的创建及发病机理的研究”；继续深入开展肝癌和鼻咽癌高危人群队列研

究，建立高效鼻咽癌发病风险预测综合模型；研究构建鼻咽癌规范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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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体系并应用推广；筛选出多个影响肝癌、鼻咽癌、妇科肿瘤发生发展

的关键基因或蛋白，进一步阐释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在肝癌、鼻咽

癌中共发现多个生物标记物，为肝癌、鼻咽癌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靶

点。

2.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基金）的申报、执行情况

本实验室今年共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共 44 项，研究总经费

达 1724.8 万元。其中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6项（今年新增 6 项），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项，研究经费共

计 1162.8 万元，占项目总经费比例 67.42%；承担省部级项目 18 项（今

年新增 4 项），其中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 项，重点项目 3 项，面上项

目 8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项，研究经费共计 562 万元，占项目总经费

比例 32.58%。本年度 9 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在研课题按

计划实施，进展顺利。

3.研究成果的水平和影响

2021 年度本实验室共发表研究论文 140 篇，其中 T1 级期刊论文 10

篇，T2 级期刊论文 8 篇，T3 级期刊论文 18篇；荣获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

术推广奖一等奖 2项，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1 项；出版专

著、教材 5部，其中主编 3 部，副主编 1 部，参编 1部；参与制定指南、

规范和专家共识 5项；申请发明专利 2 项，授权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

专利 8 项。这些工作为肿瘤学学科发展以及肿瘤早期防治提供了新的理论、

技术和新方法，提高了我区肿瘤的诊治水平，改善肿瘤病人的预后和生活

质量，推动了广西健康产业的发展，对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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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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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树鼩模型的创建及发病机理的研究

鼻咽癌（NPC）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广西区域高发肿瘤，其发生发展与

EB 病毒（EBV）感染、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由于缺乏理想的

动物模型，目前无法全面认识 NPC 发生的多因素交互作用，也尚未解析出

NPC 发生的关键机制，因此，构建与人类鼻咽癌具有较高相似度的理想鼻

咽癌动物模型在鼻咽癌发病机制研究中极其关键。

本实验室唐安洲教授及其团队十余年来长期致力于鼻咽癌成瘤动物

模型以及鼻咽癌发病机制研究，近期，该团队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

域联合基金项目“鼻咽癌树鼩模型的创建及发病机理的研究”已获批准，

该项目在前期研究中发现树鼩可以感染 EBV，且鼻咽部解剖结构较大鼠与

人类更接近，单独亚硝基化合物 DNP（二亚硝基哌嗪）可诱导树鼩鼻咽部

不典型增生，这为鼻咽癌树鼩模型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在该项目中，课题

组拟在此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通过EBV和DNP双重感染树鼩的方

法构建与人类鼻咽癌高度相似的鼻咽癌树鼩模型，拟解决以往 DNP 诱发的

大鼠鼻咽癌模型因为缺少 EBV 感染而与人类相似度不高的难题。此外，该

项目还将在此动物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多组学联合分析揭示 DNP 和 EBV

交互在鼻咽部细胞损伤、感染 EBV、恶变及进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机制。

该项目的成功申请，不仅实现了本实验室在该类型项目上的突破，还

将为鼻咽癌发病机制研究提供更为精准的动物模型和新的认识，有望更好

的解释 NPC 独特地理分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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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性高发肿瘤早诊早治筛查及发病风险预测综合模型的建立

余红平教授、曹骥教授团队协助自治区卫健委开展区域性高发肿瘤早

诊早治项目筛查工作，本年度完成肝癌早诊早治筛查 8496 例（国家下达

筛查任务数为 8000 例）；鼻咽癌早诊早治筛查 7095 例（国家下达筛查任

务数为 6000 例），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筛查任务。肝癌和鼻咽癌高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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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队列的早诊率分别达到 71.4%和 70.7%，并出版《2019 年广西肿瘤登记

年报》。同时举办了为期 6周的 2021 年度广西慢性病健康管理—癌症筛查

与早诊线下培训班，培训了 14个地级市共 123 家单位 203 名内镜、病理、

放射、超声、公共卫生等专业学员。举办了 6 期肿瘤规范化诊疗高级研修

班，来自广西全区 52家医疗机构的 109 名临床骨干参加培训，为提高广

西基层医院肿瘤规范化筛查和诊疗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哲教授团队联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益新院士、徐淼副研究员

团队及福建医科大学叶为民教授团队、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蔡永林教授等

合作者团队，通过分析在广东-广西共同开展的基于人群的大型鼻咽癌病

例-对照研究中的部分参与者的 EB病毒遗传变异、宿主遗传易感性以及鼻

咽癌流行病学危险因素等信息，构建了一个鼻咽癌发病风险预测综合模型

（comprehensive risk score，CRS）。这一模型结合了 EB病毒和人类遗

传学的相关风险因素用于鼻咽癌的发病风险分层，并在一个独立的人群队

列中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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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相比于最低五分位的个体，最高十分位 CRS 评分的个体罹

患鼻咽癌的风险比约为 21。通过将 CRS 评分与 EB 病毒血清学检测技术相

结合分析，使得传统基于血清学检测的鼻咽癌筛查阳性由原先的 4.7%提

高至 43.2%，筛查效能提高近 10 倍。通过高效筛查发现的早期鼻咽癌患

者，90%以上可达到临床治愈，且治疗费用仅为中晚期患者的 1/3。新的

筛查体系的转化和推广应用，将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研究

成果发表在高水平的国际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Zhou, X.,

Cao, SM., Cai, YL. et al. A comprehensive risk score for effective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screening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at

Commun 12, 518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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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性高发肿瘤规范化综合诊疗体系建立与推广应用和抗肿瘤新

技术研发

朱小东教授团队从 2007 年开始通过多项前瞻性与回顾性研究及大样

本系统评价等多种方法建立并推广适合广西鼻咽癌人群的规范化综合诊

疗体系，有效提高了鼻咽癌患者生存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本年度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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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一等奖。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创建了一套完整的鼻咽癌诊治体系，提供了个体化精准诊疗模

式，有效延长病人生存时间，改善生存质量，同时避免过度治疗。

（2）确定了鼻咽癌放疗后口干的评价体系，制定了防控策略。磁共

振涎管成像可有效客观判断鼻咽癌放疗后是否发生重度口干，双侧腮腺

V34≤49％是重度放射性口干的放射防护剂量。

（3）依据 N 分期、血清铁蛋白以及白蛋白水平等三项因素，成功构

建了鼻咽癌远处转移预测模型，鉴定出远处转移的高危人群。

（4）明确了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后出现第二原发肿瘤的特征，即常

见部位为上呼吸道及消化道，肺癌是最常见的第二原发癌。

研究构建的鼻咽癌规范化综合诊疗体系实用性强，在全国近 30家大

型医院广泛应用，取得显著社会效益：（1）几千例病人因此受益；（2）可

明确个体化精准治疗获益人群从而避免过度治疗，节约医疗成本；（3）为

政府制定《健康惠民工程－肝癌鼻咽癌筛查计划》提供重要决策依据，推

动政府在广西全面开展鼻咽癌早诊早治工作。该项目共发表论文 38篇，

其中 SCI 论文 19 篇，中华系列期刊 7 篇。多篇论文被国际权威学者引用，

国际头颈科学组 Haigentz Jr.教授等在“Eur Arch Otorhinolaryngel

2015 ;272:781-787”、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曹卡加教授与赵充教授团队

在“Chin J Cancer 2016;35:2”、山东省肿瘤医院于金明院士与胡曼教

授国际期刊“Cancer Manag Res，2019;11:8893-8903”、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 中 心 孙 颖 教 授 团 队 在 国 际 期 刊 “ Cancer Res Treat

2019;51:982-991”、香港伊利沙伯医院 James C.H. Chow 教授在国际期刊

“Oral Oncol 2020;111:105012”中分别引用了该项研究结果：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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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Guo, et al. Asian Pac J Cancer Prev 2012,13:5747-5752；Liang

Zhong-Guo, et al. Asian Pac J Cancer Prev 2012,13:5747-5752；Chen

Kai-Hua, et al. Oncotarget 2016,7:69041-69050；Zhao Wei, et al.

Medicine 2016;,95:e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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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实验室刘军杰教授研究团队开展基于特异性光敏纳米材料的

光动力治疗提高乏氧肿瘤治疗效果的研究。在各种基于活性氧(ROS)的抗

肿瘤方法(如光动力疗法)中，研究热点常聚焦在提高 ROS 水平上，但 ROS

的稳定性差，作用时间短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抗肿瘤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该团队研究构建了一个光裂解释放氧气的纳米平台，可以实现连续的

光控释氧，缓解肿瘤的缺氧微环境并增加 ROS 的产生，缓解缺氧，提高

活性氧水平，同时包埋在该纳米平台中的 PDE5 抑制剂(PDE5-i)可以被酶

分解为一氧化氮，进而与 ROS 结合生成 RNS，进一步有利于 ROS/RNS 通路

的激活，因为 RNS 具有比 ROS 更长的寿命，所以能够实现持久的抗肿瘤作

用。除此之外，ROS 转化为 RNS 可以帮助 ROS 逃避缺氧诱导的 ROS 抗肿瘤

耐药性。本研究内容收录在 Adv Sci (Weinh)杂志上（IF：16.8）： Luo T,

Wang D, Liu L, Zhang Y, Han C, Xie Y, Liu Y, Liang J, Qiu G, Li H,

Su D, Liu J, Zhang K. Switchin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to

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by Photocleaved O2 -Released

Nanoplatforms Favors Hypoxic Tumor Repression. Adv Sci (Weinh).

2021 Oct;8(19):e21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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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室研究平台构建情况。

目前，本实验室建设有细胞与免疫研究技术平台、蛋白质组学研究技

术平台、基因组学研究技术平台和代谢组学技术平台，开展基于广西地区

肝癌、鼻咽癌和妇科肿瘤等流行病学大队列相关研究，针对这些区域性高

发肿瘤疾病分子基础与临床防治体系展开特色性和创新性研究。近几年购

置的单细胞制备仪、高内涵细胞分析系统、流式细胞仪、高通量测序仪等

大型仪器，完善了各平台的硬件设施，同时充实了基于高端仪器设备的共

享技术服务平台。为了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维护其正常运行，本实验室

制定大中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制度，每 1-2 月举办一期仪器设备操作专项

培训，提高各平台技术人员和学生的实验操作技术。实验室管理人员承担

和维护研究平台日常运行工作，包括平台的公用设备和仪器的日常运转及

维修工作。

二、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实验室队伍的基本情况。

实验室长期坚持“以人才建设为本，引进与培养并重”的根本宗旨，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与管理机制，打造和谐生动的人才培养环境。实验室现

有固定研究人员 39人，其中高级职称研究人员 36人，占比 92.3%；具有

博士学位 33人，占比 84.6%；研究生导师 3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25

人；45 岁以下中青年骨干 15人，占比 38.4%；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5 人，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 人，国家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 2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1

人；广西首批终身教授 1 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 5人，八桂学者 2

人，广西卓越学者 1人，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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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广西高校人才小高地创新团队及其团队带头人 2人，广西高层次人才

4 人，广西医学高层次骨干人才“139”计划培养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学

科骨干 4 人，广西十佳医师 1人。形成了一支职称、学历、年龄结构相对

合理、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研究队伍。

（二）实验室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措施与取得的成效。

1. 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打造新型科研创新平台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创新的源泉，也是未来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验室紧跟时代潮流，利用校内外学科资源，在实验室主任的全面负责、

学术带头人的各路引领下，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打破原有肿瘤研究

单一化的局面，实现多学科与肿瘤研究交叉融合，为提升实验室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2021 年实验室引进肿瘤早诊早治载药系统研究

方向青年人才刘欣丽，整合实验室现有资源，培养多学科交叉型创新团队。

2. 注重青年人才培养，集聚各方英才

健全《广西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管理办法》、《广西医科大学杰

出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实施办法》等制度，加强扶持，大力引进高端人才，

坚持创新，培养领军人物。2021 年实验室积极引进、培养中青年研究人

员，先后新增余红平、康敏、刘军杰等肿瘤相关学科专家，培养了一批以

康敏、周晓莹、齐鲁楠等为代表的青年人才，柔性引进刘欣丽副教授等优

秀研究人员，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3. 开放交流，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实验室积极开展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的合作，制订一系列政策鼓

励并培养有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2021 年实验室与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

合作设置开放课题 5 项，设置自主课题 20 项资助本实验室固定成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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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协助举办“2021 年国家肿瘤规范化诊疗暨抗肿瘤药物临床应

用监测工作广西培训会议”国家级会议。骨干成员应邀参加、报告国内外

学术会议共计 62 次。实验室科研团队与 Karolinska Institute、日本三

重大学、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等科研机构保持长期合作，在肿瘤防治领

域取得瞩目成绩，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医学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和《柳叶刀》杂志上。通过这些举措，促进了研究人员对国际前沿研究动

态的掌握和追踪，加深了实验室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培养了一

批骨干力量，为实验室进一步发展增加后备动力。

4. 联合培养创新人才

实验室认真学习贯彻教育部和广西医科大学的人才培养精神制订了

行之有效的实验室学生培养方案，覆盖区域性高发肿瘤相关的各个专业。

实验室鼓励固定成员积极参与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训练计划、挑战杯

竞赛等；推行导师负责制，强调科研创新性培养，强化科研实践环节，培

养学生科研创新精神。由周晓莹副研究员指导研究生参加的第七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荣获广西区级金奖，国家级铜奖，指

导的挑战杯竞赛荣获广西区级特等奖，国家级三等奖；李力教授指导的研

究生郭凯迪顺利通过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批，赴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小云、张哲、王仁生教授与瑞典 Karolinska

Institute、日本三重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郑实兴、徐轶菲、陈裕

锋、黄婷婷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校长导师及答辩专家的高度评价，

其中徐轶菲获得校长奖；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共计 41人次，做报告、

论文摘要等 19人次，其中王怡方、郑茜获日本 JCA 旅行奖，周燕子会议

论文被纳入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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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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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丽，副教授，硕博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博士

后阶段在南京大学工作，2021 年通过广西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入职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并加入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

研究重点实验室固定成员。研究方向为癌症治疗以及生物传感器相关性纳

米材料的研究与开发。在《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等杂志共

发表学术论文 19 篇，其中一作及共一作 6 篇，一区杂志收录两篇。申请

发明专利一项，担任《Photonic sensors》、《分析实验室》杂志审稿人。

三、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一）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为了加强实验室开放课题经费的管理工作，确保开放目标的实现，根据《实

验室开放经费管理细则》的精神，结合实际，本实验室制定了《实验室开放课

题与客座研究人员管理办法》。为了建立“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

机制，促进实验室的全面开放，专门设立了实验室开放基金，其目的在于：创

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和学术环境，吸引、聚集国内外优秀学者在本学科的前沿领

域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新兴、交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培

养高层次科技人才；进一步提高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实现资源共享，

推动合作研究；充分发挥实验室的积极性，提高建设效益，使实验室逐步发展

成科研中心，高层次人才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高新技术辐射中心。

（二）实验室开展学术委员会活动情况

2021 年 11 月 15 日，实验室在校内科技大楼 4 楼会议室召开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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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2021 年度学术委员会线上会议。

学校领导介绍了本实验室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建设情况。实验室主

任就实验室年度进展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总体汇报。学术委员会专家组成

员指出存在问题并给予解决的思路，同时帮助实验室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

积极推动实验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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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本年度投入 15万元作为专项经费设立开放性研究课题，用于

资助国内外其他科研单位工作者开展与广西地方性高发肿瘤的流行病学、

病因与发病机制、重要基因的克隆与表达、肿瘤早期标志物的筛选与鉴定、

肿瘤早期诊断方法、综合治疗技术等方面有关的研究，吸引和聚集国内外

高水平科技工作者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实验室开放课题采

取“发布指南、自由申请、专家会审、择优资助”的方式组织实施，每年

公布开放研究课题申报指南并面向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开放，吸收优

秀人才参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围绕实验室研究方向，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根据项目的意义、学术价值和创新情况对申请书进行评审，择优确定开放

课题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1-2 年。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批后，2019 年

经费设置资助开放课题共 6 项，总经费 30 万元。2020 年经费设置资助

开放课题共 10 项，总经费 75 万元。2021 年经费设置资助开放课题共 5

项，总经费 15 万元。

所获得的优秀成果如下：

1.优秀成果案例一：光控红细胞炸弹用于肿瘤血管药物递送

成果简介：肿瘤血管能够通过不断向肿瘤组织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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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肿瘤的生长和代谢，是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之一。常用的肿瘤血管靶

向的药物有很多，如抗血管生成剂、血管阻断剂和血管栓塞剂等，这些药

物可以通过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或破坏已有的血管来阻断氧气和营养物

质的供给，从而实现肿瘤治疗的目的。凝血酶是一种内源性蛋白质，能够

通过将可溶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的纤维蛋白来实现血管的堵塞，并且

已经在生物医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凝血酶不具有靶向性和特

异性，并且稳定性差容易失活，因此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十分有限。近期，

课题组开发了一种基于红细胞的光可控药物载体，用于凝血酶和乏氧响应

的化疗药物替拉扎明的光控肿瘤递送，实现了协同的肿瘤治疗。课题组首

先在红细胞表面共价修饰了光敏剂分子 HPPH，并且通过低渗–高渗法将

凝血酶与替拉扎明共同包裹于红细胞的内部，既有效地利用了红细胞的体

内超长循环特性，又实现了光控的药物释放。该药物递送体系在注射入体

内后可以避免凝血酶导致全身非特异性凝血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在血液循

环的过程中保护凝血酶的活性不受到破坏。通过在肿瘤区域施加特定的光

照，光敏剂分子可以迅速产生单线态氧，实现对红细胞载体的爆破，使内

部包裹的药物快速释放。释放出的凝血酶能够有效地堵塞肿瘤区域的血管，

实现肿瘤的饥饿治疗并加剧肿瘤乏氧。而在乏氧的条件下，替拉扎明分子

的毒性被进一步激活，实现增强的肿瘤治疗。

承担人：吴富根，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电子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

次人才（2015），江苏省“双创人才”（2016），江苏省优青（2017），江苏

省杰青（2021）。Cell Press 综合性旗舰期刊 The Innovation 青年编委、

SCI 期刊 Pharmaceuticals 编委和专刊主编（IF = 5.863）。中国抗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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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纳米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课题组长期从事亚细胞精准诊疗相关工作。

以通讯/第一作者在 Chem. Soc. Rev.,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ACS Nano，Nano Lett.，Adv. Funct. Mater.，

Research 等论文 121 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的 23 篇，影响因子 9-10

之间的 23 篇），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30项。

2.优秀成果案例二：miR-194 靶基因 MCM7 调控肝癌细胞 Bmi-1 表达

影响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

成果简介： 肝癌，是目前世界上肿瘤相关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每年约有 906,000 新发病例和 830,000 例死亡病例。由于早期诊断困难和

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肝癌的 5 年生存率仍然非常低。MCM7 的失调与多

种恶性肿瘤的生成、转移、进展、复发及临床预后相关，而其在肝癌中所

扮演的角色及作用机制一直以来少有报道。近年来，microRNAs 在肝癌发

生发展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其与下游靶基因的相互作用关

系仍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本项目以 MCM7 为目标基因，结合上游

miRNA 和下游靶基因，拟寻找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肝癌标志物。在本项

目的支持下，申请人首先验证了 MCM7 在肝癌细胞系中的高表达情况，敲

减 MCM7 基因可显著抑制 HepG2 细胞的增殖，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迁移。

MCM7 能够调控 Bmi-1 的表达，两者关系密切。后续的工作主要包括：1. 验

证 MCM7 是否为 miRNA-194 的靶基因；2. 阐明 MCM7 调控 Bmi-1 的分子机

制；3.结合临床样本，分析 miRNA-194、MCM7 和 Bmi-1 三者两两组合或者

三者一起作为肝癌筛查，尤其是早期诊断中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希望为临

床肝癌筛查和检测提供新的方案。

承担人：牟贤波，宁波大学，讲师。本人长期从事肿瘤相关基因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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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水平、突变和功能的检测分析，以期为临床肿瘤的筛查、诊断和治疗提

供帮助。近年来共发表 SCI 论文 30 多篇，其中以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发

表 9篇，总计被引次数达到 500 次以上。

3.优秀成果案例三：Hedgehog 信号通路遗传变异与肝细胞癌的预后

研究

成果简介：肿瘤是危害全世界人民健康的重大问题，据 2018 年统计

我国的肿瘤发病和死亡人数分别为 4.3×106和 2.9×106人，位居世界前

列。我国每年因肿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其中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世界排名分

别为第六和第四。其中，将近一半的新发肝癌病例来自于中国。肝癌具有

起病隐匿，诊断偏晚，进展迅速，死亡率高的特点，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

康，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Hedgehog 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被

报道与癌细胞的生长、增殖、抗化疗和放疗敏感性相关。该通路的分子标

志物有可能成为 HCC 的治疗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通过本项目的支持，基

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平台，课题组采用两阶段的双向队列研究方法，分析

该通路的所有常见遗传变异与肝癌生存的关联，初步发现位于 RAB23 和

SUFU 基因上的两个遗传位点和总生存显著关联，并对其影响肝癌发生发

展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承担人：张若昕，复旦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教研

室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巴兹医学院，博士后工作

就职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和杜克大学癌症研究中心。主要

研究方向是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着重研究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联的遗传生

物标志物，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生物信息学和分子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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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目前主持的科研项目包括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上海市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优秀青年人才，广西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担任多个

杂志的审稿人，并于 2019 年获得由美国抗癌协会和亚洲癌症基金颁发的

青 年 学 者 奖 。 科 研 成 果 发 表 在 Lancet Respiratory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Carcinogenesis,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等多个国际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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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国家肿瘤规范化诊疗暨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广西

培训会议

2021 年 11 月 11 日，本实验室协办了国家肿瘤规范化诊疗暨抗肿瘤

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广西培训会议。唐卫中院长致开幕词。他指出，开

展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掌握抗肿瘤药物的应用现状，对于规范

肿瘤诊疗行为、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促进抗肿瘤药物合理使用具有

重要意义。肿瘤医院将继续发挥好广西癌症中心的作用，通过系统、科学、

规范的数据上报，为国家完善抗肿瘤药物管理政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为广西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的提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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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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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实验室唐安洲、曾小云、李力、谢莹、阳志军、何光耀、

王琪、卢国栋、康敏等实验室固定成员参加国际国内会议 62 人次。李力

教授参加了第 24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 2021 年 CSCO 学术年会、第六

届妇科肿瘤学天府论坛、2021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大会、2021 年中

国临床肿瘤学年度进展研讨会（BOC）暨 Best of ASCO 2021 China、中

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全国第十八届学术大会、2021 年中国临

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大会、CSCO 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换届会议等重

要线上线下会议等13次，并作了重要的报告。图为2021年 4月23日 2021

年 CSCO 指南会议上李力教授做报告—谈子宫内膜癌指南的更新。

3.参与合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本实验室固定成员张哲教授团队联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益新

院士、徐淼副研究员团队等合作者，在高水平的国际期刊《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题为“A comprehensive risk score

for effective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screening of nasopharyng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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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inoma”的文章。该研究用鼻咽癌特异的 EB病毒高危亚型作为标志物，

联合前期研究发现的遗传、生活方式等危险因素，建立了高效的鼻咽癌发

病风险预测综合模型。这一新的发病风险预测模型和常规 EB 病毒抗体筛

查联用，大幅度提高鼻咽癌的筛查效能，把鼻咽癌筛查的阳性预测值提高

近 10倍。基于这一风险预测综合模型建立的新筛查方案在鼻咽癌高发地

区应用，将进一步精准锁定发病高风险人群，对于提高早诊率和预防鼻咽

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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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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室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实验室。实验室的设备资源采用对外开

放制，实行内部共享与外部共享相结合的两种不同开放管理模式并制定了

一系列仪器使用注意事项，定期对使用仪器的教师及研究生进行仪器操作

培训和安全防火防雷电防台风宣传教育，确保仪器使用情况良好。为了提

高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根据不同的学科研究需要和大型仪器设备的功能特

点，对大型仪器设备进行归类组合，实验室仪器使用采用预约开放，简化

进入实验室的程序，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利用效率。

现实验室开放共享仪器设备包括单细胞转录组制备仪、全自动核酸提

取仪、分析型流式细胞仪、液相悬浮芯片、荧光定量 PCR 仪、3D 打印、

活细胞工作站等大中型仪器设备。其中常用仪器设备如荧光定量 PCR 仪年

均共享开机总时1000余小时；高内涵细胞分析平台年均共享开机总时460

余小时，服务各类课题百余项。

（六）实验室网站建设情况。

本实验室建设有专属的网站（网址为 https://azzz.gxmu.edu.cn/），

今年本实验室对网站进行整体改版，网站页面由静态升级为动态，浏览界

面更加友好，内容更加丰富。实验室设有专人负责定期更新网站内容，网

站主要体现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以及大型实验仪器设备的介绍

等亮点，同时发布有实验室实时新闻、通知公告、学术讲座等内容。实验

室网站的建设有助于实验室信息和成果的展示，加强国内外科研人员对实



— 25—

验室的了解，对提升重点实验室在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七）实验室开展科普工作情况。

实验室借助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及良好的平台优势，组建健康科普宣传

队伍，采取多种形式面向学生和社会积极开展科学传播。

1.“校内+校外”相协调，整体提升广西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

依托“广西抗癌协会”、“广西医学会”和“广西预防医学会”的学术

交流平台，实验室骨干通过举办学习班，推广肿瘤防治新技术。成功举办

2021 年国家肿瘤规范化诊疗暨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广西培训会

议。与区内外学者广泛交流，分享研究成果。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对肿瘤

性疾病的防治水平。

2.“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渠道普及肿瘤防治知识。

实验室长期坚持肿瘤科普教育宣传工作，采取线上直播、在线免费咨

询、线上防癌科普课堂以及线下科普宣教讲座、免费义诊筛查等多种形式、

“肿瘤防治下基层”等品牌公益宣传活动，多种渠道大力普及肿瘤防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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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宣传全社会携手抗癌的共识，增强群众早诊早治和主动防癌的意

识，提高癌症高危人群参加癌症筛查的顺应性，为广大群众的健康谋“福

祉”。

3.“课内+课外”相补充，促进科教融合，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和

科研综合素质。

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与高发肿瘤防治研究相结合，通过大学生和研

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拓展学生课外活动，早期接触科研实践，培养学生科

研创新能力。对在读学生定期举办“实验室安全培训”、“实验室常用仪器

规范操作培训”、“疫情防控应急培训”、“学术诚信普及教育”、“实验室重

要仪器专题培训”等，加强实验室人员的科研诚信建设，提高安全意识和

安全操作技能，维护实验室安全，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一）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情况。

何敏教授与企业开展视黄醇结合蛋白 4 检测试剂盒和性激素结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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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检测试剂盒的研发与应用的合作，目前处于中试阶段。

（二）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情况。

无

（三）重要成果产业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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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

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线上会议纪要

时间：2021 年 11 月 15 日

地点：科技大楼 4楼会议室

会议类别：学术委员会线上会议

参会人员：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聂勇战教授、第二军医大学

曹广文教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周圣涛教授、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彭振维教授、中南大学肿瘤研究所熊炜研究员、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曾小

云教授、广西医科大学何松青教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阳志军教

授以及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全体成员。

主持人：曾小云教授

记录人：马晓娥

议题：

一、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

二、评审确定 2021 年自主课题和开放课题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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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

会议由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曾小云教授主持召开。实验室主任谢莹教

授对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年度任务建设情况做

了汇报。学术委员会委员听完汇报后对实验室工作做如下评价：

1、肯定了实验室较好的完成本年度计划，对下一年度计划的规划合理而

明确。

2、实验室环境条件大幅度完善，更好的满足研究需求。实验室管理规范

有序，有利于维持实验室的可持续发展。

3、充分肯定了实验室在科研成果、人才建设、开放交流与管理和本科生

与研究生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

4、充分肯定了实验室在为降低肝癌和鼻咽癌这两种区域性高发肿瘤的发

生率和死亡率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给予的建议:

1、科研平台建设完善，但代表性研究成果深度不足，需进一步加强高水

平国家重大项目申报、国家级高水平科技奖励申请和高水平文章发表工作。

2、人才队伍可进一步引进博士后，使科研主力队伍更加年轻化，有利于

实验室后备力量的储蓄。

3、进一步加强临床和基础实验的协作，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4、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合作以解决本地区肿瘤防治面临的重大需求。

5、进一步凝练，着重围绕区域性高发肿瘤的“早期”防治聚焦展开研究

工作。

6、进一步完善充实数据来证明在改水、改厕、HBV 疫苗接种和 EBV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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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鼻咽癌发生方面取得的成绩。

二、评审确定 2021 年自主课题和开放课题立项

实验室固定成员何敏教授汇报了2021年自主课题和2021年开放课题

的申报以及初审情况。实验室秘书会前将所有相关资料发给了各学术委员

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经会前审阅申报课题材料，审核评议各项申报材

料，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同意校内自主课题 20项和开放课题 5项立项并

给予经费资助。

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

重点实验室

2021 年 11 月 15 日

（二）国内外对实验室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材料。

实验室固定成员张哲、曾小云、王仁生教授与瑞典 Karolinska

Institute、日本三重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郑实兴、徐轶菲、陈裕

锋、黄婷婷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其中徐轶菲获得三重大学校长奖。国外导

师及答辩专家对毕业学生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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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领导考察实验室的图片及说明。

1、科技厅领导走访实验室

2021 年 3 月 8 日下午，广西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坤华率队到该

校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走访考察了实验室。本重点实验室固定成员曾小云

教授参与了此次座谈。

2.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曾小云等领导走访实验室

2021 年 5 月 10 日，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曾小云、广西医科大学生命

科学研究院院长梁浩、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尹富强，以及

广西医科大学科技处处长廖红兵等到实验室走访和指导工作，重点强调了

安全消防卫生等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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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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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研究方向或名称无变更。

实验室固定成员变动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学位 专业 研究方向 职务

1 谢 莹 女 教授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鼻咽癌 主任

2 黄光武 男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3 唐安洲 男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4 朱小东 男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5 王仁生 男 主任医师 博士 放射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6 张 哲 男 教授 博士 临床医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7 曲颂 女 主任医师 博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8 康敏 女 研究员 博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9 周晓莹 女 副研究员 博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10 何光耀 男 主任医师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11 易翔 男 主任医师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12 韦正波 男 主任医师 博士 耳鼻咽喉科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13 刘欣丽 女 副教授 博士 分析化学 肿瘤生物学 固定成员

14 黎乐群 男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肝癌 固定成员

15 何 敏 女 教授 博士 流行病学 肝癌 固定成员

16 秦 雪 女 教授 博士 临床检验
肝癌蛋白质

组学研究 固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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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曾小云 女 教授 博士 流行病学
肝癌

固定成员

18 曹 骥 男 研究员 硕士 肿瘤学
肝癌病因及

阻断研究 固定成员

19 吴飞翔 男 教授 博士 肝胆外科
肝癌

固定成员

20 向邦德 男 主任医师 博士 肝胆外科 肝癌 固定成员

21 卢国栋 男 教授 博士 流行病学 肝癌 固定成员

22 江建宁 女 主任医师 硕士 感染病学 肝癌 固定成员

23 余红平 女 教授 博士 肝胆外科 肝癌 固定成员

24 齐鲁楠 男 副教授 博士 肝胆外科 肝癌 固定成员

25 刘军杰 女 研究员 博士
肝胆胰腺影像

诊断 肝癌 固定成员

26 陈洁 男 教授 博士 肝胆外科 肝癌 固定成员

27 李 力 男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28 姚德生 男 教授 博士
妇产科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29 张洁清 女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0 黎丹戎 女 教授 学士 肿瘤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1 王 琪 女 教授 博士 肿瘤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2 阳志军 男 主任医师 博士 妇科肿瘤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3 高 琨 女 主任医师 硕士 妇科肿瘤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4 尹富强 男 研究员 博士 分子生物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5 王鹤 女 主任医师 博士 妇产科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6 赵冰冰 女 副主任医师 博士 妇产科学 妇科肿瘤 固定成员

37 马晓娥 女 助理研究员 博士 医学生物工程
肿瘤分子生

物学 固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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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吴柳 女 助理研究员 硕士 分子生物学
肿瘤分子生

物学 固定成员

39 姚茜 女 研究实习员 硕士 肿瘤学 鼻咽癌 固定成员

2021 年实验室无大型仪器设备添置。

（五）对实验室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其它活动。

参加 2021 年度生命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

2021 年 9月 18 日，本实验室作为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体部分参加了 2021 年度生命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

评估专家们对本实验室近五年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相关研究内容

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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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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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实验室安排有专门的办公及科研场所，集中在科技楼 4楼，总

面积达 2419m2，实验室的条件更加完善。

（二）仪器设备情况（设备原总值是否达 1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

实验室遵循“开放、共享、公益”的原则，积极加入“广西大型仪器

协作共用网”实行开放共享，提高仪器的使用效率。目前，实验室拥有包

括 3D 打印机、高内涵细胞分析平台、高通量测序系统、单细胞转录组制

备仪、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分析型流式细胞仪、液相悬浮芯片系统在内的

多种大型仪器设备，总价值达 1722.27 万元，为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高质

量的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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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获得学校下拨维持经费 20万元维持实验室日常运作，采取了

一系列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措施，帮助实验室充实研究队伍力量。设立专项

人才引进计划，并将建设经费纳入学校的年度预算。在研究生招生指标上，

给予重点实验室成员优先照顾，保证每个研究生导师每年均能招收至少一

名研究生。

（四）其他支持实验室建设的情况。

为保证实验室顺畅运行，学校各部门对实验室给予了充分支持。科技

处联合校内外资源，为实验室人才引进及国内外合作牵线搭桥；学院综合

自身优势，一方面为提高实验室影响力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为实验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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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政策倾斜；后勤处在水电及基础设施等硬件维护上为实验室保驾护航；

保卫处 24小时在岗，为实验室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最大保障。

七、实验室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1.本实验室固定成员隶属于不同的二级学院，为实验室有效管理造成

了一定困难。针对以上问题，实验室制定并实施了《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

早期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准入办理办法》、《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

研究重点实验室 PI 考核制度》、《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重点

实验室持证上岗考核制度》等一系制度。通过以上措施从源头严格控制实

验室人员流入，对符合准入条件的固定成员及其学生实行年终考核制度，

强化监督管理，保证实验室顺畅运行。

2.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引进匮乏。针对人才引进问题，学校采取了系列

引进和培养人才的措施，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设立专项人才引

进计划，从人才编制、启动经费、安家费及住房条件等方面给予倾斜和照

顾。

3.研究成果转化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本实验室为基础研究型实验室，

成果转化能力不足，针对以上问题，实验室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一方面通

过引进竞争奖励机制鼓励研究人员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持，另一

方面加强与高新企业、医院的合作交流，联合攻关，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4.实验室承担的高水平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不足，目前还缺乏国家级高

水平科技奖励。针对以上问题，实验室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继续聚焦

广西区域性高发肿瘤，紧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在加大人才内培外引

力度、加强合作交流的同时，重点改善实验室实验设备和相关软件、加强

学科建设，设立奖励基金，为实验室固定成员申请高水平国家重大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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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高水平科技奖励保驾护航。

八、实验室下一年工作思路和打算

1.在区域性高发肿瘤研究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冲击高水平奖项(国家奖）。

2.创建特色鲜明科研平台，推进有关肿瘤防治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

冲击国家级研究平台。

3. 打造西部地区一流，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团队，培养本领域

高水平人才。

4. 显著提高区域性高发肿瘤患者生存率，造福于广大肿瘤患者，大

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九、对科技厅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大力推动企业与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

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引导部门地方加大对实验室建设发展的支持，积

极促进实验室研究成果的转化。

2.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建设。加强引导，推动实验室围绕学科领

域、行业发展和区域创新组建实验室联盟，开展共性重大科学问题和战略

方向的联合研究，促进协同创新。

3.以提高科技创新活力为核心，进行有针对性制定招聘计划，人才引

进实施政策倾斜，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

才、青年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优秀创新团队。

4.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支持实验室开展目标导向的国际科技合作，

积极参与或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牵头承担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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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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