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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个率先”引领科技创新跨越发展

“神经疾病靶点”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十二五”期间“一六十”规划重大突破方向之一，以

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所为核心组织实施。

五年间，围绕目标、凝聚团队、优化配置、健全机

制，积极承担科技部“973”计划重大科学问题导向项目

“人类智力的神经基础”、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脑功能联结图谱”等重大科技任务，在新型基因编辑

技术与非人灵长类脑疾病模型、发育性脑疾病机理与靶

点、精神性脑疾病机理与靶点、神经退行性脑疾病机理

与靶点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原创性成果。其中：“发

现 FGF13 是脑结构发育的重要调控

分子”被 Neuron 期刊选为 1999 年

以来大脑皮层发育与疾病分子机

制的主要进展之一，入选 2012 年

中科院 10 个重大科技成果之一，

并在全球脑科学研究组织联合体

四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上做大会特

邀报告；“发现多巴胺受体在抑制

神经炎症中的关键作用”入选 2013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

进展”；“TRPC 通道促进神经突触形成机制的研究”

荣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神经发育与可

塑性研究”研究团队荣获 2011 年度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

奖（集体奖）。尤其在“疾病转基因猴模型”方面，神

经所创新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构建了有自闭症表型的转基

因猕猴模型，成功完成转基因猕猴传代，研发出能将猕

猴传代时间缩短的精子孵育技术，建立了猕猴孤雌单倍

体干细胞系，改进了 CRISPR/Cas9 在猕猴的基因操作方

法，为转基因猴和克隆猴模型构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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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所以“神经疾病靶点”为重大突破方向，立足国际前沿，针对该领域

的关键科学问题，在发育性脑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机制与靶点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很高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

突破，为解析病因、研究新的诊疗手段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更重要的是，该所研究团队凝聚优势力量开展脑疾

病与认知功能相关动物模型的研究工作，实现了方法学和动物模型的创新，在国际上率先构建了有自闭症表型的

转基因猕猴模型，为今后非人灵长类疾病模型的构建、病理研究和药物研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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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过程中，揭示其在治疗神经退行性病变疾患，如老年

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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