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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简介 

代谢是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生命特征和功能基础，代谢重塑与健康是生命科

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方向。“上海市代谢重塑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依托复旦大学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由李蓬院士牵头筹建，旨在整合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在

代谢基础理论和代谢疾病病理机制的优势力量 ，建设成为集科研、临床和人才

培养为一体的国家级创新基地。实验室聚集了包含中国科学院 1人，长江学者 5

人次和杰青 5人次等优秀人才，围绕代谢重塑与疾病，从代谢重塑的分子和细胞

生物学机制、生理和病理机制、新技术和新方法等研究方向展开研究，有望在代

谢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并为代谢性疾病的防治提出新的干预和治疗策略，

提升上海市代谢领域的国际地位。 

二、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1 代谢重塑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 

机制 

研究机体感应糖、脂和氨基酸等营

养物及其代谢中间产物、代谢信号、

应激以及其它内外微环境动态变化

的机制，糖、脂和氨基酸等营养物及

其代谢产物的产生、运输与转化的

路径和信号传导机制，脂滴、线粒体

和内质网等重要细胞器在代谢重塑

中的作用机制，调节代谢重塑的细

胞、组织和器官间的信息对话与协

同调控网络。 

2 代谢重塑的生理和病理机制 研究生理与病理过程的糖脂代谢重

塑，揭示不同营养与环境条件下的

代谢改变及其对主要代谢组织的功



能的影响和机理机制；研究持续性

代谢重塑引起的机体适应性机制；

鉴定糖脂代谢异常人群或家系中新

的代谢相关基因变异，并深入开展

功能与机制研究；深入揭示代谢失

衡致肥胖、脂肪肝、肿瘤、生殖疾病

等代谢相关疾病的病理机制。 

3 代谢重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研究开发智能监测细胞生物影像技

术、高通量脂滴动态变化影像筛选

平台、智能识别组织病理技术、人工

智 能 数 字 化

NAFLDactivityscore(NAS) 识 别 系

统、基于质谱的代谢组学与脂质组

学新技术、基于质谱和同位素示踪

标记的代谢流和脂质流新技术、代

谢研究的多组学数据分析平台。 

三、典型案例 

重点实验室的代谢组学与脂质组学平台具备顶尖的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研

发团队和国际高端的质谱仪器设备。平台现有 7台高端质谱设备及其他辅助设备

等，总价值超 2300 万元；由 4 位资深的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领域的研究员承担

技术方法开发、技术指导及数据结果审核，由 5位平台实验技术员承担服务实施

和操作，建立了代谢组学与脂质组学样品收集、方法检测、数据分析结果等服务

内容的标准 SOP。目前平台已开发并使用的方法包括 1）常规的代谢组学和脂质

组学检测方法：包括检测糖、脂质、氨基酸、核苷酸，激素类和维生素类等小分

子在疾病样本中的含量的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方法；2）稳定同位素的代谢流检

测方法 ：利用稳定同位素示踪代谢物的动态流动，可用于疾病研究、药物研发 、



菌种改造等研究。为上海及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高校、高科技企业及各大医院，

提供所需的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检测，服务于基础生物学研究和生物医学临床研

究。 目前平台开发的技术方法已应用于校内外多家单位的科研项目，帮助科研

人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国栋研究员在 Proc. Natl. 

Acad. Sci. USA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晋青年研究

员在 EClinicalMedicine 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均使用了平台开发的代谢组学

与脂质组学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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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作者 

Science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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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否 是 

3 
2022

-11

Lysosomal 

dysfunction, 

autophagic defects, 

and CLN5 

accumulation 

underlie the 

pathogenes is of 

KCTD7-mutated 

王红艳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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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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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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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作者 

J Biol 

Chem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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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G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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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Metaboli

sm 

2022, 

online 

其他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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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终总结 

1. 研究成果

本重点实验室旨在整合复旦大学现有的代谢基础理论研究和代谢疾病共性

病理机制研究的优势力量，联合攻关，促进代谢和代谢性疾病相关研究，为复旦

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添砖加瓦。2022 年度重点实验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

原创研究成果，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 Advance等杂志发表重点

实验室署名研究论文 31 篇，申请专利 2 项。 2022 年度新增国家级项目 20 项、

省/部级项目 1项和横向项目 1项，合计 22项，总经费达 2877万元。 

2.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重点实验室秉持择优录取的原则，根据学科发展需求，制订了一套严格的人

才引进流程。2022年引进 5位研究人员，其中 4位为青年研究员，1位为青年副

研究员。4位青年研究员均是以“四青”标准引进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具

有非常突出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潜力，其中 2人获批“海外优青”，1人获批“上

海市千人”，1 人进入青年拔尖人才评审。1 名青年副研究员作为后备人才加入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赵同金教授的实验室。2022年新增 2名技术人员。2022

年度重点实验室毕业博士研究生 3人 、硕士研究生 4人，就业率 100%。 

3.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重点实验室对外开放成效显著：仪器设备使用机时饱满，共享于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海军军医大学等，2022 年度对外服务机时达

1500余小时。 重点实验室进行了多渠道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了实验室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与国内外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4篇，参加

国际会议 3 人次，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座 13 人次 。 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规范：

按照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机制；设置专职秘书岗位，专

门从事重点实验室日常管理事务 ；建立了工作简报制度，每季度发行一期。管

理制度合理，保障了实验室的各项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4. 依托单位支撑和保障情况

复旦大学在制度、人、财、物等方面给予重点实验室积极有力的保障支撑，

保证了重点实验室的顺利建设和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