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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验室的目的和意义

十九世纪形成并于二十世纪蓬勃发展的实验医学

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实验室的建设也自然成为现

代医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在一个多世纪的

发展历程中，实验室早已成为内、外、妇、儿科等“老大

哥”临床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相当长的阶段

中，影像学科缺乏对实验室建设的重视，有完整实验室

体系的影像学科寥寥无几，国内的情况如此，欧美国家

也类似。以美国为例，除了核医学这样的亚专科外，有

实验室的放射科寥寥无几，也很少有放射科医师能获

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项目。进入上世

纪七十年代以来，医学影像学发展迅猛，从传统的 Ｘ

线诊断向ＣＴ、ＭＲＩ、超声、核医学、介入放射学等多种

影像技术井喷式的发展，从单纯的诊断学科一举成为

微创治疗的旗手，影像学科进入临床医学的主流学科。

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的影像学科发展模式也悄然发生

了巨变，实验室建设已成为影像学科建设的迫切工作。

分子影像学（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是２１世纪迅速

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是由于现代医学影像技术与分

子生物学的结合而逐渐形成的交叉边缘学科。分子影

像学的定义为“在活体状态下在细胞和分子水平应用

影像学对生物过程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该学科不

同于传统的医学影像学，改变以解剖和病理学为基础

诊断疾病的临床模式为以活体细胞及分子水平诊断疾

病，也可以进行基因表达及基因治疗成像。可以预见

分子影像学不仅推动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甚至革命性

的变革，同时将为了解生物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开

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平台，将会有力地推动生命科学

的进程。

分子与功能影像学、介入放射学等的发展为影像

科医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对影像科医师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历史责任，要担当上述重任。必

须加强影像科学科的学科建设，突破传统，这不仅要其

他学科和行政领导对影像学科的重新定义，更重要的

是影像科医师自身要打破传统的束缚，实验室建设就

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影像学科实验室建设过程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医学院影像学科的实验

室建设始于１９９８年成立的东南大学介入放射学研究

所。当时，该实验室仅有２间房子、４０ｍ２ 用房，没有全

职的实验技术人员，由２名硕士研究生兼任。２００２

年，成立了“东南大学分子影像实验室”，实验用房扩大

至８０ｍ２。随着多名博士生的入学和实验课题的增加，

实验室工作负荷明显增加，但该阶段仍没有专职的实

验技术人员，相关实验技术的掌握依赖于其它生物实

验室老师或师兄／姐带师弟／妹的方式运行。但是，该

阶段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是在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等期刊发

表了系列的实验论文。该实验室建设的转折点发生在

２００６年，即在东南大学９８５三期建设经费的强力支持

下，决定购置７．０Ｔ ＭｉｃｒｏＭＲＩ（Ｂｒｕｋｅｒ），并于次年

２００７年经评审论证获批成立“江苏省分子影像与功能

影像重点实验室”。

该重点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实验室建设进入快速

发展期的到来，以此为契机迅速扩展了实验室的用房

至目前的５００ｍ２，以７．０Ｔ ＭｉｃｒｏＭＲＩ（图１）为中心，

完善了实验室的功能划分，分别成立了分子生物室（图

２）、生化室、细胞培养室、动物实验室、化学合成室、组

织切片显微镜室、数据处理室等，结合光学成像研究室

（图３）、功能影像实验室、核医学研究所、介入放射研

究所等，形成了涵盖分子影像与功能影像以及介入放

射学的实验室。更重要的是实验室引进了６名全职的

实验室老师，其专业背景包括：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数

据处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ｎ联合培养博士）１

人，生物学博士（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联合培养博士）１

人，生理与药理学博士（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联合培养）

１人，物理学博士和病理学博士各１人，物理学硕士１

人。实验室资产也获得显著增加，实验室专用设备资

产近２０００万元。

在上述强劲的软硬件的投入支撑下，实验室科研

项目及成果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近５年来，作

为牵头单位，获得国家基础重点研究项目（９７３计划）１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２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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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７．０ＴＭｉｃｒｏＭＲＩ（Ｂｒｕｋｅｒ）。　图２　分子生物室。　图３　光学成像室。

图４　实验室例会室。

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１项，８６３项目１项，工信部／财

政部重大成果转化基金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２０余项。此外，还参与９７３项目２项，８６３项目

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５项。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３年获

得的９７３项目（滕皋军为首席科学家）为国内临床影像

学医师牵头获得的首个９７３项目。在成果方面，作为

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了２０１１年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和教育部科技技术进步一等奖各１

项。近５年发表ＳＣＩ收录论文６０余篇，其中，ＩＦ＞５．０

有１２篇。

令人可喜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验室建设与

维护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并形成了该实验室的研究

方向与特色。目前，该实验室以分子影像学与功能影

像为中心，通过分子生物学、纳米科学、物理、化学、计

算机学、药物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解决相关的科

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如分子探针的构建、医学图像的

处理等，并形成如下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①开发新的

分子影像探针和成像技术；②发展多模态的影像方法

监测分子和细胞靶向治疗；③基因转染与表达成像；④

运用分子影像手段研究在完整的微环境下的细胞生物

过程；⑤神经疾病与神经科学的 ＭＲ功能影像学研

究；⑥运用分子影像技术在新药研发中的应用；⑦分子

影像引导与监测的介入诊疗技术的研发；⑧通过多学

科交叉与合作发展新的分子影像

与功能影像新技术新方法。

四点体会

１．抓住机遇，争取多渠道的支

持

改变相关领导对放射科实验

室建设的认识不足并非易事，这首

先需要学科带头人持之以恒的热

心、不懈的努力以及相应的实力，

才能最终获得高强度的支持。本

实验室于２００６年获得的东南大学

９８５三期建设的重点支持是东南

大学临床医学院唯一的项目，正是

这一机遇，才使本实验室进入了里

程碑式的发展时期。

２．突破管理体制的约束，凝聚

多学科人才

影像学科实验室尤其是以分

子影像与功能影像为重点的实验

室必须要有理工医多学科人才的聚集，包括生物、化

学、物理、生物医学工程等综合人才。而作为临床为主

的影像学科如何“养活”并发挥这些非临床的多学科团

队，是一重要的课题，必须要在机制上有所突破。

３．学术带头人制与实验室制度建设

实验室应该引入学术带头人制（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ｏｒ，ＰＩ），即按照研究方向和研究者的资历分成数个

研究小组，分别由ＰＩ负责。实验室设立常务副主任，

总体负责实验室工作；设立行政负责人，负责实验室的

日程运行。制度化的每周一次实验室例会（Ｌａｂｍｅｅｔ

ｉｎｇ）犹如病房的“主任查房”，必须坚持，其内容应该形

式多样（图４），包括研究生的课题进展汇报、读书报

告、相关学科的邀请报告、外来访问学者的报告等。

４．丰富的实验室活动

实验室活动以学术为主，以研究者为主题，包括定

期与非定期的学术活动，并积极创造机会，促进多学科

的交叉与合作，尤其要积极参与国内外大项目的合作。

此外，如何加强实验室的文化建设，增加对实验室的认

同与归属感，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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