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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生命科学和医药卫生领域新科院士
高绍荣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长期从事胚胎发育与体细胞重编程

的表观调控机制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首次报道小鼠植入前胚胎蛋白质组动态

图谱；首次在全基因组水平上揭示小鼠植

入前及植入后胚胎发育过程中异染色质

修饰 H3K9me3的重编程过程；首次揭示

TSA 挽救核移植胚胎发育受限于体细胞

原有表观遗传特性……其中，高绍荣课题

组在 2016年 9月发表于《自然》的研究成

果对研究胚胎发育异常、提高辅助生殖技

术的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成果入选了

2016年度“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何祖华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上世纪 80年代致力于水稻“顽症”———

稻瘟病的研究，本世纪初投身于作物抗病育

种前沿理论与核心技术研究。其团队 2017年

在《科学》上发表论文揭示广谱持久抗稻瘟病

的机制；2021年在《细胞》上发表有关抗不同

病害的超级水稻基因的发现；2022年在《自

然》上发表关于植物免疫代谢策略———稻

瘟病化学“防护墙”的论文。他挖掘的抗病

新基因已推广应用于逾 3500万亩农田，助

力实现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被视为基础

研究和应用需求密切结合的典范。

黄三文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长期从事植物基因组学与作物遗传

育种研究。他带领团队通过基因组设计成

功地把马铃薯由无性繁殖作物改造为种

子繁殖作物，奠定了蔬菜基因组研究的基

础，并为蔬菜品质改良提供了新路径；研

制出“进化透镜”发现马铃薯进化约束及

有害突变，绘制了首个马铃薯有害突变二

维图谱，提出反直觉的自交系培育方法，

开发全基因组预测新模型，加快杂交马铃

薯育种进程，使我国马铃薯育种基础理论

和技术世界领先。

卢煜明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从事医学遗传学研究。1997年发现孕

妇的血浆内存有高浓度的胎儿 DNA，而后

开发了唐氏综合征的无创检验方法，迅速

被 90多个国家采用。将科学研究层面以

DNA分析为本的无创性产前诊断技术应

用于临床诊断，是医学界的重大突破。此外，

他通过大型平行测序技术及创新的生物信

息科技，分析母体血浆中的微量 DNA，成功

破解了胎儿的全基因组图谱，可及早预测多

种遗传病，并在基于血浆游离 DNA的多癌

无创早筛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马骏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首创鼻咽癌“增效减毒治疗”新理论，

成为新的国际标准。改写 11项国际诊疗指

南，惠及全球患者。历时 36年，通过不断自

主创新和临床实践，解决了鼻咽癌临床分

期标准、放疗技术及化疗方案等关键问题，

将鼻咽癌生存率由上世纪 90年代的 60%提

高到 84%，实现了我国鼻咽癌诊疗从“跟跑”到

“领跑”的跨越。 2023 年主导开展的

CONTINUUM研究是所有头颈肿瘤中第一

个得到无事件生存期阳性结果的同类研究，

为鼻咽癌治疗贡献了又一个“中国方案”。

时松海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长期从事哺乳动物大脑发育和功能研

究，早期工作为深入理解学习记忆原理提

供了根本性实验依据，并开辟了神经元极

化机制研究领域。近期研究跨越神经发育

与环路功能领域，揭示了调控大脑神经干

细胞分裂分化的核心机制，阐释了调控大

脑发育与功能的新的基本原理———“神经

元出生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为理解正常或病理情况下大脑发育组装与

功能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航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在青藏高原、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

生物地理格局形成以及含羞草科、蝶形花科

等植物类群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揭示了青藏

高原高山植物多样性的起源、地理格局的形

成机制，推动我国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进入

由现象描述到机理解释的时代，发现了高山

植物适应性进化新机制，推动我国高山植物

功能生态学研究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系

列原创成果有力支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为

植物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建安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从事冠心病和瓣膜病的创新介入技

术及心肌损伤修复机制研究。在浙江省内

最早全面开展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性诊治

工作，现为浙江省内最有经验、技术最全

面的介入医生之一，擅长经皮冠状动脉腔

内成形术、支架植入术、起搏器植入术、心

内电生理检查与射频消融术、先天性分流

性心脏病封堵术等。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开

展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基础研究，并将其应

用于临床移植，使近百名心肌梗死、扩张

型心肌病患者受益。

颜宁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长期从事跨膜运输蛋白的结构与机

理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人源葡萄糖转

运蛋白、真核生物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和

钙离子通道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生理与病

理意义跨膜蛋白的原子分辨率结构，为理

解相关疾病的致病机理及药物开发奠定

了分子基础。目前主要致力于针对疼痛的

发病机理研究与药物研发。

张宏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从事细胞自噬研究，在多细胞生物自

噬的分子机制、调控机理及其与疾病关系

方面取得了多项开拓性成果。在研究线虫

胚胎发育过程中，发现来源于卵母细胞的

P 颗粒蛋白在胚胎发育中可以被自噬清

除，进而开创性地建立了首个适用于遗传

筛选的多细胞生物自噬研究体系，鉴定了

一系列多细胞生物特有的新自噬基因，并

阐明了他们的作用机制，极大丰富了人们

对多细胞生物自噬的理解。

张泽民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从事生物信息、肿瘤免疫和基因组学

研究。在国际上首次报道实体癌的全基因

组测序，首次在全基因组水平研究病毒插

入事件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首次通

过计算方法鉴别癌症的驱动突变，首次建

立肝癌、肺癌和结肠癌单细胞免疫图谱。

应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研究肿瘤微环境，重

新定义了科学界关于肿瘤异质性的理解，

是计算癌症生物学和癌症基因组学多个方

向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陈士林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创立“本草基因组学”学科，开发药用

动 /植物高通量混合测序的全基因组组装

及拼接技术并成功突破复杂基因组组装难

题，在国际上率先完成 510个中药基原物

种核基因组和细胞器基因组图谱，揭示中

草药品质形成遗传密码；基于多组学技术

构建中药材品质提升工程技术体系，建立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药用植物种质迁地保护

专业平台，获得紫苏、三七、人参等新品种

证书 8个，突破了中药材优良品种选育关

键技术。

黄晓军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聚焦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疾病的前沿研

究和临床治疗，创建骨髓移植中国科学新

方案，解决了“供者来源匮乏”这一世界性

医学难题，使亲属成为移植供者的概率由

不足 25%增至接近 100%；极大提高了患者

生存率，使半相合移植治疗白血病的 3年

生存率从约 20%升至 70%左右。欧洲骨髓

移植协会称黄晓军团队的新医学方案为

“北京方案”。“北京方案”在全球首次实现

半相合移植疗效优于化疗、半相合与全合

疗效相同，改变了世界半相合移植“不可逾

越”的传统观念。

吉训明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聚焦于中国人颅内动脉血管硬化导致

脑卒中高发和高复发的研究，成功研发了

肢体远隔缺血适应技术并将其应用于脑

卒中防治；发现并提出静脉性卒中理念，

完善了脑卒中诊治体系；在血流再通基础

上创新提出了贯通脑保护治疗手段，将常

压高浓度氧和介入低温脑保护技术成功转

化进入临床；建立生物影像诊断新技术和

多模式救治新策略，使早期确诊率提高约

3倍、救治成功率提高约 1倍、病死率降低

至 50%以下。

江涛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创新性地探索出一套恶性脑胶质瘤新

疗法研发范式；率先应用导航引导的经颅

磁刺激脑功能定位指导功能区脑胶质瘤的

手术切除，提出把恶性胶质瘤的代谢边界融

入多模态影像，并以神经功能重塑理念实施

功能区胶质瘤的最大限度安全切除；研发首

个融合了术中导航、B超、影像引导下经颅

磁刺激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的术中实时引导

设备；发现脑胶质瘤继发性癫痫的临床预警

分子，制定了综合控制方案。

刘超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揭示了群体多态性差异特征，获得了

杂合度、个体识别力、突变率等法医学应用

关键信息，为 DNA 检验个体认定、亲权

鉴定和 DNA 数据库建设提供了理论支

撑，并对我国 DNA 数据库建设基因座选

择、建库标准和质量控制提出系统方案。

他参与组建首个“打拐”DNA 数据库，成

功比对第 1 例被拐儿童亲生父母。他在

死因鉴定、DNA 数据库技术、疑难检材

DNA检验、国产试剂及设备研发等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为维护社会稳定

作出了突出贡献。

唐佩福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创新发展了战创伤骨折救治理念、

救治器材、损伤修复与功能重建技术，在

髋部、复杂骨盆髋臼骨折，智能化复位固

定系统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提升我

国战创伤救治能力、推动战创伤学科建

设作出重大贡献。唐佩福带领团队建成

了我国第一个髋臼解剖形态参数数据

库；推动创立了以“巡调为主，巡诊、巡讲

为辅”的全军训练伤防治“三巡”模式，使

新兵训练伤整体下降了 40%，训练成绩

提升 12.4%。

吴玉章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围绕“特异性免疫应答调控”，从 T细

胞内在、外在调控机制两个方面进行了系

统研究，开创了抗原工程技术理论和体

系，并首次发现 T细胞新亚群、T细胞分

化命运调控新机制。他牵头完成了“蛋白

质抗原工程技术的创立及其应用”项目，提

升了对抗原的免疫操控能力，在历次重大

疫情防控中作出突出贡献，并形成生物安

全前瞻性技术储备；建立了超星数据库，

实现了在表位水平对病毒抗原的快拆、能

装、可调。

夏宁邵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长期从事传染病疫苗和诊断试剂创新

与转化应用研究，开创了原核表达类病

毒颗粒人用疫苗工程技术体系，完成一

系列传染病疫苗和诊断试剂的转化应

用，研发了全球首个戊肝疫苗、首个国产

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全球首个鼻

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新一代国际

“金标准”戊肝诊断试剂、全球首个艾滋

尿液抗体自检试剂、全球首个新冠总抗

体诊断试剂、首个国产艾滋第三代诊断

试剂等创新产品。

夏强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在儿童终末期肝病诊疗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引领中国儿童肝移植领域从几乎空

白到世界领先。同时，他创建了儿童活体

供肝选择与匹配安全标准，突破儿童肝移

植血管重建关键技术瓶颈，还建立了儿童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使用和免疫监控

中国标准，提出肝母细胞瘤、胆道闭锁等儿

童肝脏罕见病治疗新策略。

张强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从事创新药物递释系统研究，包括难

溶药物、抗肿瘤药和生物大分子药物递释

系统的基础与应用转化研究。他阐明了纳

米粒从肠上皮细胞外表面转运进细胞内及

其在不同亚细胞器之间的转运过程，描绘

了纳米粒细胞转运的“全景图”。他在纳米

细胞转运和整合素靶向递药领域获得理论

突破；原创注射用自乳化技术、口服纳米骨

架技术和整合素主动靶向递药技术等，开

发上市多种新型递释系统，产生了显著的

社会经济效益。

朱立国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率先建立多项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的

手法操作规范。根据中医“筋束骨”理论，

他创建了由患者主动旋转、屈曲、再旋转，

施术者纵向提拉的颈椎旋提手法，治疗神

经根型颈椎病的有效率达 91.51%，愈显率

40.57%。他和团队采用运动捕捉技术对颈

椎旋提手法进行操作轨迹的动态捕捉，创

建了颈椎生物力学数学模型，设计出旋提

手法智能教学机器人，为旋提手法培训提

供了实践平台，使学习者能够获得更多操

作机会；制定了以中医正骨推拿手法为主

的治疗退行性腰椎滑脱症的操作规范，研

制了可控式坐位腰椎旋转复位椅。

王振常

（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建立了人体复杂系统影像多模式多

维度协同与生理病理多要素信息关联诊

断体系，阐明了病症机理和诱因，引领了

国际搏动性耳鸣方向的前沿研究，开拓

了基于影像信息的神经眼科学研究新领

域；主持研制了全球首台专用十微米级

骨质 CT 仪器，创建听觉传导通路微小

结构隐匿病变的探测感知新方法，实现

了我国临床精细影像仪器研制技术及信

息获取能力从亚毫米级到十微米级的跨

越，成功探索出“专而精”的国产高端

CT仪器发展新路径。

（4～5版由本报记者陈祎琪，丁思月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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