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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26 日 10:00，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天

山学术论坛”邀请复旦大学应天雷研究员和本学院周继阳老师进

行了学术报告，该会议以腾讯会议的形式在线上开展，由李金耀

院长、邹春静副院长主持，共有 149 人参会。

应天雷研究员：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抗体工程与新药研发课

题组组长。迄今，已在 Nat Biotechnol、Cell Host Microbe、Nat

Commun 等 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SCOPUS 统计论文被

Nature、Science、Cell、Nature Immunology、Science Immunology、

Immunity 等国际权威期刊杂志引用 2000 余次。申请专利 25 项，



完成成果转化 8 项；编写著作 1 项，参与编写

著作 2 项；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项目、面上

项目、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获

得盖茨基金会“大挑战”青年科学家奖、上海

青年科技英才、转化医学创新奖等。

应研究员课题组主要从事重大传染病、癌症相关的全人源单

抗药物研发、创新型新结构抗体的构建、新技术在抗体组学研究

中的应用等。在全人源胚系单抗研发理论体系、抗体片段全新设

计、抗体组库研究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揭示了人体免疫系

统抗体组库的分子特征与功能，也为探索更安全、经济、特效的

免疫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此次应研究员以《基于合成免疫的新一代全人源纳米抗体研

究》为题，介绍了抗体药物、从“单克隆抗体”到“纳米抗体”；

纳米抗体具有分子量小、成本低、生产快、空间位阻表位、新型

给药方式等优势、建立全人源纳米抗体研发平台、全人源纳米抗

体具有更优异的成药特性、抗病毒抗体药物开发的核心要素、全

人源纳米抗体靶向隐藏表位、优异成药特性、可作为免疫探针和

药物偶联物、抗实体瘤领域转化应用前景等方面。

截至 2020 年 9月 15 日，已出现 218 种 RBD 自然突变，SARS、

MERS 的第二波疫情中，流行株均发生对之前的抗体的逃逸现象。

应教授和生科院岳海涛老师、李星锐老师就“是否能够通过人工

智能对免疫逃逸现象进行预测？”“纳米抗体和其他抗体的比较、

纳米抗体的作用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周继阳老师，2019 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

学并获得博士学位，2020 年任教至今。先后

主持各级科研项目共 3 项，其中省部级项目 1

项，厅局级项目 1 项，校级 1 项。共计发表

核心期刊论文 10 余篇，其中以共同第一作者

在 Nature Genetic 和 Crop Journal 期刊发

表 SCI 研究论文 2 篇。获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排名第 6）。

高效的植物遗传转化体系是获得转基因植株过程中最为重要

的步骤。然而，其受到组织培养体系的限制和基因型依赖程度高

等因素限制受用范围。此次周老师以《磁性纳米材料在植物遗传

转化中的应用》为题，从粮食产量出发，介绍了培育良种的方法、

植物遗传转化的构成因素、纳米载体递送系统的类型等方面研究

背景进行了介绍，同时列举了目前利用磁性纳米载体获得转基因

棉花、玉米等例。



周老师在建立甜瓜花粉纳米递送遗传转化体系时，先形成了

DNA/MNP 复合物，在选择适宜的花粉培养基，对花粉孔进行显微形

态观察，确认获得转基因作物。在磁转染后立即进行花粉离体萌

发培养，利用磁性纳米材料转染甜瓜花粉。

将纳米磁转化和花粉介导法相结合，克服了传统转基因方法

组织再生培养和寄主适应性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可以提高遗传转

化效率，缩短转基因植物培育周期，实现高通量与多基因协同并

转化，适用范围与用途非常广泛，对于加速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

育具有重要意义，并在作物遗传学、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反应器等

领域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周老师分别与李星锐老师、张一弓老

师、肖飞老师对该研究创新性、花粉的转移是否会影响活力、如

何高效确定转基因是否转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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