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名片

川渝共建感染性

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成

立于2021年，由重庆市

中医院和成都中医药

大学共建，是唯一一个

医学类川渝共建实验

室。

该实验室聚焦感

染性疾病，通过整合感

染性疾病的中医治疗

优势与西医研究优势，

形成研究合力。

目前，该实验室已

承担22项科技项目，获

批 科 研 经 费 800 余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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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共建感染性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联手为抗新冠经验方“瘦身”

◆ 抗新冠经验方◆
该经验方原有12味药，通过实验，在药效不变的前提下，实验人员将12

味药精简到6味，并改进了药物的口感。未来，该经验方有望成为新药获批

上市。

□本报记者 李珩

在细胞培养皿里滴入3滴药剂，放在
显微镜下观察、计数后，川渝共建感染性疾
病中西医结合诊治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以
下简称中西医实验室）实验师白静小心翼
翼地将培养皿放进细胞培养箱……

“接下来，我将继续观察这些细胞的变
化，完成药物功效验证实验。”白静所说的
药物是芩藿上感合剂，是中西医实验室所
研究项目“克冠方抗新冠病毒及变异毒株
活性成分、作用机制、院内制剂提升再注册
与新药临床前研究”的产物。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想把中医药克制
新冠病毒的作用机制弄清楚。”中西医实验
室主任、重庆市中医院检验科主任张娟说。

川渝为何要共建这个实验室？中西医
实验室还研究些什么？连日来，重庆日报
记者走进这个实验室一探究竟。

“吃螃蟹”
聚焦感染性疾病，应用中西医

结合手段研究新冠病毒

“联手成立中西医实验室，我们两家单
位是一拍即合。”5月22日，张娟对重庆日
报记者这样说道。

时间回到2020年，重庆市科技局联合
四川省科技厅开展川渝共建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认定工作。

得知消息，张娟第一时间给成都中医
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院长国锦琳打去了电
话。

“太好了！”在电话那头，国锦琳也十分
兴奋。

原来，早在2018年，成都中医药大学
就已与重庆市中医院共建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重庆中医院/第四临床医学院，围绕学

生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
通过两地共建，他们将中西医实验室

设在重庆市中医院内，更令张娟兴奋的是，
通过这个平台，中医的治疗优势与西医的
诊断、基础研究等优势深度融合，从而形成
研究合力。“聚焦感染性疾病，应用中西医
结合手段研究新冠病毒，我们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张娟说。

国锦琳当时也对共建中西医实验室充
满期待：“我们学校有不少科研成果，但由
于缺乏转化平台和相关合作机制，导致科
研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较低。”

国锦琳说，通过中西医实验室这一平
台，双方可以共享人才、设备、项目等资源，
既发挥成都中医药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
优势，让临床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又能共享
重庆市中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和样本，进
一步推进基础研究，让研究成果得到转化。

为什么聚焦感染性疾病？张娟解释，
当时，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如何防治新冠病
毒成为全世界的研究焦点和热点，“从古至
今，中医在疫病防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新冠病毒正是感染性疾病。”

于是，他们将中西医实验室的研究方
向瞄准感染性疾病的防治，两家单位也从
10余家申报单位和机构中脱颖而出，并于
2021年底获批。

“这个实验室不仅可以推动中西医深
度融合，形成研究合力，还可以推动川渝两
地中医药一体化发展，为川渝两地群众提
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重庆市中医院科技
外事处处长梁旭明说。

搞科研
承担22项科技项目，研发感

染性疾病检测新技术、新药物

“我们前期实验已基本结束，接下来该

交给你们做临床检验了。”今年3月，国锦
琳给张娟打来电话。

中西医实验室成立的当年，他们便拿
到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新冠疫情应急专
项——“克冠方抗新冠病毒及变异毒株活
性成分、作用机制、院内制剂提升再注册与
新药临床前研究”。根据分工，该项目由成
都中医药大学进行前期基础研究，后期由
重庆市中医院进行临床研究。

“我们研究的抗新冠经验方，新冠疫情
期间已在临床中使用。虽然当时同步进行
了临床研究，却缺乏作用机制研究。”国锦
琳说，经验方有12味药，这些药中，哪些在
发挥作用？是如何“克制”新冠的？他们要
把这个机制“说”清楚。

去年9月，成都新冠疫情严重，也是实
验最关键的阶段，需要做药效学实验。这
项实验的整个过程不能中断，意味着必须
有人守在实验室。成都中医药大学徐海波
教授、白静实验师主动请缨，住进了实验
室，一住就是半个月。

目前，通过实验，在药效不变的前提
下，他们将12味药精简到6味，并改进了药
物的口感。

“我们给它取名为芩藿上感合剂，主要
是治疗新冠和上呼吸道感染。”国锦琳说，
接下来，该药物将在重庆市中医院进行临
床检验，未来，这个经验方有望成为新药获
批上市。

“除了该项目，目前我们双方还在开展
另一个合作项目——关于耐药菌的检测方
法研究。”张娟称，截至目前，中西医实验室
已承担22项科技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9
项、省部级项目11项，获科研经费800余
万元；已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1项；已
发表论文48篇，其中SCI论文40篇。

“我们努力在感染性疾病检测新技术
开发、药物靶点筛选、新药物研发等方面取
得突破性进展。”张娟说。

筑平台
研究生能得到“双师”培养，为

川渝两地中医药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5月21日，周末，中午12点多，29岁的
研究人员任放结束了当天上午的实验。

“我做的实验是从天然植物中筛选出
抗乙肝病毒的牛防风素，它可能是一种新
型的天然抗病毒药物。”任放说。

任放来自四川阆中，在重庆医科大学
读完博士后，进入中西医实验室从事研究
工作。

“我看中的是中西医实验室这一平台，
能给科研提供更多的机会。”任放说，她的
专业是临床检验诊断学，在硕博连读过程

中，她渐渐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
萌发了弄清楚这些“草药”发挥作用机制的
想法。

依托中西医实验室，任放主持的项目
“中药单体欧前胡素通过调控NOX4阻碍
ROS诱导的自噬相关途径抑制cccDNA
转录活性的机制研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资助。

同样借助中西医实验室这一平台，另
一名博士秦旖璐主持的项目“m6A去甲基
化酶FTO通过调控OCT4参与乳腺癌肿
瘤干细胞的干性维持”获得2021年度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第3批特别资助（站前），
是当年重庆市临床医学类仅有的四位博士
后之一。

“中西医实验室给我们搭建了成长的
平台。”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研
二学生王张敏说。

和其他学校的研究生不同，王张敏有
两位导师，一位是张娟，另一位是国锦琳。

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王张敏在成都
中医药大学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从研二开
始，她在中西医实验室进行科研及临床实
践。她的研究课题由两位导师共同确定，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教两位导师。
“川渝两地的联合培养让我受益很

大。”王张敏说，从去年9月起，她就在双导
师的指导下，开始做中医药治疗感染性疾
病机制研究及药方研发，目前已经取得一
定进展。

“中西医实验室为川渝两地中医药人
才培养搭建了坚实的平台基础。”张娟说，
该实验室已引入12名高层次人才，其中，
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研究员1人，博士、博
士后11人。中西医实验室现有研究人员
50余人，其中，博士及高级职称人员33人，
形成了一个集传染病、临床诊断、中医临
床、现代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具有国际
视野的研究团队。

“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如火
如荼，重庆市中医院正在建设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中心，届时，将为中西医实验室新
增约2000平方米的面积，为实验室提供更
坚实的硬件基础。”张娟称，未来，两家合作
单位将努力把中西医实验室打造成为行业
内中西结合治疗的“领头羊”，争取创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更好地服务川渝人民，推动
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 西 医 实 验
室，研究人员利用
先 进 设 备 进 行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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