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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
星婷）6 月 17 日，记者从重庆医
科大学获悉，该校免疫学研究中
心科研团队已搜集并建立200株
全人源单克隆抗体，通过刺激B
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两种免
疫应答所产生的多样化抗原肽
做疫苗，可使人体免疫系统产生
防御和攻击双重能力，进而预防
病毒感染或清除体内的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重庆医
科大学免疫学研究中心即成立由
金艾顺教授牵头的新冠病毒抗体
研发应急项目团队。

“人体的免疫系统内，B淋巴
细胞和 T 淋巴细胞分别通过体
液和细胞发生作用，具有防御和
清除新冠肺炎病毒的能力。”金
艾顺说，但 B 淋巴细胞产生的
抗体主要负责细胞外的病毒清
除或阻止病毒感染宿主细胞作
用，不能进入细胞内；T 淋巴细
胞可以杀伤和清除细胞内的病
毒，并可通过淋巴和血液循环
而分布到全身的组织中发挥免
疫功能。

此前，团队通过收集处理新
冠患者的外周血样本记忆 B 细
胞，研发快速筛选中和抗体的全
人源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并成功
获得多株具有高亲和性和活力
的新冠病毒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为中和抗体的药物研发奠定了
基础。

随后，团队又开展了新冠患
者特异性T淋巴细胞识别的抗原
肽及T细胞受体的筛选,刺激活
化病毒特异性T细胞，从而发现
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并将其消灭，
抗原肽就是团队“诱导”T淋巴细
胞产生的进攻武器。

目前，团队已搜集建立了200
株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正在进行
比对,研究哪些抗体更为有效。

“这些抗体有不同的类型和作用，
我们会比较哪些抗体的速度更
快，‘火力’更大。”金艾顺介绍，
通过刺激 T 淋巴细胞获得各种
基因型的多样化抗原肽，可以进
入细胞内杀死病毒，将其与通过
刺激 B 淋巴细胞获得的中和抗
体抗原结合做疫苗，更具“双重
保险”的预防作用。

对于无症状患者和复阳患
者，金艾顺认为T细胞免疫治疗
也可能成为有效根治的方法之
一。“无症状感染者和复阳患者可
能是因为体内病毒没有完全清
除，那么需要通过T淋巴细胞的
进攻火力来消灭隐藏在细胞内的
病毒。”金艾顺说，接下来，团队还
将继续深入疫苗的研发和T细胞
免疫治疗，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提供有效措施。

重庆医科大学科研团队
新冠病毒防治免疫研究取得新进展

重庆医科大学免疫学研究中心

优秀人才加盟 科技攻关加速
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实验室主要是做好功能分区。”
“靠走廊的一边要用落地窗，这样视
线更通透。”……6月17日，重庆医科
大学免疫学研究中心迎来了一批客
人。他们是川北医学院的科研团队，
特地来此考察如何建设高水平免疫
学实验室。

2017年启动建设的重庆医科大
学免疫学研究中心，最开始只有两三
个人，投入只有2000万元，到现在已
是四五十人的团队，第三方评估其价
值达2亿元。该中心建设与发展速度
为何如此之快？6月17日，重庆日报
记者走进该中心一探究竟。

“我深深感到学校想
干事创业的决心”

重庆医科大学决定建设免疫学研
究中心，源于现任该校基础医学院病
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系主任金艾顺教
授。

金艾顺与重医大的缘分，可追溯
到2012年。当时，重医大到日本京都
大学考察。“对方很骄傲地介绍他们在
免疫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我们一
看，论文的第一作者是位在该校做研
究员的中国学者，就提出想见一见。”
重医大科研处处长袁军回忆，学校负

责人与金艾顺见面后，就邀请她来重
庆看一看。

此后几年，双方一直保持联系，重
医大的热情和诚意最终打动了金艾
顺。2017年，学校为她提供了1000
平方米的场地做实验室，配套2000万
元的启动资金和科研设备。“各种配套
措施、服务都非常到位，半年就把实验
场地装修好了，让我深深感到学校想
干事创业的决心。”金艾顺说。

“肿瘤免疫治疗是全新的肿瘤生
物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一种绿色疗
法。”袁军说，肿瘤免疫治疗通过提升
患者特定免疫能力的方式，达到更好
的治疗效果，也让患者拥有更好的生
活质量。因此，肿瘤免疫治疗是目前
较前沿的方向之一，也是重庆市发展
生物医学和重医大致力发展的科研方
向之一。

团队核心成员八成
来自外地

2017年，金艾顺来重医大时，还
带了两名硕士毕业生来学校，其中韩
晓建主要负责科研项目推进，黄晶晶
负责日常事务管理。

韩晓建来重庆之前供职于深圳
的一家企业。“重医大引进人才的优

惠政策，堪比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他
告诉记者，重医大完善的科研支持与
服务体系，以及附属医院丰富的临床
资源，加速了相关科研成果转化的推
进速度。

2018年，从美国博士后毕业的王
王，和丈夫一起加入该团队。王王从
事肿瘤研究，她的丈夫做干细胞研
究。王王说，重医大团队的研究领域
和自己的科研方向相契合，“目前团队
核心成员有10多人，很多都是因为事
业平台的原因来到重医。他们80%都
是外地人，但现在都在重庆安了家，非
常稳定。”

正在重医大免疫学研究中心做博
士后的李婷婷，是因为拜读了金艾顺
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后而
进入团队的。像李婷婷这样，愿意报
考团队成员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或者
进站做博士后的学生很多。在短短3
年时间里，团队就迅速发展到四五十
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

让科研人员心无旁
骛做科研

重医大为团队提供各种配套和服
务，保证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做科研。

“我们就在学校里住，很方便；也

有科研启动经费，很安心。”2019年进
入团队的王建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
妻子目前在西南大学工作。

让团队成员觉得舒心的是，研究
中心硬件上的大小事情，学校都很快
解决、处理。比如，今年2月团队迅速
启动对新冠疫苗的研究，有些试验设
备不够，学校就把其他实验室的设备
调度过来应急使用；试验室停几分钟
的电，科研处、后勤处马上出面解决。
很多琐事不需要大家操太多心，所以
新冠疫情发生后，团队在启动研究后
的9天时间里，就分离出第一株新冠
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记者还注意到，在免疫学研究中
心的入口处，是一间布置很温馨的工
作室。“这里是我们中心和微生物研究
室教工党员的活动室。”黄晶晶介绍，
大家经常在这里交流，一起阅读、一起
聊工作，一些好的点子也会碰撞出来，
让大家联系更为紧密。

近年来，金艾顺所带领的团队承
担了国家级项目11项、省部级项目17
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金艾顺带
领团队迅速开展科技攻关，在较短时
间内成功搭建抗体快速筛选技术平
台，并获得200株全人源单克隆抗体，
这些研究为后续新冠疫苗的研发奠定
了基础。

▲6 月 17 日，重庆医
科大学免疫学研究中心，
科研人员正在工作。

▲ 6 月 17 日，重庆医
科大学免疫学研究中心，
科研人员正在构建抗体
质粒。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