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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作与成果水平

（一）实验室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情况和成效。

本实验室完成了本年度申报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任

务。2023年度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 11项，新增获得纳米抗

体研究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正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2项。

（二）实验室最新研究进展，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基金）

的申报、执行情况，研究成果的水平和影响（获奖、专利和

论文等）。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聚焦围绕“纳米抗体研究”，将国

家级团队、人才和相关平台有机结合开展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形成

了三个稳定和集中的主要研究方向：纳米抗体筛选和制备研究、纳米

抗体诊断和检测研究以及纳米抗体调控和治疗研究。实验室总体定位

追求精和专，追求高质量发展理念。实验室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本研究

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纳米抗体免疫治疗方面研究具有独特优

势和国际领先水平。

实验室最近取得了一些纳米抗体研究领域国际领先水平代表性

科研成果。成功筛选出新纳米抗体并建立相关纳米抗体制剂技术。建

立了新型纳米抗体筛选技术平台。国际首次研制出新型纳米抗体双特

异性T细胞激动剂技术平台，为纳米抗体和免疫治疗领域提供新技术

和新方向。国际首次研制出新型纳米抗体三特异性T细胞激动剂技术



平台，为纳米抗体和免疫治疗领域带来新突破和新思路。国际首次提

出并实现DC/肿瘤融合细胞疫苗增强纳米抗体CAR-T细胞抗肿瘤效

应，为纳米抗体和免疫治疗领域带来新方法和新策略。本实验室申报

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24项，新增省部级以上项目 5项。承担了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

项目共 29项，发表论文 10篇，其中有 4篇发表在本领域 1区杂志，

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39.3。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20人次，进行国内外

学术会议报告 10人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 3件。培养博士生 7名，硕士生 20名。设置开放课题 2项。召

开学术委员会会议 1次。指导本科生参加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在第九

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数广集团杯”广西区

选拔赛获银奖，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

坛”大赛获铜奖。参编教材等各类教书育人资料。积极举办和参加各

类科普活动。

研究涉及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对带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

腔医学等相关学科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广西一流学科，肿瘤学为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三）实验室承担的重要项目、重大研究成果典型案例

（1—3 项），请在附件中附相关原文或图片。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批准号：

82220108003。

2.国际首次研制出新型纳米抗体双特异性T细胞激动剂

（Nb-BiTE）技术平台



3.国际首次研制出新型纳米抗体三特异性T细胞激动剂

(Nb-TriTE)技术平台

（四）实验室研究平台构建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不断优化已经建立的 10个创新研

究平台：纳米抗体建库技术平台，纳米抗体筛选技术平台，纳米抗体

表达和纯化技术平台，纳米抗体改造和制备技术平台，纳米抗体

ELISA检测技术平台，纳米抗体流式细胞仪检测技术平台，纳米抗体

组织检测技术平台，纳米抗体生物制剂技术平台，纳米抗体生物成像

技术平台，纳米抗体-细胞治疗技术平台。

二、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一）实验室队伍的基本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拥有国家高层次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带头人、国

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工程国

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领衔的稳

定合理的学术队伍和创新团队。目前团队共有人员 37人，其中高级

职称 21人；中级职称 10人；其他 6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 19人。

（二）实验室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措施与取得的成效。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在国家级人才的带领下，通过制定

相关制度、采用传帮带、科教融合、培养本科生尽早接触科研等方式

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特别是实验室组织每周文献阅读，以

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进行，面向本校研究生、本科生、青年教师以及

区内外合作科研团队，开展实验室学风建设和营造科技创新氛围系列



活动。目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生、本科生、青年教师等科技

创新人才，不仅为 985、211 等高校及本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

还为保障现有的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

队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2023 年 7名博士生，20名硕士生顺利

毕业获得学位，2名实验室固定成员获得博士学位，2 名实验室固定

成员正在攻读博士学位，4 名实验室固定成员获得职称晋升，引进优

秀博士 2 人，1 名博士后进站。2023 年实验室团队固定成员获得纳米

抗体相关的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和4项广西科技计划项目

资助，其中培养 2名青年团队成员首次获得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

资助。实验室流动人员王武依托本重点实验室完成的研究论文发表在

SCI一区杂志，申报并获批发明专利 2 件。指导本科生参加各种科技

创新活动，在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数

广集团杯”广西区选拔赛获银奖，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

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大赛获铜奖。

（三）本年度引进和培养的优秀人才典型案例（以固定

人员为主）。

卢小玲当选为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纳米抗体质量管理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刘爱群获得D类人才称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

杨晓梅，林轩东，施维为第一作者在国际知名杂志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IF 39.3）发表论文。

谢深霞取得副高职称，并首次获批广西基金-青年科学基金1项。

莫凤珍首次获批广西基金-青年科学基金1项。

彭璐取得主任医师职称，并获批广西基金-青年科学基金1项。



班正锋取得主任医师职称，张琳琳取得主治医师职称。

三、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一）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制定和完善了实验室管理、实验室

安全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主要有《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管理

制度（总则）》、《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岗位职责》、《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

点实验室课题管理办法》、《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管理

制度》、《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广

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生物制品管理制度》、《广西纳米抗体研

究重点实验室化学药品及易燃、易爆、有毒类重要物品管理制度》、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资料管理制度》、《广西纳米抗体研

究重点实验室环境卫生制度》等。

（二）实验室开展学术委员会活动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于2023年11月30日19：00-20:00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听取了卢

小玲教授对 2023 年建设情况的汇报，高度肯定了目前实验室建设情

况，并对实验室的下一步发展规划提出建议。

（三）开放课题及执行情况，利用开放基金完成的优秀

成果案例（1—3 项）。

2021年 12月实验室审批开放课题两项，项目按计划执行，于 2023

年 11月顺利结题。2022年 11月实验室审批开放课题 2项，2023年

11月中期考核合格，预计结题时间 2024年 11月。2023年 11月实验



室审批开放课题 2项。

广西科技大学段斯亮教授在开放课题的基础上，2023年获批广

西基金-面上项目 1项。海南医学院王武博士在开放课题的基础上，

2023年在一区杂志发表SIC论文 1篇，获批发明专利 2件。

（四）参与国际重大研究计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国际学

术会议情况，国际合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1. 参与国际重大研究计划：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政府

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274万元，批准号：2019YFE0117300

2. 国际合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250万元，批准号：82220108003。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与美国科学院院士Bruce 教授，进

行纳米抗体诊治技术的研发，2023年合作发表论文发表于本领域一

区杂志。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合作研制新型T细胞激动剂，2023年合作发

表论文，发表在本领域知名杂志。

3. 举办或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举办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纳米抗体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首届纳米抗体药物创制国际高峰论坛会议（协办单位），时间

2023年 5月 18日-20日。

参加 2023第四届北京疫苗与抗体药物创新国际论坛，时间：2023

年 3月 23日-24日。

（五）实验室作为本领域公共研究平台的作用，大型仪



器设备开放和共享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纳米抗体研究平台对区内

外科技工作者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实施开放和提供服务，带动相关学科

发展和培养科技人才，得到本领域专家好评和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力，

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实行对外开放和共享。

（六）实验室网站建设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网站已经建设好并管理运行正常，

网址：https://nmkt.gxmu.edu.cn/。

（七）实验室开展科普工作情况。

1. 实验室于 2023年 11月 10日举行了针对大学生的科普活动。

2. 2023年 3月 20日开展义诊活动。

3. 2023年 3月 21日开展主题为“良好睡眠 健康之源”的健康大

讲堂活动

4. 2023年 3月 8日以“爱耳健康”为主题开展一系列科普讲座

四、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一）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与相关企业开展了产学研合作。

（二）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于 2022年已有 4件国家发明专利

实现成果转让。

（三）重要成果产业化情况。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新型纳米抗体技术在武汉

协和医院等单位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五、实验室大事记

（一）实验室开展学术委员会的相应会议纪要、文字和

图片材料。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于 2023年 11月 30日 19:00-20:00召开

学术委员会会议。

（二）国内外对实验室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

材料。

美国科学院院士Bruce教授高度肯定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

室研究与重点实验室合作进行纳米抗体诊治技术的研发，2023年合

作发表论文，发表于本领域一区杂志。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与本实验室合作研制新型T细胞激动剂，

2023年合作发表论文，发表在本领域知名杂志《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三）相关领导考察实验室的图片及说明。

2023年 1月 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姚作芳、科技



人才与科普处处长罗锦模、科技人才与科普处四级调研员王瑞宏一行

莅临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慰问主任卢小玲教授并座谈。

（四）研究方向或名称的变更、人员变动、大型仪器设

备添置等情况。

本年度无实验室方向或者名称变更，固定成员韦文娥由于工作原

因退出重点实验室，无大型设备添置情况。

（五）对实验室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其它活动。

卢小玲教授当选为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纳米抗体质量管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六、依托单位支持实验室建设情况

（一）科研用房情况（是否相对集中、总面积是否达 1000

平方米以上）。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拥有集中专门科研场所，实验室面

积约 1290 平方米。

（二）仪器设备情况（设备原总值是否达 1000 万元人

民币以上）。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拥有专门科研实验仪器设备，仪器

设备约 1100 万元。

（三）配套经费支持情况（依托单位是否给予配套经费

稳定支持、实验室的运行经费及建设配套经费是否纳入单位

的年度预算）。

依托单位给予配套经费稳定支持，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

的运行经费和建设配套经费均纳入单位的年度预算。



（四）其他支持实验室建设的情况。

依托单位给予国家级等高层次人才专项经费支持实验室建设，在

广西纳米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招生、人才招聘和后勤保障等方

面给予优先支持政策保障实验室建设。

七、实验室财政经费及配套经费使用情况

财政拨款广西纳米 抗体研究重点实验室 2021-11-01 至

2024-10-31运行经费 100.00万元，依托单位 2023 年配套经费 50.00

万元，主要用于 2023年度纳米抗体研发支出，经费使用及进度符合

要求。

八、实验室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问题：已经筛选和研制出一系列基于纳米抗体的新制剂，在进行

进一步深入研究开展转化工作，但是存在研究经费不足问题。

对策：实验室正在积极和相关企业与医院等洽谈产学研合作进行

融资推进纳米抗体产业化工作，同时建议广西科技厅增加实验室研究

经费推进实验室成果产业化等。

九、实验室下一年工作思路和打算

1. 科技平台：建立和优化纳米抗体技术创新平台，积极申报科技部

纳米抗体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教育部和国家纳米抗体工程研究

中心等。

2. 科学研究：探索肿瘤等重大疾病新机理，筛选和研制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靶点纳米抗体，建立纳米抗体检测和诊断新技术以及

研究纳米抗体治疗新策略的治疗效果和相关机制。



3. 成果转化：加强实验室前期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联系相关企业、

医院等合作推进成果产业化。

4. 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实验室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

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建设，保障国家级创新团队可持续性发

展，引进和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员。

5. 开放和交流：加强实验室的开放与交流。

6. 文化和制度：加强实验室文化建设和完善实验室相关制度。

十、对科技厅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1. 建议科技厅给予重点实验室长期稳定经费支持。

2. 进一步完善实验室评价机制。

3. 加大重点实验室推进成果产业化专项基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