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感受与生命过程调控 

（基础研究奖） 

（推荐专家：施蕴渝,蒲慕明,段树民,张旭,骆清铭） 

1、 推荐意见 

（1） 施蕴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该项目围绕“光感受与生命过程调控”这一科学主题取得

系列原创性成果： 

1.首次阐述光影响大脑发育、调控血糖代谢和诱发抑郁样

情绪等的神经环路机制，获得国际广泛关注，一系列开创性工

作推动了“光调控生命过程”研究的新领域。 

2.揭示了人视网膜发育与衰老过程中的关键基因、分子调

控网络，发现全新人视网膜视杆细胞的亚型；首次实现哺乳动

物裸眼近红外图像视觉能力，突破自然界赋予的视觉感知极限；

开发用于黄斑变性治疗的药物已获开展一类新药的临床试验

（IND）。 

该项目的系列创新性成果深刻推动了光感受神经生物学

的基础科学认识和转化应用前景。我推荐“光感受与生命过程

调控”为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基础研究奖）候选者。 

（2） 蒲慕明，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该项目从分子、细胞、环路等方面解析光感受调控生理功能

的神经机制，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修复、新型纳米材料、双抗

疗法等方法，探索面向眼科疾病的修复治疗手段和视觉增强的多

学科交叉技术方法。获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多篇论文发表在

Cell（3 篇）、Nature Neuroscience等高水平期刊上。相关研究

不但拓宽了我们对光感受这一基本的生物学功能的认识，还为治

疗人类眼科和视觉障碍疾病、视觉光谱拓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整体的成果具有创新性、原创性和系统性，

开辟了“光调控生理功能”的研究新领域。 

我推荐“光感受与生命过程调控”为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

就奖（基础研究奖）候选者。 

（3） 段树民，浙江大学； 

该项目以视觉神经系统为研究目标，聚焦于“光感受与生命

过程调控”，为我们理解光感知如何影响许多以前未知的生理和

病理功能做出了巨大贡献。该项目发现光通过 ipRGCs 调控大脑

发育、血糖代谢和情绪等重要生理功能，并阐明了其背后的神经

生物学机制。一系列的工作不仅被期刊多次做亮点介绍和专题评

述，而且开拓和推动了“光感受调控生命过程”研究的新领域。

学术成果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获“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等多项荣誉。其系列原创性视网

膜损伤修复和增强的成果，为治疗人类视觉障碍疾病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技术支持。 

我推荐“光感受与生命过程调控”为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

就奖（基础研究奖）候选者。 

（4） 张旭，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该项目在光感受影响生命过程的神经机制、视网膜发育和

衰老机制、视觉功能损伤修复和增强机制等方面取得系列原创

性发现。如发现光影响情绪、脑发育和血糖代谢等生理现象背后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这些原创和突破性发现推动了整个领域对

于“光与生命”关系的重新认识，开辟和引领了“光感受调控生

命过程”的新领域。首次实现小鼠裸眼红外视力，发现人视网膜

视杆细胞新亚型，开发视网膜载体基因编辑，修复缺失感光功能。

系列原创性成果具有较广阔应用前景，开发的基因治疗药物已

获批一类新药的临床试验（IND）。 

项目成果整体具有系列性、原创性和应用前景。我推荐“光

感受与生命过程调控”为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基础研究



奖）候选者。 

（5） 骆清铭，海南大学 

该项目揭示了光感受除了介导基本的图像识别和经典非成

像视觉功能外，还调控诸如情绪、大脑发育、外周血糖代谢等与

健康息息相关的生命活动，拓展了我们对光感受调控生理功能

的认识，开拓了“光调控生理功能”的新领域。项目多维度地揭

示了人视网膜的发育与衰老过程中的关键基因、分子调控网络

和细胞通讯特征，系列研究为视网膜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提

供新的临床靶点。首次实现哺乳动物裸眼近红外图像视觉能力，

突破自然界赋予的视觉感知物理极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该项目的系列创新性成果，深刻推动了光感受神经生物学

的研究新领域和转化应用前景。我推荐“光感受与生命过程调控”

为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基础研究奖）候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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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知识产权和标准等列表 

无 



4、成员贡献情况 

排序 姓名 工作单位 主要贡献 

1 薛天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本项目负责人，总体学术思路和

研究方案的提出者，负责项目的

规划和实施，代表性论文 1-5 的

共同通讯作者和最后署名作者。

发现光感受调节机体生理功能

的神经调控机制，探究了视觉增

强和修复的方法等重要成果。 

2 马玉乾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论文 1-5，首次实现哺乳动物裸

眼近红外图像视觉能力。 

3 章梅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论文 2-5，解析了人全生命周期

的视网膜发育与衰老的分子特

征。 

4 孟建军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论文 2-4，发现光调控血糖代谢

的中枢外周机制。 

5 史逸铭 
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论文 2-4，发现光调控大脑发育

的神经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