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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实⾏中国医学科学院体制和北京协
和医学院体制合⼀的管理体制，是综
合性集医学科研、医疗产品技术研发、
医学教育、科技保障和医疗于⼀体的
机构，是唯⼀的国家级的医学科技中
⼼和综合性的医学科研教育中⼼。









⾪属于国家卫⽣与计划⽣育委员会，拥有30位院⼠，1063 位PI，

20,000 名教职员⼯及研究⽣;

研究项⽬: 近5年来共计6367 项，经费为30亿⼈⺠币;

拥有7所医院、19个专业研究所、5所分院、6所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在我国当代传染病防治史中，研发第⼀个⼩⼉⿇痹症疫苗，

消灭了⿇⻛病，发现国内⾸例艾滋病患者，SARS防控，甲

流、禽流感、H7N9的科技保障，⾸个EV71疫苗研制等；

⽣产国内第⼀⽀⻘霉素，⽀援抗美援朝胜利；

国内分离出第⼀个SARS病毒株，国际第⼀个SARS模型，

评价了国际第⼀个疫苗；

国家癌症、⼼⾎管疾病等重⼤慢性病的医学中⼼，绒⽑上

⽪癌、⻝道癌、⼼⾎管疾病的防治成果；

丁苯酞、双环醇、⼈⼯麝⾹等重⼤药物的研发上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时值建院60周年，建校100周年之际，习近平

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先后发来贺电，要求院校发

挥对医学创新的引领作⽤，成为我国医学科技

体系创新的核⼼基地。

   ⽬前承担国家卫⽣系统唯⼀的重⼤科技创新

项⽬：医学与健康创新⼯程，率先完成了我国

在医学前沿创新和科技平台保障⽅⾯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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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学是⼀⻔新兴交
叉学科，它集成⽣物学、兽
医学、⽣物⼯程、医学、药
学、⽣物医学⼯程等学科的
理论和⽅法，以实验动物和
动物实验技术为研究对象，
为相关学科发展提供系统性
⽣物学材料和相关技术。



实验动物是⽣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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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科学技术是创新和产业的⽀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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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学科领

先的国家，必将

成为⽣命科学和

医药学科领先的

国家。

   ⽬前，美国依

靠其全球领先的

实验动物学科，

占领着⽣物医药

领域的科技垄断

地位



研究所概况







⾪属关系：⾪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主管部

⻔为国家卫⽣与计划⽣育委员会，成⽴于

1980年；

使命：引领实验动物学和⽐较医学创新研究，

为我国⽣命科学、医学、药学等研究和成果

转化提供国际领先的实验动物学理论、资源、

科技、⼈才和信息⽀撑；

地位：是我国唯⼀的集实验动物学和⽐较医

学的科学研究、教学、资源供应和技术服务

四位⼀体的科研⽀撑机构。



⾏业地位















1985年，在国内最早建⽴⽆菌动物，完成了实验动物遗传、微⽣物、寄
⽣⾍、环境、病理等专业设置，开创了实验动物学科；

1986年，在国内最早开始实验动物学研究⽣教学，编写第⼀本实验动物
学教材，

1986年，引进实验动物种⼦，是我国第⼀批实验动物资源种⼦库；

1987年，成⽴了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在国内最早获得⽆菌动物科技奖；

1988年，成⽴卫⽣部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研究所；

1992-1996年，实施“中⽇实验动物⼈才培训中⼼”项⽬，最先开展了国际
实验动物科技⼈才培训，举办18期培训班，培训460余名学员，这些学员
成为我国实验动物科技发展的领军队伍；

1993年，建⽴卫⽣部实验动物检测中⼼，对地⽅检测中⼼指导和培训；



⾏业地位





















1997年，建⽴国家实验动物环境、病理检测中⼼；

1998年，建⽴我国第⼀个 AD转基因⼩⿏模型；

2003年，SARS爆发，是国家防治⾮典型肺炎的动物模型保障平台，建
⽴国际第⼀个SARS恒河猴感染模型；

2004年，国内最早成⽴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委员会；

2005年，成⽴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06年，⾸创了医学-⽐较医学学科，成⽴了唯⼀的医学-⽐较医学学系；

2008年，成为国家重⼤传染病防治专项的实验动物技术平台，历次新
发传染病建⽴国内第⼀个动物模型；

2010年，建成我国⼈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

2012年，建⽴⽐较医学信息库；

2015年，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









现有⼈员480⼈；

⾼级职称科研⼈员50余⼈，海外引进⼈
才20余⼈；

从事实验动物学、动物医学、病理学、⽐

较医学、免疫学、遗传学、分⼦⽣物学、

⽣物⼯程学、放射学、医学、传染病学、

微⽣物学、药学等领域的PI 40⼈。

⼈才团队









研究所近年来培养200余名研究⽣（140余
名硕⼠，近60名博⼠），18名博⼠后；

年均执⾏科研项⽬：60项；政府拨款的科研
经费3000余万元；

拥有卫计委⼈类疾病⽐较医学重点实验室

（2007）、国家中医药局⼈类疾病模型三级
实验室（2009）、北京市新发再发传染病动
物模型研究重点实验室（2015）、北京市⼈
类疾病动物模型⼯程技术研究中⼼（2016），
均是领域内国家唯⼀的实验室.

项⽬与基地



科研组织机构



空间布局

四个研究及⽀撑基地四个研究及⽀撑基地



实验室资质认证







国内最早通过国际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员

会AAALAC系统资质认证的机构；

动物⽣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实验动物品质

检测实验室的国家实验室合格评定委员会

（CNAS）认可机构；

GLP实验室的CFDA认证机构。



101篇
 SCI论⽂36篇

2013年

109篇
SCI论⽂44篇

2014年

123篇

2015年

2016年

SCI论⽂57篇

150篇

SCI论⽂80余篇

论⽂发表情况

   年均发表科技论⽂100篇以上，
其中包括Nature、Cell、Cell
Research、Nat Commun、Blood
等知名杂志。

发明专利和实⽤新型专利23项



资源创制

   资源中⼼建⽴了我国唯⼀的多物种集成的疾病易感动物资源库，包含20

余种疾病特⾊动物物种、640余种基因修饰⼩⿏、120余种基因修饰⼤⿏

（国际第⼆⼤、亚洲第⼀⼤的⼤⿏资源库），使我国在传染病发⽣时，

动物模型研制时间平均缩短了6个⽉。

     狨猴                绿猴             恒河猴          ⼟拨⿏

  ⼩型猪           ⻰猫               新西兰兔             雪貂



资源创制

   我国最⼤的⼈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库（172种），成⽴中国医学科学院⼈

类疾病动物模型资源中⼼/医学与健康创新⼯程⼈类疾病动物模型平台。
种类 数量

神经系统疾病模型 9
⼼⾎管疾病模型 9

不同类型肿瘤标记物模型 51

感染性疾病模型

⼿⾜⼝病动物模型 5

⾼致病性流感模型 8

SARS模型 3
结核模型 8
艾滋病模型 21
肝炎模型 4

新中东冠状病毒模型 1

代谢性疾病模型 7
⽪肤疾病模型 2
⼝腔疾病模型 1
早衰⼩⿏模型 1
过敏性疾病模型 3
⼿术模型 39



   为扭转国内传染病动物模型资源匮乏局⾯，资源中⼼创建了国际最⼤
的传染病动物模型资源库，含模型96种，覆盖近15年来国内发⽣和输
⼊的100%的传染病，涵盖⾼致病病原数量国际最多。

资源创制







 资源研制背景：许多疾病是多因素导致的，此类疾病遗
传不遵循孟德尔定律，⽆法⽤基因修饰技术研究。为反应

⼈群复杂遗传背景，选择了遗传差异显著的⼩⿏⽗⺟本协

同重组交配，⼦代获得全部⽗⺟本遗传信息，再培育获得

近交系⼩⿏群体；

 资源优势：资源中⼼培育了国际上最⼤的（占全球1/3）
的遗传多样性近交系⼩⿏资源，该资源在病原易感动物鉴

定、疾病易感基因发现等⽅⾯表现出极⼤优势，是精准医

疗基础研究理想的实验动物资源。

资源创制



教学培训







主编卫⽣部规划的⼋年制系列教材《实验动物学》和研究⽣统编教材

《医学实验动物学》，承担PUMC、CDC、PUMC继续教育学院“实验动物

学”的教学⼯作；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的⼈才培训基地，是唯⼀具备⼈才等级培训、动物⽣

物安全培训、数字化培训能⼒的基地；

承办国际实验动物科技⼈才培训基地（亚洲唯⼀）。



重⼤科技⽀撑保障











⾮典：弥补了我国动物⽣物安全实验室保障体系空⽩，

建⽴国际第⼀个动物模型，评价了国际第⼀个⾮典疫

苗，才真正控制了疫情、促进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

甲流：评价了国内第⼀个甲流疫苗，挽救了2100余万
⽣命，保障了60周年国庆阅兵的顺利进⾏；

⼿⾜⼝病：评价了全球第⼀个婴幼⼉⼿⾜⼝病疫苗，

第⼀次使我国的⼉童领先全世界，⽤上了安全、有效

的疫苗；

H7N9: 评价了全球第⼀株减毒疫苗，彻底结束了我国
依赖和等待世界卫⽣组织下发疫苗株的时代；

埃博拉、寨卡：基地的前瞻性易感动物资源储备，使

我国第⼀次在传染病领域⾛在了世界前列，并开始指

导其他国家（⾮洲和南美）的疫情防控。



重⼤科技⽀撑保障









国内精准医疗、个性化医疗基础研究唯⼀动物实验基地；

每年为300余家科研单位提供疾病模型资源和技术，⽀撑

700余科研项⽬，⽀撑其他机构发表Nature、Cell、

Nature Medicine等论⽂300余篇；

建⽴的国家最系统的药物药效学精准评价体系，年促进

150余种药物研发；

国内第⼀批实验动物种⼦资源，转化并成⽴企业，年供应

1.2万余客⼾，是国内最⼤的免疫缺陷动物⽣产机构。



研究所发展规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北京协和医学院⽐较医学中⼼











⾏业引领基地
（潘家园）

创新研究

研究⽣教育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全国实验动物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中国实验动物⾏业

协会





特⾊实验动物资源基
地（房⼭区）

特种实验动物资源

冷冻动物模型资源













成果转化基地
（⼤兴区）

国家⼈类疾病⽐较
医学重点实验室

国家⼈类疾病动物
模型资源库（北⽅）

国家中医药局⼈类
疾病动物模型三级实
验室

⽐较医学技术及临
床前转化平台

国家传染病平台

国际⼈才培训基地













⽐较医学院
（深圳/苏州）

⽐较医学专业教育

⽐较医学创新研究

国际⼈才培训基地

临床前转化平台

⽐较医学技术平台

国家⼈类疾病动物

模型资源库（南⽅）



产业发展规划

康蓝集团公
司

啮⻮类实验动物和饲料⽣产 北京华⾩康⽣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技术体系

实验病理分析技术体系

实验动物学杂志 实验动物科学杂志社

药物等临床前评价技术体系

CC⼩⿏资源和分析服务

北京硕康源⽣物医学发展有限公司

实验动物科技培训

PDX资源及技术服务

北京欣⽣源⼲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医科动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康蓝中实医学检验技术有限公司

⼲细胞技术及产品研发

研究所技术资产

北京茜茜尔康⽣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康蓝中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前评价中⼼

集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