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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长期目标是研究帕金森病(PD)和阿尔茨海默病(AD)的发病机制，并探寻对PD、AD的有效防治手段。 

主要研究方向为： 

(1) 遗传、氧化应激、免疫/炎性机制、细胞凋亡与PD、AD发病的相关性； 

(2) PD、AD的基因组学及蛋白质组学； 

(3) 探寻神经营养因子、干细胞对神经元的营养和损伤修复作用及在PD、AD中的应用。 

主要成果 

1. 帕金森病的研究成绩 

(1) 帕金森病动物模型建立：应用甲基-苯基--四氢吡啶(MPTP)建立单侧和/或双侧PD猴、猫、大鼠、小鼠模型，以及应用帕金森病患者IgG

建立单侧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为开展帕金森病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实验工具。 

(2) 帕金森病发病机制研究：发现帕金森病患者血IgG选择性损毁大鼠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帕金森病小鼠模型的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是以

细胞凋亡形式而发生死亡，提示免疫异常及细胞凋亡参与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为进一步阐明帕金森病发病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 

(3) 帕金森病在体神经显像研究：应用131I-IBZM/131I-IBZP和99mTc-ECD与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SPECT)在体动态检测发现帕金森病猴模型

的纹状体突触后膜D2多巴胺受体功能在病变初期无改变，在病变明显时发生失神经后超敏，而D1多巴胺受体功能无改变；猴模型的基底节

和大脑皮层局部脑血流(rCBF)降低。此外，应用
131

I-β-CIT和
99m

Tc-TRODAT-1与SPECT在体动态检测发现帕金森病猴模型在病损初期纹

状体突触前膜多巴胺转运体活性即明显减低，这为提高帕金森病的临床早期正确诊断率提供了可能。 

(4) 帕金森病脑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采用体内直接基因转染法(in vivo)将质粒酪氨酸羟化酶(TH)-DNA脂质体复合物和体外细胞介导法(ex 

vivo)将转TH基因的成肌细胞及转TH与GTP环水解酶-1双基因的成纤维细胞，腺病毒介导的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分别移植治疗帕金森

病大鼠模型，神经干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大鼠模型，以及采用早期人胚黑质细胞移植治疗帕金森病猴模型均获得成功。 

(5) 帕金森病临床治疗经验：开设帕金森病专病门诊30年，总结和摸索出了一套较理想的帕金森病综合治疗方案，有效诊治了数以万计来自

全国各地的帕金森病患者。每年多次受邀到全国许多省市讲学，介绍帕金森病治疗新进展和个人临床经验与体会，举办了六届国家级继续

医学教育《帕金森病临床与基础进展》学习班，在全国许多医疗单位得到推广应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推动国内的帕金森病基础

与临床研究起到了积极的贡献。 

2. 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 

(1) 动物模型建立：通过立体定向法注射IBA或b-淀粉样蛋白(Ab)至大、小鼠海马部位，成功建立阿尔茨海默病动物模型； 

(2) 发病机制研究：Aβ25-35片段对体外培养的大鼠PC12细胞和大、小鼠海马具有毒性作用，其神经毒作用是通过引起细胞因子(IL-1α、
S100β)的表达、以过氧化氢为主的自由基生成增加、一氧化氮明显增高、P53和BAX蛋白表达上调的细胞凋亡而实现的；证实Aβ25-35对

PC12细胞中钙离子的快速升高作用是通过细胞膜上L-型钙通道机制实现的；为进一步阐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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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03-1991.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 

1991.11-1994.1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4.11-现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教授 

1991.12-1996.0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硕士生导师 

1996.04-现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神经病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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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荣誉奖励 

1. 1998年度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9年) 

2. 入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1、2层次(1999年) 

3. 上海市领军人才(2006年) 

4. 第六届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1999年9月) 

5. 第八届上海市“科技精英”提名奖(2003年9月) 

6. 第三届上海市科委“十佳优秀启明星”(1998年6月) 

7. 上海市卫生系统首届“十佳医师”(1997年10月) 

8. 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1996年10月) 

9.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3年起)  

10. 第四届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最高荣誉奖“银蛇奖”二等奖(1993年4月) 

11. 首届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1年9月) 

12. 第二届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3年9月) 

13. 1991-1992上海市卫生局先进工作者并行政记大功(1993年4月) 

14. 上海市受表扬青年医师(1987年5月)  

15. 1993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先进工作者(1994年)  

16. 1993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共产党员(1993年7月) 

17. 1997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7月)  

18. 1994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1995年1月)  

1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青年知识分子(1985年5月)  

20. 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敬业、创业先锋”称号(1996年6月)  

2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优秀“十佳”中青年医师(1992年7月)  

22. 首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纪辉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奖励基金二等奖(1997年3月)  

2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高尚师德奖’(2004年9月)  

2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长奖(2007年12月) 

2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教师(2008年9月) 

26. 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与治疗的基础研究获2010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2011年) 

二、学术任职 

1. 国际神经病学联盟帕金森病研究委员会委员(2002.10～现在) 

2. 国际运动障碍疾病学会亚太地区执委(2006～现在) 

3.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常务理事(2003.9～现在) 

4.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主任委员(2003.9～现在) 

5.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2007.9～现在) 

6.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学组组长(2002.10～现在) 

7.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2004～现在) 

8. 中华老年医学学会神经内科学组副组长(2007～现在) 

9.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委员(2007～现在) 

10. 上海市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2005.5～现在) 

11. 上海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06.12～现在) 

12. 上海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3.1～现在) 

13. 第九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2006.10～现在) 

14. 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2000～现在) 

15.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神经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主任委员(2011年7月起～现在) 

三、杂志编委会任职 

1. 《中华神经科杂志》副总编辑(2005～现在) 

2. 《Neuroscience Bulletin》副主编(2005～现在) 

3. 《中华内科杂志》编委(2000～现在) 

4.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副主编(2004～现在) 

5. 《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副主编(2004.11～现在) 



6.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副主编(2007.9～现在) 

7. 《脑与神经疾病杂志》常务编委(1998～现在) 

8.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常务编委(1997～现在) 

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报》编委(1994～现在) 

10.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编委(2001.1～现在) 

11. 《卒中与神经疾病杂志》编委(2001.1～现在) 

12. 《中国临床神经科学杂志》编委(1998～现在) 

13. 《临床内科杂志》编委(2001～现在) 

14.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编委(2002.10～现在) 

15.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副主编(2001.～现在) 

16. 《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杂志》第三届编委(2002.12～现在) 

17. 《中国实验诊断学杂志》编委(2001.4～现在) 

18. 《中华医学全科杂志》编委(2002.12～2005.12) 

19.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副主编(1998～现在) 

20.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评审专家(2002.12～现在) 

21. 《中西医结合学报》编委(2003～2004) 

22. 《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编委(1997～现在) 

23. 《中国临床康复》常务编委(2001～现在) 

24. 《Journal of Neuroimmunology & Pharmacology》编委(2007～现在) 

25.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编委(2008～现在) 

四、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1.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2001～现在) 

2.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1998～现在) 

3.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2002～现在) 

4. 国家药品监督委员会(SDA)评审专家(2000～现在)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2002～现在) 

6. 中华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2001.5～现在) 

7. 中华医学青年奖评审委员会委员(2001.5～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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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陈生弟主编：帕金森病临床新技术。36万字，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02. 陈生弟主译之一：MERRITT’S Neurology, 202.4万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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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生弟主编：名医会诊老年痴呆症。10.3万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出版(ISBN 978-7-80740-323-4) 

12. 陈生弟主编：帕金森病临床诊治手册。12.2万字，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ISBN 978-7-117-1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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