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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楠杰/孙苏亚合作组发表文章揭示幼年社交识别记忆的细胞和分子机制

近日，基础医学院解剖学与生理学系徐楠杰课题组和瑞金医院孙苏亚课题组合作在

Nature子刊Molecular Psychiatry（影响因子11.97）上在线发表了题为“Hippocampal Lnx1

–NMDAR multiprotein complex mediates initial social memor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

幼年小鼠中调控初始社交记忆形成的具体核团以及相关的分子机制。

动物的社交有助于识别同伴、保护自身、照顾后代等多种行为，是生存和繁殖必不可少

的重要环节。当这些活动涉及到同一物种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时需要社交识别的功能。在社

交过程中，动物需要具有接触并识别其他动物的能力，记住和辨别不同的个体（即社交记

忆）以引发适当的社会行为（如攻击、回避、合作、交配等），这对于生活在社会或群体中

的社交动物而言至关重要。社交识别记忆受损或不足往往会导致群居动物的行为异常，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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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啮齿类动物的各种精神类疾病如自闭症谱系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以及抑郁

症中常常会出现这种特征。然而，关于调控初始社交识别记忆形成的具体细胞以及相关的分

子机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针对这一重要问题，徐楠杰课题组在本研究中利用c-Fos（神经元活性指示蛋白）染色，

筛选了幼年小鼠在社交行为以及识别记忆中响应的核团，发现海马区尤其是CA3区神经元对

于社交识别行为具有强烈的反应，并进一步利用光纤记录系统证实了该区域细胞在行为过程

中的实时钙信号的激活。作者进一步发现特异性表达于CA3区神经元的PDZ支架蛋白Lnx1能

够调控社交认知记忆的形成，这主要是由于Lnx1能够以分子脚手架的方式分别与突触后重要

记忆分子NMDA受体以及EphB2受体结合，形成多蛋白复合物并锚定在突触后膜上，从而介

导神经元的成熟与功能。这是该课题组继2018年在Journal of Cell Biology杂志上揭示海马区

Lnx1蛋白复合物对突触形成的逆向调节机制的后续深入研究成果。

徐楠杰课题组长期关注神经发育过程中Ephrin-B和EphB受体家族介导的细胞间信号，曾

分别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2016），《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science，2016），《细胞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Cell Biology，2018），和《科学

进展》（Science Advances，2019）发表系列文章，阐述Ephrin-B和EphB在大脑神经元发

育和突触形成过程中的调节机制。本次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该受体家族在幼年哺乳动物大脑内

介导的神经细胞功能和行为的新机制。

该研究是由徐楠杰研究员和孙苏亚研究员共同指导下完成，博士后刘贤东和硕士研究生

艾鹏辉是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徐天乐教授、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的冯东福主任和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Mark Henkemeyer教授在本研究中也给予了重

要支持。该项工作得到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脑-智

工程、上海市科委和教委基金项目的资助。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80-019-0606-y#cit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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