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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 )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学术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

高等研究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

1983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系，1989 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获博士学位，1990 至 1992 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生理与生物物理系做

博士后，1992 年 5 月回国工作至今，1993 年晋升为研究员，2011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第十四

届全国政协委员。

生命是大自然的奇迹，健康是生命最宝贵的财

富。生物体的遗传变异、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等生

命特征，令无数的科学家为之着迷。从认识生命、

调控生命到改造生命、设计生命，生命科学的研究

能力不断发展，为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保障

提供了动力。

回首 2022 年，人类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取得了

长足进展，为理解生命周期和健康过程提供了新知

识和新视野，也有助于在疾病前期逆转稳态失衡，

在不可逆的慢病发生前阻断紊乱进程，在疾病发生

后加以高效诊治。为系统性回顾这些研究进展，《生

命科学》杂志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

所的智库团队，从科技情报视角出发对其加以总结

和凝练，形成了“2022 年生命与健康领域年度盘点”

专刊，以期为更多的人士提供参考。

专刊涉及主题或领域包括“生命健康”的整体

态势，“脑科学与类脑智能”“营养健康”“慢性病

防控”“衰老生物学”等主题，“精准医学”“再生

医学”“临床医学”“合成生物学”等学科领域，以

及“数字健康”“新药研发”“免疫细胞治疗”“基

因治疗”等应用方向，共收录 13 篇文章，旨在为

2022 年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整体性的进展梳理，也

希望有助于启发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思路和新见解。

本专刊是《生命科学》杂志的初步尝试，主要

从科技情报的视角出发，既有方向和观点梳理的启

发，也存在角度和视野的局限。希望以此为起点，

以《生命科学》杂志为载体，与更多的同行共同深

入地研判本领域的发展态势和规律，更加系统地梳

理全球及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从而为生命活

动规律的系统性阐明、人体健康管理的系统性策略

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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