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2.项目名称：代谢性疾病的早期预警及转化策略

3.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糖脂代谢稳态平衡是机体应对内外时空环境变化的重要保障，其失衡会促

进糖尿病、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等一系列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给社会造成

沉重的医疗和经济负担。

该项目由基础研究专家、临床医学专家与药剂学专家多学科深度融合，运

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方法，从单器官到组织间应答协调等多层次对糖脂代

谢稳态失衡发病机制进行探讨，多角度对代谢水平进行评估，并构建纳米靶向

药物递送体系，发展代谢健康新策略。研究成果在 PNAS、Hepat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 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代表性学术

论文被 Nature Reviews、Diabetes Care 等国际一流期刊正面评价，并在欧洲糖

尿病年会、美国消化病年会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年会大会发言。获国际发明专利

授权 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6 项，为糖脂代谢稳态失衡的早期识别、转归判

断及指导个体化防治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保障，研究成果已经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十余家三甲医院和科研院所进行技术推广和临床应用，

同时获得医药产业关注和投资，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该项目完成人坚决向党中央看齐，能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师德高尚、学

术端正，获东南大学智能奖教金、三育人先进称号等推荐。我单位认真审核项

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3 年中

华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糖脂代谢稳态平衡是机体应对内外时空环境变化的重要保障，其失衡导致

糖尿病、肥胖、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中国药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以及南京医科大学对糖脂代谢时空网

络调控展开密切合作，项目组从分子水平到网络互作、从单器官到组织间应答

协调等方面，深入解析代谢性疾病发生发展的途径，在糖脂代谢前沿的基础研



究、临床研究和应用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1、多层次阐明糖脂代谢稳态失衡的分子机制：该项目阐述了一系列基于β

细胞外泌体的器官间通讯新机制，发现并鉴定代谢调控物质 miR-26a、miR-802

及 lncRNA βFaar 等非编码 RNA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调节胰岛素水平和胰岛素作

用：既可调节β细胞胰岛素的转录和分泌，维持葡萄糖稳态；还能作为组织器官

间通信的介导者，通过循环外泌体以远距分泌的方式调控肝脏关键信号通路，

增强远端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和代谢稳态。由于代谢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

动态性等特点，该协同作用网络及远端组织代谢调控，将揭示基因表达调控的

基本规律，解析调节糖脂代谢稳态的组织器官间信息对话与互作机制，为代谢

性疾病的防治提供新靶点和新思路。

2、多角度鉴定代谢性疾病的临床早期预警标记：循环中的代谢调控物质作

为细胞间的通讯方式，借助外泌体携带信息，在不同细胞、组织与器官之间传

递。该项目在外泌体筛选 miR-26a、miR-802 及 lncRNA βFaar 等非编码 RNA，

发现其与体重指数、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等代谢指标密切相关，确定可

作为糖尿病和肥胖早期阶段基因检测标记，并开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敏检测试剂盒。进一步借助标准混合膳食测试评估肠胰激素水平，揭示肝脏-

肠道-胰腺等器官间的代谢互作模式和信息交流机制，鉴定 GLP-1、Ghrelin、PP

等重要的肠胰激素及代谢节点分子，阐明代谢时空变化在环境适应及生命健康

的作用，为代谢性疾病的规范化防治提供了早期预警指征和干预时间窗。

3、多途径发展代谢健康的关键技术与诊疗策略：该项目依靠医药、医工交

叉融合，充分整合了多学科前沿先进方法，发展代谢健康新策略。借助已经鉴

定的非编码 RNA等创新性强、功能和结构新颖的靶点分子开展药物研发工作；

建立纳米靶向药物递送技术，开发胶原消融型的“nanodrill” 智能纳米递送系统，

有效地解决病理微环境阻碍药物起效的 “卡脖子” 难题，为重塑糖脂代谢的稳

态平衡提供安全高效的载体平台；构建基于器官芯片的肝-胰类器官系统，揭示

调节糖脂代谢的器官间信息对话，拓展临床代谢性疾病诊疗策略，推动生物医

药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惠民的水平。

该项目研究成果在 PNAS、Hepatology、Nature Communications等有重要影

响力学术期刊上发表，被 Nature Reviews 等国际一流期刊正面评价，获国际/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项/26项，培养博士生 32 名，成果已经在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十余家三甲医院和科研院所进行技术推广和临床应用，

并获得医药产业关注和投资，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

6.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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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中国专利，授权专利号：ZL 201510432310.5

8. 姜虎林，常鑫，邢磊，林伊君，李玲，一种用于肺纤维化的纳米制剂及

其制备方法，中国专利，授权专利号：ZL 201910688203.7

9. 金亮; 张方方; 王丹维; 刘廷生; 刘禹宏; 李冰冰，一种 2型糖尿病的诊

断引物及试剂盒、以及非编码 RNA 分子标志物的应用，中国专利，授权专利

号： ZL 201910259705.8

10.金亮 ; 张方方 ; 刘禹宏 ; 刘廷生 ; 唐琪，胰岛长链非编码 RNA

1810019D21Rik 及其应用，中国专利，授权专利号：ZL 201810305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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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的贡

献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李玲 1 教授 内分泌科

主任、

院长助理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对该项目创新点 1-3 均有

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
2、3、4、10 的作者。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作为主

要完成人，投入项目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的 80%，负责

整体设计、文书修改、研究

进展管理及研究人员培训等

内容，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身

医学分会青委会副主委、江

苏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

主委、东南大学糖脂代谢研

究中心主任，主持与该项目

相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

课题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2017 年以第一完成人获

得江苏医学科技奖、2020 年

荣获江苏省“青年科技奖”、
2022 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得

国家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二等奖、2022 年以第

一完成人获得江苏省医学新

技术引进奖一等奖。

姜虎林 2 教授 无 中国药科

大学

作为该项目主要完成人，对

创新点 3 有重要贡献，是代

表性论文 7、8、9 的作者，

投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量的 80%，负责构建肝纳米

靶向药物递送关键技术体系

的研发，并获得 7 项国家发

明专利，主持与该项目相关

的重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流项目、江苏省杰青以及国

家自然科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10 项 。 担 任 亚

洲 药 剂 学 等 杂 志 的

编 委 ， 作 为 通 讯 作

者 在 Biomaterials、Science
Advances 、 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发表与该

项目密切相关的论著。

傅湘辉 3 教授 无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对该项目创新点 1、2 有重

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5、6
的作者，投入项目工作量占

本人工作量的 70%，负责

miR-26a 调节胰腺和肝脏糖

脂代谢稳态失衡分子机制的

研究，并参与成果的推广，

主持与该项目相关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子课题等 6 项，荣获四川

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称号。

作为通讯作者在 PNAS、J
Clin Invest、Hepatology 等期

刊发表与该项目相关的论

著。

韩晓 4 教授 无 南京医科

大学

对该项目创新点 1、2 有重

要贡献，投入项目工作量占

本人工作量的 70%，负责非

编码 NRA 在代谢性疾病中

的作用相关课题的设计与指

导。南京医科大学生物学一

级学科带头人（博士点，省

重点学科），江苏省人类功能

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科技部“发育编程与代谢”领
域总体专家组成员。近年来

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及科技部重大专项

等 。 以 通 讯 作 者 在 包 括

PNAS，Cell Report，Diabetes，
Diabetologia 等专业期刊发

表与该项目相关的论著。

金亮 5 教授 无 中国药科

大学

对该项目创新点 1 有重要

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2



的通讯作者，投入项目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负

责 lncRNA ROIT 调节胰岛β
细胞功能课题设计及成果推

广等工作。国家高技术发展

计划“863 计划”干细胞表面

标志筛选与应用首席科学

家，国家科技部“干细胞与转

化医学”重点研究计划特邀

指南编制专家及过程考核专

家，国家科学进步奖、国家

重点实验室评审验收专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江苏省杰青，江苏省青

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带头

人。作为通讯作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Diabetes、
Diabetologia 等期刊发表与

该项目相关的论著。

刘得辰 6 助 理

研 究

员

无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作为该项目重要参与者，对

创新点 1、2 有贡献，投入

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负责数据收集和统计

分析等，评估胰腺和肝脏功

能，优化糖尿病临床诊断模

型，同时积极推广研究成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获江苏省医学引进新技

术奖二等奖。

殷汉 7 副 主

任 医

师

无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参与该项目创新点 2 相关

工作，投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65%，负责收集

研究维生素 D 或维生素 D
类似物对 2 型糖尿病患者

HbA1c 或 FBG 水平影响

的文章，进行阅读归纳，荟

萃分析。

李国庆 8 无 无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参与该项目创新点 1 相关

工作，投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60%，负责收集

肥胖与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及样本的处理，并进行相

应分子标志物检测，鉴定

lncRNA ROIT，为糖尿病的



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

契机和思路。

吕颖奇 9 无 无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参与该项目创新点 2 相关

工作，投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60%，负责收集

代谢紊乱、糖尿病患者的临

床资料及样本的处理，并进

行相应分子标志物检测，鉴

定血清 PSP/reg 水平，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为糖尿病

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新

思路。

孙卫霞 10 无 无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

医院

参与该项目创新点 1 相关

工作，投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60%，负责收集

肥胖与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及样本的处理，并进行相

应分子标志物检测，鉴定

miR-802，为糖尿病的一级预

防和诊治提供契机。

9.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单位名称 排名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 该项目团队主要人员来源于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科技成果构成了本次申请的主

要部分（创新点 1、2 和 3）。本单位为李

玲教授团队临床工作及科学研究提供相关

政策及平台支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东南大学的附属

医院，为该团队申请项目、完成科学研究

提供了一系列的保证措施，出台一系列促

进科研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文件，给予了

研究计划实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工作

时间等充分支持，严格遵守资助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各项规定，确保研究项目顺利进

行，督促项目负责人和本单位项目管理部

门按在研项目管理规定及时报送研究进展

报告、结题报告、科技成果登记等，保证

了本院研究人员良好的科研环境。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积极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

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力地促进了项目成果

的推广应用。

中国药科大学 2 该项目团队主要人员来源于中国药科大



学，研究成果构成本次申请项目第 1、3 项

科技创新的主要部分。中国药科大学为该

团队申请科研项目、完成研究提供了坚实

保证，督促项目负责人和管理部门按管理

规定及时报送研究进展及结题报告、科技

成果登记等。给予了充分的人力、 物力、

财力支持，并严格遵守资助项目及财务管

理规定，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 该项目团队主要人员来源于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研究成果构成了本次申请项目第 1、
2 项科技创新的主要部分。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严格遵守资助项目及财务管理规定，

确保项目顺利进行，督促项目负责人和管

理部门按管理规定及时报送研究进展及结

题报告等。为该团队申请科研项目、完成

研究提供了坚实保证，给予了充分的人力、

物力、财力支持。医院各平台均对研究人

员开放，为各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南京医科大学 4 该项目团队主要人员来源于南京医科大

学，研究成果构成了本次申请项目第 1项
科技创新的主要部分。南京医科大学为该

项目的实施提供包括实验场所、实验设备、

研究人员、配套经费等多方面的支持和保

证，并帮助协调院内外多学科合作。积极

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国际及国内的学术交

流，有力的促进了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