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肾小管间质炎症纤维化新机制发现及其转化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本项目在14项国家级重点重大等项目资助下，系统攻关，阐明了慢性肾脏病（CKD）肾小管间质

炎症纤维化发生新机制，揭示了细胞外囊泡介导的细胞间对话在小管间质炎症形成的重要作用；

成功建立了基于细胞外囊泡的肾脏病靶向抗炎治疗新策略，为肾脏病精准靶向治疗提供了新颖的

理论和技术路线；发现了CKD尿液RNA转录新型生物标志物在肾脏病无创、动态诊断中的重要价

值。该项目取得了系列原创性发现，为理解CKD进展的核心机制及创新诊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依据。研究成果在本领域国际顶级刊物发表系列高水平论文，所建立的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6项，执笔撰写专家共识2项，参与制定团体标准1项，并获得药企投资开展联合创新转化研

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益。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根据对

推荐项目的主要科学发现、科学价值、科学界公认程度及对完成人等情况的了解，参照江苏医学

科技奖申报和推荐基本条件，我单位推荐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肾小管间质炎症和纤维化（RTIF）是终末期肾病（ESRD）形成的关键原因，阐明其发生机

制对于创新肾病诊疗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课题组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自然重点等11项国

家级课题持续资助下，历时十年，聚焦 RTIF发生关键机制和诊疗新技术，开展系列创新研究，

取得重要成果。

1. 发现小管间质炎症及纤维化形成的重要新机制。我们基于系列基础与临床研究，发现细胞外

囊泡（EV）介导的信号传递是参与肾脏损伤的新机制（J Am Soc Nephrol 2018，论文1-

1）。肾小管细胞（TEC）在不同损伤因素（如蛋白尿、缺氧、毒素等）作用下，分泌 EVs携带

特异性 miRNA，mRNA，被巨噬细胞摄取并促进其表型转化和活化，促进炎症信号传递和小管间

质炎症及纤维化进展（J Am Soc Nephrol 2018，论文1-2； Cell Death Differ 

2020， 论文1-3；Kidney Int 2019，论文1-4）。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巨噬细胞

Mincle是早期炎症启动的关键模式识别受体（Kidney Int 2017，论文1-5）。基于上述系

列研究，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 TEC损伤是驱动RTIF形成的关键这一新理论（Kidney Int 

2018），受到同行广泛关注（被引365次），3篇论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

2. 创新开发了基于EVs的肾脏靶向抗炎治疗策略。基于理论创新，首次构建基于巨噬细胞EVs

的细胞因子 IL-10递送系统可显著抑制RTIF，其机制为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线粒体自噬维持稳

态，并诱导巨噬细胞向 M2表型转化（Sci Adv 2020，论文1-6，专利2-1）。创建EVs小分

子药物—地塞米松递送系统，为降低肾脏病治疗中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应用所导致的全身副作用提

供了全新的途径（Theranostics 2019，论文1-7，专利2-2）。为了提高递药EV肾脏靶向

性，发明以 Kim-1靶向肽修饰的工程化EVs递送siRNA策略，实现肾小管特异性靶向干预

（JASN, 2021, 专利2-3）；建立了干细胞三维培养和EV生产体系（Stem Cell Res 

Ther 2020，论文1-8），EV载药技术获深圳科兴制药首批投资1000万，为产业转化打下了

坚实基础。

3. 建立了慢性肾脏病尿液无创诊断新方法。建立了尿液RNA标志物快速检测方法（专利2-

4，2-5）以及尿液EVs RNA标志物研究策略（Int J Biol Sci 2013，论文1-9）。通过



系列临床研究发现尿液EVs内RNA标志物与慢性肾脏病（CKD）肾功能、纤维化病理改变及预后

密切相关，成为实现CKD液体活检的新途径（Am J Physiol Renal Physiol 2013, 论文

1-10）。

    本项目累计发表SCI论文126篇，总 IF 743，被引3496次（代表作10篇，IF129.5,

被引 1029次），获授权专利6项，主编英文专著 1部，执笔撰写专家共识2项，参与制定团体

标准1项，在国内外学术报告 20余次（国际会议获奖10余次），成果在多家著名医院开展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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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solation 

and 

Quantificati

on of 

MicroRNAs 

from Urinary

Exosomes/Mic

rovesicl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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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

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134391.1 2023-02-25

一种细胞外囊泡—白介

素-10纳米靶向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刘必成，汤涛涛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0409507.0 2020-08-11

一种负载地塞米松的

巨噬细胞源微囊泡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刘必成，汤涛涛，

吕林莉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1592251.5 2022-05-17

一种肾损伤分子-

1（KIM-1）靶向多肽

及其应用

刘必成，汤涛涛，

王彬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710784821.2 2020-01-21

基于Taqman 探针的

慢性肾脏病相关基因

检测荧光定量PCR 一

步法试剂盒及其应用

刘必成，周乐汀，

雷向东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0580404.0 2021-08-24

基于Taqman 探针的

肾小管上皮细胞特异

性基因检测荧光定量

PCR 一步法试剂盒

刘必成，周乐汀，

雷向东

6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0699499.2 2019-07-31

ACSS2抑制剂在制备

预防和/或治疗糖尿病

肾病药物中的应用

马坤岭，鲁荐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必成 1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东南大学医学

院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2、3项：阐明了小管间质炎症和纤维化形成的新机制，

开发了基于 EV 的肾脏病靶向抗炎治疗新策略及慢性肾脏病尿液无创诊断新方法。为代表性论文 1-2~1-10 的

通讯作者（含共同），知识产权 2-1~2-5 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吕林莉 2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教授,教授
内科学系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2、3项：阐明了小管间质炎症和纤维化形成的新机制，

开发了基于 EV 的肾脏病靶向抗炎治疗新策略及慢性肾脏病尿液无创诊断新方法。为代表性论文 1-2~1-7、1-

9、1-10 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含共同），知识产权 2-2 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汤涛涛 3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副研究员,副研究

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2项：开发了基于 EV 的肾脏病靶向抗炎治疗新策略，即

建立了基于 EV 的白介素-10、地塞米松和小干扰 RNA 靶向递送系统，用于肾脏病抗炎及抗纤维化治疗。为

代表性论文 1-6、1-7 的第一作者（含共同），知识产权 2-1~2-3 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彬 4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科主任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2项：开发了基于 EV 的肾脏病靶向抗炎治疗新策略，即

建立基于 EV 的白介素-10 靶向递送系统用于急性肾损伤抗炎治疗。为代表性论文 1-6 的共同第一作者，知识

产权 2-3 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闻毅 5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研究员,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2项：参与发现 EV 介导的小管细胞-巨噬细胞对话是

蛋白尿所致小管间质炎症的新机制，参与建立了基于 EV 的白介素-10 药物递送系统。为代表性论文 1-2、1-6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作林 6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主治医师,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项：阐明了小管间质炎症和纤维化形成的新机制，即发

现 EV 介导的小管细胞和巨噬细胞对话是缺氧导致小管间质炎症的重要机制。为代表性论文 1-3 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坤岭 7 东南大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项：阐明了 EV 介导的细胞间对话是肾脏病发生发展的

重要机制。为代表性论文 1-1 的通讯作者，知识产权 2-6 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伍敏 8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2项：参与研究了小管间质炎症和纤维化形成新机制，

参与开发了基于 EV 的白介素-10 和地塞米松药物递送系统。为代表性论文 1-3、1-4、1-6、1-7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汤日宁 9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科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2、3项：参与发现 EV 介导的小管细胞-巨噬细胞对话

是蛋白尿、缺氧所致小管间质炎症的新机制，参与建立了基于 EV 的白介素-10 药物递送系统，参与慢性肾

脏病无创诊断标志物的研发。为代表性论文 1-3、1-4、1-6、1-7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桂花 10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第 1项：参与研究了 EV 介导的细胞间对话是肾脏病发生发

展的重要机制。为代表性论文 1-1 的共同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东南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东南大学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主要贡献包括阐明了细胞外囊泡（EVs）在小管间质炎症中的作用、开

发了基于 EVs 的肾脏病靶向抗炎治疗新策略以及建立了尿液 EVs 慢性肾脏病无创诊断新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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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在项目研究、转化、推

广应用的各个阶段，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促进了包括“东南大学-科兴制药细胞外囊泡递药技术产业化联合创

新实验室”等转化项目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