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卫生管理奖、医学科学技术普

及奖、青年科技奖候选项目：

1.推荐奖种: 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 双相抑郁评估和与疗效预测的脑磁源性影像标记技术的建立

及应用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本项目通过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途径，利用脑磁图和磁共振影像学新技术，微遗传算

法等多种算法进行脑形态和功能建模，开发了一系列脑磁源性影像学分析新技术，在此基

础上结合多种研究手段的综合运用来研究抑郁障碍的神经网络功能连接特征，分析抑郁症

状神经影像学机制，单相抑郁症转双相障碍的神经影像学机制，进而研究双相障碍神经影

像学机制。有利于深入了解双相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寻找早期识别双相抑郁的神经影像

学标记物和病情评估的量化指标，并有利于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临床实际应用，并寻

找早期诊断双相障碍和疗效判定的功能影像学指标。

本项目的成果为进一步进行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研究从功能影像学水平探

讨双相障碍病理机制，可为发展诊断和治疗新工具提供新的探索途径。该项目技术可以广

泛地应用在精神科临床和科研工作。该项研究具有较好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与国际同行的

先进水平同步。本项目已发表论文 168 篇，博士毕业论文 14 篇，硕士毕业论文 12 篇。其

中 SCI 收录 64 篇，EI 收录 4 篇，中华级文章 80 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 项，申请发

明专利 4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培养博士后 2 名，博士研究生 22 名，硕士研究生 15 名。

同意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5.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医药卫生内科领域。成果源于 2 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重点专项，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2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双相

抑郁常被误诊为单相抑郁，自杀风险高，社会危害严重，寻找双相抑郁的客观标记是临床

亟需解决问题。本项目以双相抑郁诊疗临床应用需求为导向，发挥神经影像学客观标记的

潜力，将磁源性影像和精神病学、神经心理学、信号处理技术和系统工程信息学等多学科

交叉融合，使用多模态方法探索抑郁症脑影像学神经病理机制，为双相抑郁早期诊断及双

相抑郁严重程度评估提供客观生物学信息指标。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成果体现在如下三个

方面：

一、发展双相抑郁影像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分析技术：1）建立首发为抑郁的双相

抑郁脑 fMRI 影像学改变模型；2）建立了 fMRI 扫描下功能响应信号甄别的新方法；3）建

立了融合结构连接与各脑区间效能连接分析的新方法；4）探索性使用图论的属性指标研

究抑郁，提供识别抑郁症和双相抑郁的新方法；5）探索性使用组独立成分分析的方法分

析脑网络综合柔性指标；（6）开发集成学习建模框架，为双相抑郁疗效预测的客观标记；



（7） 开发基于功能核磁共振的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客观评估模型，为双相抑郁自杀模型

提供依据。

二、基于多模态磁源性影像探讨双相抑郁脑影像学机制：1）探讨了抑郁症局部脑区

活动和脑网络层面损害的神经基础及其临床分析与诊疗评估的应用；2）探讨抑郁状态下

磁源性影像在毫秒级水平的脑区间功能活动因果关系；3）探讨了双相抑郁在躁狂发作前

抑郁状态时脑结构特征；4）探讨了双相抑郁的磁源性影像学特征；5）探讨了双相抑郁的

奖赏环路损害特征。

三、设计了基于功能影像信息的抑郁客观评价系统并推广：1）开发了基于弥散张量

成像的抑郁症患者疾病恢复评估模型，为抑郁临床症状缓解提供了客观评定的技术；2）

开发了基于脑磁图和弥散张量成像的多模态脑功能重建评估方法，为抑郁临床症状缓解提

供了客观评定的技术；3）设计多模态影像信息下的抑郁状态客观评估辅助软件系统平台

为双相抑郁诊断和疗效预测提供平台。

本项目具有源头创新，研究成果已在多家精神医学和影像医学中心应用推广，并被国

际同行引进应用。本项目已发表相关论著 168 篇，博士毕业论文 14 篇，硕士毕业论文 12

篇，其中 SCI 收录 64 篇，EI 收录 4 篇，中华级文章 80 篇；申请专利 8 项，授权 4 项，软

件著作权 1 项。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培养博士后 2 名，博士 22 名，

硕士 15 名。1 人担任江苏省精神疾病医学创新中心负责人，创建了南京大学首个精神医学

博士培养点，1 人被评为江苏省科教兴卫优秀医学重点人才、1 人被评为江苏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2 人获江苏省科教强卫青年人才，2 人次获江苏省“333”第二层次人才，

2 人次进入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工程，1 人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优青，8 人晋升教

授（研究员、主任医师）、7 名硕导、3 名博导。在此基础上，再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项目课题和省级项目等持续资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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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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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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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剑、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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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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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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项目中的主要贡献



姚志剑

1 主任医师/教授
副院

长

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

脑科医院

本完成人对总体创新思路

到系统完成并推广使用都

做出了贡献，对本项目科

技创新均有创造性贡献

卢青

2 教授 无 东南大学

在对总体创新思路到系统

完成，推广中的技术指导

和系统更新都做出了贡

献，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均

有创造性贡献。

花玲玲

3 医师 无

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

脑科医院

组织实施关键理论创新及

技术攻关，组织实施本项

目的实验设计，数据统计，

论文撰写

阎锐 4 副主任医师 无 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

脑科医院

组织实施关键理论创新及

技术攻关，组织实施本项

目的实验设计，数据统计，

论文撰写

史家波

5 主任医师 无

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

脑科医院

在具体实施本项目的实

验、数据统计、论文撰写

上作出贡献。

毕昆

6 助理研究员 无

东南大学 在具体实施本项目数据处

理方法的创新、数据统计

及论文撰写上作出贡献。

邵俊能 7 其他 无 东南大学 在具体实施本项目数据处

理方法的创新、数据统计

及论文撰写上作出贡献。

刘海燕

8 副主任医师 无

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

脑科医院

在具体实施本项目的实

验、数据统计、论文撰写

上作出贡献。

田水 9 助理研究员 无 东南大学

在具体实施本项目数据处

理方法的创新、数据统计

及论文撰写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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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项目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脑科医院
1

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在人员调配和相关科室间技术协

调方面提供了有效地组织协调服务。并对项目的资金

和仪器管理使用、课题进展汇报、总结考核，进行了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保



证了本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完成。 本单位项目管理部门

督促项目负责人按在研项目管理规定及时报送研究进

展报告、结题报告、科研成果鉴定报告等。

东南大学

2
本单位协助承担了本项目的具体实施 1）协助提供了

研究计划实施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的

支持。2）关键理论及技术的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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