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公示内容可从推荐系统下载（应包括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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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技术类

2.项目名称：人源化 CAR-T 为基础的方案治疗复发难治的 B 细胞肿瘤

3.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嵌合抗原受体 T（ CAR-T）细胞疗法已成为最具潜力的血液系统细胞治疗的

手段之一，尤其在复发难治性 B 细胞来源肿瘤中显示了较高的有效率和安全性。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是国内最早开展 CAR-T 细胞研究的中心之一，是

最早开展人源化 CAR-T 治疗各类 B 细胞肿瘤的中心，已形成了鲜明的优势和特

色。研发的 CAR-T 细胞靶点包括 CD19、 CD20、CD22、 BCMA 以及双靶点 CAR-T

等；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的总体反应率均超过 90%；在肾功

能不全骨髓瘤患者、鼠源性 CAR-T 治疗后失败或复发的患者中应用人源化

CAR-T 治疗获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在 CAR-T 治疗相关毒性管理方面进行了诸

多探索，尤其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凝血功能异常、感染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

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第 一 和 通 讯 作 者 在 Lancet Heamatology

（ IF:11.99） 、 Leukemia（ IF:9.9） 、 Am J Hematol（ IF:6.137） 、 BMT

（ IF:6.3） 、 BBMT（ IF:6.609）等国际著名期刊以及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

获得了国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美国滨州大学 Garfall 教授等在

LancetHeamatology， 2019，发表专家评论）；吸引了国内乃至国际（巴基斯坦）

等国家的患者来院进行治疗。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3 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新的治疗药物和手段明显改善了恶性血液病患者的预后和生存，但是复发难

治性 B 细胞肿瘤是一组预后较差的疾病，需要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CAR-T

疗法作为一种新型的过继性免疫治疗手段，前期的临床研究显示其对复发难治性

B 细胞肿瘤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二.主要技术内容

1. 人源化抗 CD19 CAR-T 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

2. 人源化抗 CD19 联合 BCMA CAR-T 细胞治疗复发难治型多发性骨髓

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 CAR-T 细胞治疗相关毒性反应防治的探索。



三.授权专利情况

1.人源化 CAR-T 细胞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专利申报中。

四.技术经济指标

1.国内首次用人源化抗 CD19 CAR-T 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结果显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经过一次 hCART19s 治疗，有 92.9%

的患者获得了完全缓解；其中 3 例为经过鼠源 CD19 CAR-T 治疗缓解后复发的

患者，治疗相关的重度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CRS）发生率为 23.5%，神经毒性

发生率仅为 5.6%，不良事件可控。

2.创新的设计了人源化抗 CD19 联合 BCMA CAR-T 细胞治疗复发难治型

多发性骨髓瘤，结果显示，①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接受人源化抗 CD19

联合 BCMA CAR-T 细胞治疗总缓解率达到了 95%，包括 43%严格的完全缓解、

14%的完全缓解、 24%的非常好的部分缓解以及 14%的部分缓解； 90%的患者发

生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其中 86%的为 1-2 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重度细胞

因子释放综合征较低。②肾功能不全骨髓瘤患者接受 CAR-T 治疗的可行性探索，

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尝试给伴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实施 CAR-T 细胞治疗，结果显

示患者耐受性较好，且肾功能得到了部分改善或完全恢复正常。

3. CAR-T 细胞治疗相关毒性反应的管理，① CAR-T 细胞治疗中 CRS 危

险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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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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完成人 姓名 李振宇 职称 主任医师、教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全面负责和主持 CAR-T 研究项目的筹备、设计、实施

和总结工作。对本项目贡献主要为：1、推动 CAR-T 技术的成果转化，与以色列

Laniado 医院签署了 CAR-T 技术转让与服务的合作协议，扩大了本实验室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2、探索 CAR-T 治疗恶性血液病的创新型方案，牵头开展多项

CAR-T 临床研究；3、主持指导撰写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3 和 4 的共同通

迅作者、多次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4、参与编写国内首部 CAR-T 治

疗学专著，推动我科在国内 CAR-T 细胞治疗领域临床治疗领域临床治疗领域临

床和科研处于领先地位。在本项目中的工作量占 80%



第3完成人 姓名 曹江 职称 主任医师、教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处长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作为

主要负责人带领团队在国内第一家使 用 人 源 化 CAR-T 治 疗 难 治 /复

发 性 急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 成 果 发 表 在 Am J Hematol 等国

际权威期刊；2、首次采用双靶点 CAR-T 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取得了 90%的有

效率并在血液病学顶级杂志 Lancet Haematology 发表了相关论文（代表性论

文 1、2）。3、在附件论文中的 1、2、5、6、7 号中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了人源化 CAR-T 治疗难治/复发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及骨髓瘤的相

关成果。

第 2完成人 姓名 闫志凌 职称 主任医师、副教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负责项目的设计、实施、疗效评估、随访及

总结工作，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主持复发难治性 B 细胞肿瘤的临

床治疗、疗效评估和随访；2.开辟了双靶点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在国

际上首次将人源化 CD19 CAR-T 联合 BCMA CAR-T 应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

瘤；3.主持撰写了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1 的第一作者，多次参加国内学术会

议并做报告；4.通过该项目的执行，我科在国内 CAR-T 细胞治疗 B 细胞肿瘤方

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



第 4 完成人 姓名 张焕新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负责项目的设计、实施、疗效评估、随访及

总结工作，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负责和参与了本中心 CAR-T 细

胞治疗复发/难治白血病及淋巴瘤的 CAR-T 细胞治疗，确认了 CAR-T 细胞治疗

复发难治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初步明确了高肿瘤负荷及

疾病的快速进展可能是导致疗效不佳的主要原因；2.开辟了双靶点治疗复发难治

性多发性骨髓瘤，在国际上首次将人源化 CD19 CAR-T 联合 BCMA CAR-T 应用于

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3.主持撰写了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10 的第一作

者，多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并做报告。



第 5完成人 姓名 王莹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围绕

着 CAR-T 细胞治疗方向，本人参与并开展了多项临床研究，其中伴有 HBV 感

染的 B 细胞肿瘤患者接受 CAR-T 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的研究结果发表在

血液领域权威杂志 Leukemia 上，该项研究结果同时被评为“2020 年中国血液

学十大进展”之一；2、所在团队作为牵头单位之一制定了靶向 B 细胞和浆细

胞的 CAR-T 细胞治疗中防治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的中国专家共识（2021 年

版）；3、主持撰写了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3、1-4 的第一作者，多次参加国

内学术会议并做报告。



第 6完成人 姓名 李护君 职称 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项目参与人，主要负责 CAR-T 研究项目的实施和总结工作。对本项目

的创新性贡献主要为：1、探索 CAR-T 治疗恶性血液病的创新型方案，协助负

责人完成多项 CAR-T 临床研究工作；2、数据收集、分析并撰写 SCI 论文，是

代表作 3 的第一作者、多次在省内会议上做学术报告；3、能与编写国内首部

CAR-T 治疗学专著。在本项目中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40%上。



第7完成人 姓名 齐昆明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为：1、本中心是是国

内第一家使用人源化 CAR-T 的单位，构建了人源化 CD19 CAR-T 细胞，成果发

表在中华血液学杂志（1-7）。2、CD19-CAR-T 治疗初诊 ALL 患者，使患者达到

了完全缓解，成果发表在 Leukemia 等国际权威期刊（1-2），同样 CD19-CAR-T

对于复发难治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依然发挥很好的疗效，成果发表在美国

血液学杂志（1-6）。3、本中心在 CAR-T 后并发症研究中发现，多数患者在并

发 CRS 同时，会伴有凝血功能恢复正常水平，成果发表在 BBMT、中华血液学

杂志 1-4、1-7。



第 8 完成

人
姓名 程海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本人

在围绕 CAR-T 细胞治疗方向，参与并开展了多项临床研究，我们使用人源化

CD19 CAR-T 难治复发 B-ALL 患者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成果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 国际权威期刊（附件 1-5）；2、并且应用人

源化 CD19 CAR-T 治疗 2 例初治的 ALL 患者，取得了完全缓解，成果发表在

Leukemia 期刊（附件 1-2）；3、围绕着 CAR-T 细胞的不良事件，细胞治疗后

凝血功能异常进行了相关的临床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 BBMT 期刊（附件 1-4）。



第 9完成

人
姓名 徐开林 职称 主任医师，教授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行政职务 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作为项目参与人，参与 CAR-T 研究项目的实施和总结工作。对本项目的

创新性贡献主要为：1、主持开展 CAR-T 细胞自主研发的基础研究，为其在临

床中应用奠定坚实基础；2、推动 CAR-T 技术的成果转化，与以色列 Laniado 医

院签署了 CAR-T 技术转让与服务的合作协议，扩大了本实验室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3、主持指导撰写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5，7-10 的通迅作者、多次在国

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5、主编国内首部 CAR-T 治疗学专著，并参与的制

定 CAR-T 相关毒副反应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树立我科在国内 CAR-T 细胞治疗

领域临床和科研处于领先地位。



9. 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第 1 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为本项目的完成单位，在项目实施和完成中在各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政策支持，该项目为新型临床研究，初期开展时医院作为新技术立项，相

关住院诊疗考核指标适当放宽，协调伦理委员会帮助严格把关，成立应急管理小

组，并对完成较好的项目给予奖励等；

（2）场地支持，所有接受 CAR-T 治疗患者均需要住院治疗；

（3）综合医疗技术支持，主要包括影像技术评估（CT、PET-CT、彩超、核磁共

振等检查）、生物指标评估（血常规、生化、炎性因子、CAR-T 细胞扩增、淋巴细

胞亚群等检测）、多学科协作（呼吸科、神经内科、心内科、ICU、输血科、病理

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