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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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脏炎性损伤与修复的细胞信号调控网络及干预策略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聚焦贯穿“肝脏损伤及修复”全程的炎性损伤，研究肝内实质细胞与非实质细胞交互作用，

以及深入研究炎性损伤与修复的细胞和分子调控网络，针对炎性损伤启动、维持、调控及修复全

过程开展了系统研究：1. 发现了新的触发炎性肝损伤的关键信号分子，对肝损伤的防治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2. 揭示了调控炎性肝脏损伤的关键细胞信号调控网络，并实施了相关临床干预

策略；3. 明确了肝脏损伤修复的关键调控分子，为临床肝脏修复提供重要干预靶点；从而为炎

性肝损伤与修复以及相关炎症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新策略。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重大研究计划、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等资助下，10

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Nat Rev Immunol、J Hepatol、Cell Mol Immunol、EMBO J等著

名刊物，被Nature、Nat Rev Immunol、Immunity等著名刊物他引418次，获得众多国际

著名专家的广泛好评。该项目兼具创新性和系统性，特色鲜明，为肝损伤与修复及相关领域学科

发展、人才培养、新干预靶点及临床干预策略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经认真审阅该项目提名书全文

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不存在项目完成单位和完成人员排

序争议。项目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所在单位都已按照要求对该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结

果无异议。同意推荐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代表性论文目

肝脏炎性损伤由手术、创伤、代谢、理化等多种因素诱发，是介导众多肝脏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

因素。如何减轻肝脏炎症并促进损伤修复，是肝病防治领域基础和临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项

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优秀青年基金等项目支持下，围绕肝脏炎性损

伤和修复的细胞信号调控网络及干预策略展开了系列研究，取得以下创新：

1．提出“炎性肝损伤和修复的阶段性动态调控网络”学说，发现并证实肝细胞/巨噬细胞/T细胞/

星状细胞等交互作用，在肝脏炎性损伤触发、维持及修复全过程中的动态调控机制。

2．创建“炎性肝损伤智能化体外转化研究平台”，实现炎性肝损伤与修复的系统评估、动态监测、

药物筛选和干预分析的多模态精准评价，奠定临床转化基础。

3. 开展药物创新性应用和研发，建立肝炎性损伤细胞治疗新策略，实现临床转化。

上述成果在Nat Rev Immunol、J Hepatol、Cell Mol Immunol、EMBO J等国际著名期

刊发表 SCI论文86篇，重要创新性理念及技术被Nature、Nat Rev Immunol、Immunity

等著名刊物广泛引用，并在上海、北京等多家医疗中心推广应用，显著改善了肝脏炎性损伤患者

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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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0464290.3 2019-07-30

GSK-3B抑制剂在体外

诱导人体 Breg细胞的

用途及分离和诱导

Breg细胞的方法

夏永祥;陆云杰;吕

凌;高骥;周浩明;

饶建华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吕凌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大外科副主任、

第四临床医学

院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全面主持研究课题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对项目的三个主要创新点均作出创造性贡献。每年用于

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8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浩明 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副主任医 无



（江苏省人民医院） 师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全面参与项目相关研究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对项目创新点 1和 3

有突出贡献；每年用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成峰 3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肝胆中心行政

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全面参与项目相关研究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对项目创新点 3有突

出贡献；每年用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古鉴 4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全面参与项目相关研究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对项目创新点 2有突

出贡献；每年用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倪鸣 5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项目创新点 1相关研究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对项目创新点 1

有突出贡献；每年用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琪 6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项目创新点 1相关研究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对项目创新点 1

有突出贡献；每年用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峰 7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完成人之一，全面参与项目相关研究的立项、设计、实施和总结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对项目创新

点 1，2，3 均有贡献；每年用于本项目的工作量占总业务量的 30%。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三级甲等综合性 医院，担负着医疗、教

学和科研三项中心任务。医院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已跻身于 国内先进前列。拥有中国医学科学院重点实验

室 1 个（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申请人所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 是中国医学院器官移植

重点实验室，国家卫健委活体肝移植重点实验室，江苏省肝病中心，江苏省十大临床医学中心，是国际上较

早开展活体肝移植的中心之一，率先在中国大陆建立活体肝移植技术规范化体系，完成活体肝移植领域多项

开拓性工作，将活体肝移植技术向全国 20 余个省市推广。多年来该单位围绕肝损伤与修复机制探索开展了

大量基础与临床转化应用研究，该项目“肝脏炎性损伤与修复的细胞信号调控网络及干预策略”是重要研究内

容。先后在Nat Rev Immunol、Sci Trans Med、J Hepatol、Hepatology、Cell Mol Immunol 以及 Am J 

Transplant 等领域顶级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开展各种术式的肝移植近 2000 余例，其疗效达国际先进水平，



是国内最具影响的肝脏外科中心之一。为本项目提供完善的支撑平台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