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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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重大脑疾病靶标发现及神经血管单元调控策略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下，围绕临床重大脑疾病领域

尚未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从系统生物学视角，以“神经血管单元关键分子事件”为切入点，从以

下3方面开展研究：重大脑疾病病理过程中神经血管单元组分动态变化规律的解析；炎性损伤条

件下脑内细胞间通讯对话分子机制研究；基于炎性分子机制关键分子事件的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证。

项目解决了一系列神经血管单元方法技术等研究体系难题，并成功运用于重大脑疾病靶标发现及

药理学调控策略研究领域。

   在长达6年的研究中，该项目组创新性地将神经网与血管网并轨研究，揭示了脑内神经-血

管网络在脑疾病病理过程中的调控规律，率先提出二联及多联脑内细胞间通讯模式。同时通过解

析了神经系统疾病病理过程中神经-血管偶联失衡的关键分子机制，提出靶向神经-血管偶联调控

的药物靶标发现理念，为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候选靶标。

   理论方法与临床应用研究的原创性成果发表在Neuron、J Exp Med、Mol 

Psychiatry、J Pineal Res、Theranostics等专业领域权威期刊。8篇代表性论著中，

IF＞10分论文5篇，总IF=91.1；3篇他引＞15次，累计他引110次。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

广泛关注并得到积极正面评价，被Nature Neuro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Fluids and Barriers of the CNS等顶级杂志引用和评述，被南京医科大

学、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脑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医院等单位应用并推广。团队核心

成员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双创人才”人等称号。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成果奖一

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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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简介    神经精神系统功能异常为特征的重大脑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严重危害我国人民

生命健康。脑卒中等急性脑血管病发病率居高不下，老年性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率逐年上

升。WHO在 26个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各类精神障碍疾病影响到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

发病率最高的是焦虑障碍和情感障碍。药物治疗在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中都占有重要地

位。针对目前新药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发现针对重大脑疾病的药物靶标，对于优化临床治疗

策略和提高我国的新药创制能力至关重要。

   该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下，围绕临床重大脑疾病领域

尚未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从系统生物学视角，以“神经血管单元关键分子事件”为切入点，从以

下3方面开展研究：重大脑疾病病理过程中神经血管单元组分动态变化规律的解析；炎性损伤条

件下脑内细胞间通讯对话分子机制研究；基于炎性分子机制关键分子事件的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证。

项目解决了一系列神经血管单元方法技术等研究体系难题，并成功运用于重大脑疾病靶标发现及

药理学调控策略研究领域。

   主要 3 个创新点为：

一、创新复杂脑疾病神经血管单元研究体系：揭示脑内神经-血管网络结构，是最终理解大脑处

理信号机制的基本前提。我们利用多参数时空动态成像首次揭示神经-血管偶联障碍在神经系统

疾病病程中的变化规律。紧紧围绕特异信号通路在神经-血管偶联异常中的分子调控模式。对脑



损伤后特异信号通路变化规律进行确认，揭示了脑血管稳态与重构在脑卒中病程中的变化规律和

发病机制。 

二、创新复杂脑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策略：我们率先将神经网络与血管网络进行结构与功能并轨

研究。来自基础、临床的多学科交叉联合手段深入探讨两个网络之间的通讯规律及因果关系，活

体成像结合转基因动物、荧光分子探针等手段将有助于阐明血管结构与功能稳态和疾病过程中重

构调控的关键信号通路和网络模式，为揭示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寻找敏感分子标志物提供

了研究思路。 

三、创新重大脑疾病药物靶标发现新路径：我们通过解析在神经系统疾病病理过程中神经-血管

偶联失衡的关键分子机制，提出靶向神经-血管偶联调控的药物靶标发现理念，为创新药物研发

提供候选靶标。针对本研究部分所发现的新靶点，进行化学设计与合成新型神经-血管偶联调控

的新型靶标药物。 进一步，我们采用行为学、在体电生理、PET等考察药物调控对神经-血管网

络的保护作用。

   理论方法与临床应用研究的原创性成果发表在Neuron、J Exp Med、Mol 

Psychiatry、J Pineal Res、Theranostics等专业领域权威期刊。8篇代表性论著中，

IF＞10分论文5篇，总IF=91.1；3篇他引＞15次，累计他引110次。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

广泛关注并得到积极正面评价，被Nature Neuroscience、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Fluids and Barriers of the CNS等顶级杂志引用和评述，被南京医科大

学、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脑科医院等单位应用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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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韩峰 1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组织、实施本项目，构建疾病动物模型，采用活体双光子可视化技术，检测“神经血管单元”动态变化规律。

在转基因荧光工具鼠、探针、病毒荧光标记示踪基础上，进一步与活体双光子成像技术结合，实现药物对重

大脑疾病病理过程中“神经血管单元”保护作用的动态监测。是“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创新点 2和

创新点 3的主要贡献者，是 8篇 SCI 论文（1-1、1-2、1-3、1-4、1-5、1-6、1-7、1-8）的通讯作者（含并

列），是知识产权（5-1、5-2、5-3、5-4、5-5）的发明人，是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7、5-9、5-10）的

主持人，是 1项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5-8）的主持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卢应梅 2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焦虑、抑郁症的神经环路结构和功能解析。是“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创新点 2

和创新点 3的主要贡献者，是 7篇 SCI 论文（1-1、1-2、1-3、1-4、1-5、1-6、1-8）的通讯作者（含并列），

是 4项知识产权（5-1、5-2、5-3、5-4）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忠 3 浙江大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 教授 校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神经环路结构和功能解析。是“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和创新点 2的主要贡献者，

并且参与完成创新点 3。是 3篇 SCI 论文（1-2、1-3、1-6）的通讯作者（含并列）。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秀秀 4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和创新点 2的主要贡献者。是 2篇 SCI 论文（1-2、1-3）的第一作者（含

并列），参与完成 1篇 SIC 论文（1-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新 5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发展了利用化学识别策略进行硝化应激相关标志物原位检测、动态示踪的方法，为相关新靶点的发现和新治

疗策略的验证提供了检测探针工具。是“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3的主要贡献者，是 1篇 SCI 论文（1-

7）的通讯作者（含并列），是 2项知识产权（5-2、5-3）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成坤 6 浙江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的主要贡献者，并且参与完成创新点 3。是 1篇 SCI 论文（1-4）的第一作

者，并参与完成 4篇 SCI 论文（1-1、1-3、1-6、1-8），是知识产权（5-1）的发明人，是 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5-7）的主要成员。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巧珍 7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教授 精神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参与完成 1篇 SIC 论文（1-3），是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

7）的主要成员。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邵玲小 8 浙江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2和创新点 3，是 1篇 SCI 论文（1-3）的第一作者，参与完成 2篇

SCI 论文（1-2、1-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美玲 9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1和创新点 2，是 1篇 SCI 论文（1-7）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蒋权 10 浙江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四、重要科学发现”的创新点 2和创新点 3，是 1篇 SCI 论文（1-3）的第一作者，参与完成 2篇

SCI 论文（1-4、1-8）。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为本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协调、完成，提供了科学技术、研究经费、仪器设备、办公场

所、人才培养等各类软件、硬件支撑。南京医科大学药学学科被列入江苏省第三批优势学科建设规划，本项

目实验依托于本校药学院江苏省心脑血管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基因药物技术中心，经过在神经精神药物药理

领域的多年稳定研究，已经完全具备开展本项目的仪器设备和关键技术平台，主要为：神经精神药理学实验

平台、分子生物学及成像实验平台、医药实验动物中心平台。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浙江大学在 2015 年至 2018 年，为申请人提供实施本研究计划所需的场地、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确保

本项目按照既定目标顺利实施。浙江大学医学部药理学科被列入“211 重点建设项目”，共建“985”平台，“重

大新药创制”平台。

单位名称 浙江中医药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浙江中医药大学为第 3完成人所在高校，为本项目提供了科学技术、研究经费、仪器设备、办公场所等各类

软件、硬件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