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申报奖种：中华医学科技奖 

 

2.项目名称：神经变性病的免疫-血管相关发病机制及诊疗新靶点 

 

3.推荐单位或推荐科学家：江苏省医学会 

 

4.推荐意见： 

该项目在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基金资助下，从神经免疫-血管相关因素入手，

利用大规模病例-对照研究，结合相关疾病模型，对 AD 和 PD 的发病机制进行了

深入研究，并为它们的诊疗提供了全新的靶点和理论依据。该项目实施过程中

已发表代表性论文 20篇，其中 SCI 论文 17篇，单篇最高 IF 为 6.19，＞5 的有

9 篇，累计 IF 达 68.86，被《Lancet Neurology》、《Nature Immunology》等国

外顶级学术期刊引用 386 次。该项目申报团队已入选江苏省卫计委十三五“科

教强卫工程”医学创新团队；项目负责人已获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

师奖，并被授予南京市科技功臣称号；项目研究骨干获美国神经病学协会颁发

的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ward，同时受著名生物学家 DJ Klionsky 教

授邀请，修订了新版《自噬研究操作指南》。该项目部分成果获 2017 年度江苏

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并在多家三级甲等医院推广应用，提高了应用单

位神经变性病的诊疗水平，促进了高危人群筛查工作的进行，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效益。项目申报单位的神经内科自 2014 年起主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神经变性疾病诊疗进展》，至今已举办 4 届，累计参会人数 1500 余人，进一

步推广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鉴此，对照《中

华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本单位推荐该项目申报 2019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和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为临床最常见、亦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神经变性病。其发病机制

目前尚不明确，缺乏有效的诊疗措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神经免

疫及血管相关因素是 AD和 PD发病机制中的共通环节。该项目响应国家对重大慢

性病的防治号召，在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基金资助下，从神经免疫-血管相关因



素入手，利用大规模病例-对照研究，结合相关疾病模型，对 AD 和 PD 的发病机

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为它们的诊疗提供了全新的靶点和理论依据，具体创新点

如下：  

1、AD的免疫-血管相关发病机制及诊疗新靶点：  

1）发病机制方面：发现免疫受体 TREM2 可调控小胶质细胞活化状态及功能

参与 AD 病理进程；首次证实脑内血管紧张素-(1-7)/Mas 通路的失活与 AD 病理

进程密切相关。 

2）诊疗新靶点方面：率先发现免疫相关基因 TREM2及 TREML2 为汉族人群 AD

的易感基因，确立了相关风险位点用于 AD的早期预警和诊断；首次发现 AD患者

外周血中血管紧张素-(1-7)水平可作为新的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标志物；率先发

现免疫受体 TREM2 可作为 AD治疗的新靶点。  

2、PD的免疫-血管相关发病机制及治疗新靶点：  

1）发病机制方面：首次发现脑内血管紧张素 II/AT1R通路可调控自噬/氧化

应激等途径促进多巴胺神经元凋亡。  

2）治疗新靶点方面：发现免疫受体 PPARβ/δ激动剂、AT1R拮抗剂及 AT2R

激动剂为 PD治疗的潜在有效药物。  

该项目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其中 SCI 论文 17 篇，单篇最高 IF 为 6.19

分，＞5 分的有 9 篇，累计 IF 达 68.86 分，被《Lancet Neurology》、《Nature 

Immunology》、《Brain》等国外顶级学术期刊引用 386次（其中他引 270次）。该

项目组已入选江苏省卫计委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医学创新团队；项目负责人

已获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并被授予南京市科技功臣称号；研究

骨干获美国神经病学协会颁发的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ward，同时受著

名生物学家 DJ Klionsky 教授邀请，共同制定了新版《自噬研究操作指南》。部

分项目成果已获 2017 年度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并在省内外多家大

型三甲医院中推广应用，提高了上述单位神经变性疾病的诊疗水平，获得了非常

显著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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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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单位，对

本项目的贡献 

1）姓名：张颖冬；排名:1；职称：主任医师、教授；行政职务：院长；工作单

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

人在本项目中负责课题的总体设计及实施，对“发现、发明或创新点（1）-（7）”

均有重要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该完成人以（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的 14 篇 SCI 论文（附件 4-2、4-3、4-5、4-6、4-7、4-9、4-10、4-11、4-12、

4-13、4-14、4-15、4-16、4-17）及 3 篇中文核心论文（附件 4-18、4-19、4-

20）。 

2）姓名：蒋腾；排名:2；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行政职务：无；工作单位：

南京市第一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

“发现、发明或创新点（1）-（7）”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

该完成人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12 篇 SCI 论文（附件 4-1、4-3、4-

4、4-5、4-6、4-7、4-8、4-9、4-13、4-14、4-15、4-17）及 1 篇中文核心论

文（附件 4-20）。 

3）姓名：田有勇；排名:3；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

该完成人对“发现、发明或创新点（6）-（7）”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持上述贡

献的证据为该完成人以共同第一作者/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 4 篇 SCI 论文

（附件 4-3、4-11、4-13、4-16）。 

4）姓名：佟强；排名:4；职称：副主任医师；行政职务：无；工作单位：淮安

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

“发现、发明或创新点（7）”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该完成

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1 篇 SCI 论文（附件 4-2）。 

5）姓名：吴亮；排名:5；职称：主治医师；行政职务：无；工作单位：南京市

第一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发现、

发明或创新点（7）”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该完成人以第一

作者身份发表的 2 篇 SCI 论文（附件 4-11、4-16）及 1 篇中文核心论文（附件

4-19）。 

6）姓名：时建铨；排名:6；职称：副主任医师；行政职务：无；工作单位：南

京市第一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发

现、发明或创新点（1）、（5）”做出了一定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该完成

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1 篇 SCI 论文（附件 4-10）。 

7）姓名：陆杰；排名:7；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行政职务：无；工作单位：

南京脑科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发

现、发明或创新点（7）”做出了一定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该完成人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1 篇 SCI 论文（附件 4-12）。 

8）姓名：高擎；排名:8；职称：医师；行政职务：无；工作单位：南京市第一

医院；完成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发现、发

明或创新点（6）”做出了一定贡献。支持上述贡献的证据为该完成人以共同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的 1篇 SCI 论文（附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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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一医院；排名：1；对本项目的贡献：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

该单位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场所、实验设备及配套资金，使本项目得以顺利完成。

该单位作为第 1 或主要完成单位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其中 SCI 论文 17 篇，

单篇最高 IF为 6.19，＞5的有 9篇，累计 IF达 68.86，被《Lancet Neurology》、

《Nature Immunology》、《Brain》等国外顶级学术期刊引用 386 次。依托该单

位，本项目申报团队已入选江苏省卫计委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医学创新团

队；就职于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已获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并

被授予南京市科技功臣称号；就职于该单位的研究骨干获美国神经病学协会颁

发的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ward，同时受著名生物学家 DJ Klionsky

教授邀请，共同修订了新版《自噬研究操作指南》。本项目部分成果获 2017 年

度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并在省内外多家三级甲等医院推广应用，

大幅提高了应用单位神经变性病的诊疗水平，促进了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的进

行，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该单位神经内科自 2014 年起主办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项目《神经变性疾病诊疗进展》，至今已举办 4 届，累计参会人数 1500 余

人，进一步推广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