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公示材料

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肝癌复发防治关键技术体系建立及应用

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陈钟教授项目组数年来致力于“肝癌复发防治关键技术体系建立及应用”。

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创新成果：一、在深入解析肝癌术后复发机制，精准识别

早期与晚期复发的危险因素。二、发掘与术后转移复发相关的新型分子标志物，

为肝癌的精准治疗提供新方向。三、对肝癌复发高危患者术前精准个体化干预，

显著降低复发风险。四、针对复发性肝癌患者，采取个体化序贯综合治疗策略，

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这些创新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肝癌复发机制，还

为复发性肝癌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本项目的代表性论文均发表

在国际主流期刊杂志上，在肝癌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研究成果在

全国多家医院应用，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和社会效益。

项目简介：

肝脏肿瘤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外科手术目前仍被认为是最有效且有根治

可能的治疗手段。肝癌术后高复发率和转移率始终影响着肝癌治疗的远期疗效，

精准识别高危复发患者，定期随访实现早期发现复发以及在复发后的做出正确

的治疗选择对于延长患者生命、优化治疗效果和提高生存质量至关重要。该项

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江苏省科技厅临床医技专项、南通市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建设等课题的资助下，针对临床疑难问题，开展大样本临床研究和

肝癌基因的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经过长期探索建立了肝癌复发防治

关键技术体系。



研究内容一：深入解析肝癌术后复发机制，精准识别早期与晚期复发的危

险因素。项目组首次发现术前乙型肝炎病毒 DNA 的高载量是肝癌早期和晚期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与复发后的较差生存率紧密相关。此外，具有肝癌

家族史的患者在根治性切除术后展现出更低的总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提示家

族遗传因素在肝癌复发中扮演重要角色。针对晚期复发，项目组的研究进一步

揭示了性别、肝硬化程度、多发肿瘤、卫星结节、肿瘤最大尺寸及血管侵犯情

况等因素均为其独立危险因素。项目组的研究发现，肝癌患者的高循环肿瘤细

胞（CTC）计数与手术切除后肿瘤复发有关。CTC 检测可以成为早期癌症检测、

预测复发或转移风险以及评估治疗反应的可靠且通用的手段。

研究内容二：发掘与术后转移复发相关的新型分子标志物，为肝癌的精准

治疗提供新方向。项目组首次发现 CD13 通过形成 CD13/HDAC5 复合物和调

节 NF-κB p65乙酰化促进肝癌进展和索拉非尼耐药。项目组首次发现高 URM1

表达的患者肝切除术后复发率更高，生存率显著降低，提示 URM1上调与肝癌

不良预后相关。研究发现。LINC00839 的高表达与较晚的临床分期、肿瘤低分

化和高 T 分期相关。尤其是在亚洲人群中, LINC00839 的高表达可能是预测肝

癌预后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研究内容三：对肝癌复发高危患者术前精准个体化 TACE 干预，显著降

低复发风险。项目组首次发现术前应用 TACE 可以减少高循环肿瘤细胞（CTC）

患者复发风险。术前 CTC状态可能是预测肝癌辅助 TACE 疗效的指标。研究

组通过倾向性多中心匹配分析研究发现术前 TACE 不会增加围手术期发病率

或死亡率，但与巨大肝癌肝切除术后 OS 和 PFS 的改善相关。

研究内容四：针对复发性肝癌患者，采取个体化序贯综合治疗策略，显著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项目组首次发现复发性肝癌在切除（RSR)和复发性肝癌射

频消融（RFA）在复发性 BCLC0/A 期肝细胞癌的治疗中具有相似的生存获益。

RFA 在住院时间和治疗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方面优于 R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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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陈钟，第一完成人，主任医师，教授，大外科科主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对项

目的贡献：构思、承担、负责并参加该项目的全部研究工作； 2、 负责课题设

计、实题验指导工作； 3、参与各关键步骤完成、实验结果整理； 4、 课题总

结，分析其研究结果； 5、书写和完成该项研究等; 6、参加研究成果推广， 撰

写与发表研究论文。

杨田，第二完成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病区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

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对项目的贡献：1、为本项目主要完成人，为项目成功完

成作出过重要贡献；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指导参与多中心研究影响肝癌预后

的相关因素； 3、分析研究结果，统计学处理，撰写与发表研究论文； 4、在多

家兄弟医院推广本项目研究成果。

杨欣荣,第三完成人，主任医师，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项目的贡献：

1、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对项目成功完成作出过重要贡献； 2、在实施过程中，

对 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等科研步骤，认真撰写研究论文，发表； 3、负责项目

进行推广工作：如学术会议交流，在多家兄弟医院得到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

会效益。

张宇，第四完成人，主治医师，讲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对项目的贡献：1、

本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承担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2、实施分子生物学实 验、

细胞生物学实验和动物实验； 3、统计学分析，建立检测方法； 4、参与项目临

床推广。

宋飞，第五完成人，主治医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对项目的贡献：1、本项目

的参与者之一，承担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2、实施分子生物学实 验、细



胞生物学实验和动物实验； 3、统计学分析，建立检测方法； 4、参与项目临床

推广。

王明达，第六完成人，副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1、项目的参与者之一，参与部分课题的设计及项目研究； 2、

参与整理分析研究 结果，统计学处理； 3、在多家兄弟医院推广项目研究成果；

4、撰写与发表研究论文。

常仁安，第七完成人，主任医师，副教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对项目的贡献：

1、参加该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2、研究复发相关分子在肝癌中的表达与预后

的关系， 3、项目推广，撰写研究论文，发表。

王斐然，第八完成人，主治医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对项目的贡献：1、项目

的参与者之一，参与了本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2、研究 URM1 在肝癌中 的表

达及与预后的关系； 3、统计学处理，检测方法建立，临床应用等,论文总结 发

表等; 4、项目推广，撰写研究论文，发表。

高成，第九完成人，住院医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对项目的贡献：1、参与该

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 2、研究术后转移复发相关的新型分子标志物; 3、参与

整理和分析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等; 4、项目推广，认真撰写研究论文，发表。



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是南通大学直属临床教学医院、江苏省卫健

委直属单位、苏中地 区的医疗保健中心、卫生部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国际紧急

救援中心，是一所集医、 教、研于一体的、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省属综

合性教学医院。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

围，包括研究人员的保障、研究场 地和研究设备的提供：1）本项目的主要完成

人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 2）本项目顺利完成所依赖的资金资助以南

通大学附属医院为依托单位而进行申报 的；3）本项目顺利完成所依赖的工作环

境——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中心，保障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4）

在本项目的完成过程中，科技处认真协调，全院通力合作，使科研工作进展顺利；

5）积极组织项目推广，使本项目在多家兄弟医院得到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

会效益。

第二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由我国肝胆

外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教授创建

并领导，是在 1956 年 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组、1978 年全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和

1996 年全国第一个肝胆外 科专科医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肝胆外科为特色的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展开床位 1500 张，是国内一次建

成体量最大的医院。现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全军肝胆外

科专科中心，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国家教育部和全军重点实验室，军队“重中

之重”建设学科，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包括研究



人员的保障、研究场地和研究设备的提供：1）本项目顺利完成所依赖的资金资

助以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为依托单位而进行申报的；2）本项目顺利完成所依

赖的工作环境，保障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 3）积极组织推广协作，使项

目在多家兄弟医院得到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第三完成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始建于 1937 年，是中国人创建和管理

的最早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之一。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预算管理单位，国家发展

改革委首批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试点单位。医院是复旦大学附属综合性教学医院，是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与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共管医院，也是上海市第一批三级甲等医院。在全国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医院始终名列前茅，连续多年获得最高评级“A++”。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包括研究人员

的保障、研究场地和研究设备的提供：1）本项目顺利完成所依赖的科研和工作

环境，保障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 成；2）积极组织项目推广，使本项目在多

家兄弟医院得到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第四完成单位：南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南通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交通运输部共建的综合性大学，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 高峰计划建设高校。学校综合实力在《2023 中国大学评价》

中列第 102 位，自然指数排名居内地高校第 76 位，ESI 列内地高校综合排名

列第 113 位。南通大学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包括研

究人员的保障、研究场地和研究设备的提供：1）本项目顺利完成所依赖的工作

环境，保障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2）在本项目的完成过程中，科技处认

真协调，通力合作，使科研工作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