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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核素心血管功能分子影像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居民的首位死因。核素心血管显像作为无创功能分子影像的主要方法之一，对心血

管疾病的诊断、危险分层和治疗决策有重要价值。针对核素心血管显像技术单一、定量技术不足、临床应

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项目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以提高核素心血管功能分子影像精准

诊断及应用为目的，以解决心血管疾病诊疗中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围绕核素心血管功能分子影像技术创

新及推广应用开展了深入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1）创建基于核素心血管显像的多维度、多模态冠

心病精准诊断和危险分层新技术，为冠心病精准治疗提供依据。（2）创立基于核素心肌显像评估肿瘤放化

疗所致心脏损伤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为肿瘤放化疗所致心脏损伤的早期精准诊断提供新指标、新靶点。

（3）创建存活心肌检测的新方法、新方案、新标准，精准指导冠心病血运重建。（4）建立核素心肌功能

定量评价新方法及新应用，显著提高了心血管疾病诊断、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的能力。 
该项目发表论文86篇，其中SCI收录37篇，中华系列论文49篇。10篇代表性论著总IF:61.1，包括核医学

顶刊JNM、EJNMMI，最高IF:10.6，总他引180次。主持编写中国首部《核素心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举

办17期国家级继教班，培训了1000余名核医学专业人才，创新技术推广至23个省100余所医院，有力推动了

我国心脏核医学的发展，造福心血管疾病患者。 
该项目符合推荐条件，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完成人员排序争议，单位和项目完成人均承诺不存在学

术不端和科研失信问题。同意推荐2024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核素心血管显像是重要的无创功能分子影像，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危险分层和治疗决策有重要价

值。针对核素心血管显像技术单一、定量技术不足、难以满足心血管疾病精准诊疗的需求等突出问题，项

目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围绕核素心血管功能分子影像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开展了深入

研究，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1、创建基于核素心血管显像的多维度、多模态冠心病精准诊断和危险分层新技术。应用18F-NaF（氟

化钠） PET/CT冠状动脉（冠脉）斑块显像，创建基于18F-NaF靶向易损斑块微钙化的冠脉斑块四种新分

型，改变了30%有创腔内影像学 IVUS对冠脉斑块的危险分层，《Circulation》副主编评论“更接近粥样硬

化斑块易损性的根本原因”。 国内率先开展PET心肌血流绝对定量技术，显著提高了我国冠脉微血管疾病

的诊断水平，并发现“超常射血分数” 和“腹型肥胖” 两个冠脉微血管疾病高危新表型。创建SPECT/CT
心肌灌注联合CT钙化积分和心外膜脂肪容积“一站式”多模态显像技术，弥补了心肌灌注显像对冠心病的

诊断和危险分层的不足，诊断灵敏度提高15%。 
2、创立基于核素心肌显像评估肿瘤放化疗所致心脏损伤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创新应用13N-NH3心肌灌

注和18F-FDG心肌葡萄糖代谢显像探测放疗所致心脏损伤，发现损伤早期心肌葡萄糖代谢和血流灌注增

加、其后持续减低的影像表征，揭示受累心肌从微血管扩张、线粒体损伤到心肌细胞坏死及间质纤维化的

病理演进机制，成果被JCO等国际顶刊杂志引用，并被评价：“为放射性心脏损伤提供了新机制和新理

论”。建立基于左心室收缩不同步和心肌18F-FDG摄取增加是早期诊断化疗所致心脏损伤的新方法和新指

标，早于现有方法（LVEF减低）。 
3、创建存活心肌检测新方法、新方案、新标准。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常规18F-FDG PET存活心肌显

像成功率低（不足50%），创建曲美他嗪介入调糖法，显像成功率显著提高（成功率98%），国际同行评

价：“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存活心肌检测的有效新方法”。创建基于SPECT门控心肌灌注显像（GMPI）
结合心肌功能评价存活心肌的新方法（授权发明专利），简便易行，准确性约85%，检查费用较“金标

准”18F-FDG PET法节约80%，为基层医院提供了存活心肌评价的解决方案，国际同行述评“具有重要的

现实可行性”。建立了18F-FDG代谢显像存活心肌节段数≥3是准确预测血运重建术获益的定量标准，精准

指导冠心病血运重建。 
4、建立核素心肌功能定量评价新方法及新应用。创建核素心肌葡萄糖代谢显像评价缺血性心肌病左心

室收缩同步性的新技术，写入欧洲《心力衰竭心血管成像适用标准》。创建以核素心肌灌注显像左室收缩

不同步判断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预后的新方法，优于传统预后判断的指标，国际同行评论：“其可预测心衰

患者心源性死亡的风险”。发现基于核素心肌显像的非梗死区心肌增厚率异常是心肌梗死左室重构的独立

影响因素，为左室重构的防治提出了新方向，国际同行评价“局部室壁增厚可更好地识别非心肌纤维化所

致左室功能障碍”。 
该项目发表论文86篇，其中SCI收录37篇，中华系列论文49篇。10篇代表性论著总IF:61.1，包括核医学

顶刊JNM、EJNMMI，最高IF:10.6，总他引180次。主持编写中国首部《核素心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举

办17期国家级继教班，培训了1000余名核医学专业人才，创新技术推广至23个省100余所医院，有力推动了

我国心血管核医学的发展，造福心血管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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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0 1 0087485.8 2023-07-18 存活心肌评价方法 
王跃涛，张飞飞，王建

锋，邵晓梁，孙永红，

邱春 

2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23SR0212776 2022-10-10 

冠状动脉周围脂肪PET/CT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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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V1.0 

邵晓梁，王跃涛，张飞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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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王建锋，王跃涛，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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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涛 1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负责项目研究方案的

制定、实施以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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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2、3、4、

7、8、10 的第二完

成人；是主持制定

《核素心肌显像临床

应用指南》及 2 部

专家共识的主要贡献

者。 

李思进 2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负责项目研究方案的

制定和项目实施。是

创新成果一的第 

1 、2项、创新成果

二的第 1、2 项的主

要贡献者，是代表性

论著 2、3、5、7、9 

的通讯作者、代表性

论著 8 的参与者；

是主持制定《核素心

肌显像临床应用指



南》及 2 部专家共

识的主要贡献者。 

杨敏福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负责项目研究方案的

制定和项目实施。是

创新成果四第1、2项

的主要贡献者，是代

表性论著 4、10的通

讯作者、代表性论著

5、 8 的参与者；是

主持制定《核素心肌

显像临床应用指南》

及 2 部专家共识的

主要贡献者。 

王建锋 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

师 
科副主任 

是创新成果一第 3 

项、创新成果二第 3 

项、创新成果三、创

新成果四的主要参与

者。 是代表性论著 

1、6、8、10的参与

者； 是主要知识产

权 3、4 的第一完成

人；主要知识产权 

1、10的第三完成

人；主要知识产权 6 

的第四完成人。 

武志芳 5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是创新成果一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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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第 1、2 项的主

要参与者。 是代表

性论著2、3、5、7、 

8、9的的参与者。 

邵晓梁 6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是创新成果一第 3 

项、创新成果二第 3 

项、创新成果三、创

新成果四的主要参与

者。 是代表性论著 

1、6、8的参与者；

是主要知识产权 2 

的第一完成人；主 

要知识产权 7 的第

三完成人；主要知识

产权 1 的第四完成

人。 

李莉 7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副教授 无 

是创新成果一第 1 

项的主要贡献者；是

创新成果一第2项、

创新成果二的主要参

与者。是代表性论著 

1 的第一作者，代表

性论著 5 、7的参与

者。 

张飞飞 8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无 

是创新成果三第 2

项、创新成果四第 3 

项的主要贡献者；是



创新成果一第3 项、

创新成果二第 3 

项、创新成果三第 1 

项、创新成果四第 1 

项的主要参与者。 

是代表性论著 8 的

第一作者，代表性论

著 6 的共同第一作

者，代表性论著 1的

参与者； 是主要知

识产权 7、8、10 的

第一完成人；主要知

识产权 1、5、6、9 

的第二完成人；主要

知识产权 2 的第三

完成人。 

王丽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副主任医

师 
无 

是创新成果四第1、2

项的主要贡献者，是

代表性论著 4、10的

第一作者； 

俞雯吉 10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医师 无 

是创新成果一第 3 

项的主要贡献者；是

创新成果三第 2 项

的主要参与者。是代

表性论著 1 的第一

作者，代表性论著 8

的参与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排名 单位名称 对本项目的贡献 

1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创新成果一的第 3项、创新成果二的第 3 项、创新成果三、

创新成果四做出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著1、4、6、8、10的通讯单

位；是主要知识产权 1、2、3、4、5、6、7、8、9、10 的所有权单

位；是主持制定《核素心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及 2 部专家共识的主

要贡献单位 

2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创新成果一的第 1 、2项、创新成果二的第 1、2 项做出突

出贡献，是代表性论著2、3、5、7、9的通讯单位；是主持制定《核素

心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及 2 部专家共识的主要贡献单位。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对本项目创新成果四的第1、2项做出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著 4、10

的通讯单位；是主持制定《核素心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及 2 部专家

共识的主要贡献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