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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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直肠癌精准诊断靶标体系创新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消化系统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具有高发病

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鉴于这一严峻挑战，该项目组长期致力于CRC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在以下

三个关键领域取得显著进展：1）揭示CRC转移新机制。研究LOXL1通过YAP信号通路、Dvl2

乙酰化K68位点通过其同源多聚物的形成激活Wnt信号通路、miR143-3p通过靶向ITGA6和

ASAP3、Hsa_circ_101555竞争内源性miR-597-5p RNA等揭示具体分子靶点在CRC转移中

的作用机制（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Cell Commun Signal.；Cancer 

Sci.；Oncogene）。2）探究CRC治疗新策略。发现表观遗传修饰复合物对肿瘤免疫逃逸具有

重要作用价值，联用CCR2及CXCR2抑制剂可增强EZH1/2抑制剂的临床获益，进而改善表观遗

传相关药物的治疗效果。发现1α,25（OH）2D3通过激活依赖维生素D受体的肿瘤细胞中的

NADPH氧化酶-ROS-凋亡轴促进放射治疗增敏作用，该发现极大程度的增加 CRC的治疗效果

（Gut；Front Pharmacol.）。3）构建精准诊断新平台。通过数字病理科的建设及应用，显

著提升病理诊断的精确性和效率，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AI）辅助细胞学诊断已在临床普及应

用，本单位收益近 600万元；组织学层面，AI辅助 CRC诊断以实现接近 100%的诊断准确率

（Comput Med Imaging Graph.；四川大学医学版）。这些成果得到业内同行包括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Hepatology、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等

杂志的广泛认可。基于以上成果，本单位一致推荐该团队申报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在过去的10年中，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的平台上，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项目的持

续资助，项目组专注于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的诊疗新靶标和其背后的分子

机制，以及临床转化的治疗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 CRC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策略，推动该领域的持续进步。

1、揭示CRC恶性进展新机制

1）发现新型生物标志物LOXL1：项目组发现LOXL1在CRC组织及其肝转移组织显著低表达。

并发现LOXL1通过抑制YAP信号通路抑制CRC肝转移。值得注意的是，缺失分泌信号肽的

LOXL1其在抑制YAP活性方面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2）阐述 miR143-3p在CRC中的作用：研究表明 miR143-3p在CRC及其转移组织中均表达下

调，并主要通过抑制ITGA6和ASAP3表达，抑制CRC的恶性进展及转移。相关成果被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等主流期刊引用评价50余次。

3）揭示Dvl2乙酰化K68位点的作用：项目组发现Dvl2蛋白在CRC组织中乙酰化修饰的K68

位点表达水平升高，且促进Dvl2的同源多聚体形成，进而激活Wnt信号通路，促进CRC的进展，

阐明 Dvl2乙酰化K68位点在CRC中的促癌作用。

4）阐述 circRNA在CRC的病理学和临床治疗中的价值：项目组发现hsa_circ_101555在

CRC中上调，且其作为 miR-597-5p的竞争内源RNA，上调 CDK6和RPA3促进CRC进展。相关

成果被Molecular cancer等主流期刊引用评价近 70次。

2、探究CRC治疗新策略

1）探究靶向EZH2治疗新方向：PRC2复合物介导 H3K27me3修饰，EZH1/2是执行酶活的关键

分子并促进肿瘤的恶性表型。本文发现抑制EZH2功能可促进多种炎症因子表达，募集 TAM及



MDSC细胞，促进CD8 T细胞免疫耗竭，表明 EZH2抑制剂可介导免疫逃逸微环境的形成，降低

其药物疗效。因此，通过与CCR2及CXCR2等趋化因子受体抑制剂联用可显著增加 EZH2抑制剂

的临床获益，改善表观遗传相关药物的临床现状。相关成果被 Hepatology、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等主流期刊引用评价50余次。2）1α,25（OH）2D3的作用及其

逆转策略：项目组发现1α,25(OH)2D3可显著增强维生素D受体依赖的肿瘤细胞对放疗的敏感

性，为 CRC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这一增强效应主要通过激活NADPH氧化酶-ROS-凋亡轴来实

现。该研究成果在扩展CRC治疗策略和提升治疗效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3、构建精准诊断的新平台

1）数字病理科平台的构建：AI辅助细胞病理诊断技术已纳入日常诊断实践，自 2018年1月 1

日起正式收费使用起，累计应用病例 18924例，收益近 600万元。

2）AI辅助组织学诊断：以CRC为重点及试点，与中国药科大学合作完成1000例样本的扫描与

分析，取得接近 100%组织层面诊断正确率，预示AI技术在CRC诊断及精准医疗领域的巨大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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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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凌川 1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指导并规划整个项目的进展与研究方向；在结直肠癌分子机制探究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1的第一作者）；

在人工智能辅助结直肠癌的诊治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6及 6-1-8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林 2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结直肠癌分子机制的探究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2、6-1-4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玉红 3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治医师,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结直肠癌分子机制的探究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4的通讯作者）；在人工智能辅助结直肠癌的病理诊断

方向做出贡献（参与附件 6-1-6、6-1-8的具体实验实施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廖俊 4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人工智能辅助结直肠癌病理诊断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6的通讯作者；附件 6-1-8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支巧明 5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结直肠癌发生机制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畅磊 6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结直肠癌治疗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多伟 7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结直肠癌的治疗方向做出贡献（附件 6-1-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山 8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诊断组组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人工智能辅助结直肠癌病理诊断方向做出贡献（参与附件 6-1-6的实验操作工作）。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医院是三级甲等医院，为江苏省卫计委直属的省级重点医院、苏南地区医疗指导中心。连续四年位居中国

地级市医院百强榜首。医院全职聘任及兼职聘任教授近百名，具有丰富的基础科研及临床资源，为本项目的

顺利完成提供物质、人员、经费及平台支撑，积极参与项目的管理与督导。

单位名称 苏州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合作进行结直肠癌分子机制的探究；

2、合作进行结直肠癌治疗背后的分子机制探究。

单位名称 中国药科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合作进行结直肠癌治疗背后的分子机制探究；

2、合作进行人工智能辅助结直肠癌病理诊断方向的基础研究及平台搭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