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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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关节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与转化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群生活工作模式的转变，包括骨关节炎和椎间盘退变在内的关节

退行性疾病的全球发病率不断增加，且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对患者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

担。发病机制的不明确导致目前临床上尚无有效控制病情的药物。针对此现状，申请人团队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临床问题出发，以表观遗传学的角度，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在脊柱

退行性变和骨关节炎中发现了有巨大临床转化潜力的治疗靶点，揭示了关节退行性病变的表观遗

传学驱动因素和具体的分子机制，并通过构建了精准靶向的纳米药物载体，为关节退行性变的精

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该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相关成果被领域内顶

级期刊重点评述。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8，最高被引164次，ESI高被引论文1篇，为该邻域的

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有重大科学价值。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根据对

推荐项目的主要科学发现、科学价值、科学界公认程度及对完成人等情况的了解，参照中华医学

科技奖申报和推荐基本条件，我单位推荐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关节退行性疾病呈日益增多的趋势，给患者和社会带来沉重的

经济负担。因此，对疾病的发病机制进行深入探究，寻找更有效的治疗靶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社会价值。骨性关节炎（OA）与椎间盘退行性病变（IDD）是最常见的关节退行性疾病。针

对此现状，申请人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临床问题出发，以表观遗传学的角度，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关节退行性病变的发病机制，发掘了有巨大临床转化潜力的治疗

靶点，为关节退行性变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1.发现关节退行性疾病的新治疗靶标：基于临床样本和基因编辑动物，发现了 miR-141在髓核

细胞衰老和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Nat Commun 2018，论文1-2）。此外，我

们筛选了骨关节炎进展中的关键miRNAs，发现 miR-218-5p在骨关节炎软骨中与退变的严重程

度正相关（Mol Ther 2017，论文1-3）。更进一步，基于不同病程的临床样本和基因编辑动

物模型，我们发现 miR-141/200c 基因簇在软骨衰老和骨关节炎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Ann Rheum Dis 2021，论文1-1）。

2.揭示关节退行性疾病的新发病机制：我们进一步深究了关节退行性疾病的分子机制，揭示了软

骨衰老的表观遗传驱动因素。我们发现 miR-141通过调控SIRT1/NF-κB信号通路参与髓核细

胞衰老。而在骨关节炎中，miR-141/200c以8mer 方式调控Sirt1 基因，影响IL-6/ 

STAT3通路，调控骨关节炎病程（Ann Rheum Dis 2021，论文1-1）。

3.开发了关节退行性疾病的新治疗策略：缺乏有效的递送载体是目前小RNA 难以进入骨关节炎

临床前期研究的主要原因。我们首次建立了稳定针对软骨细胞表面受体的适配体筛选体系。针对

软骨组织孔隙小及带有大量负电荷这一特性，我们首次构建了搭载了软骨细胞适配体的小直径、

带有正电荷的纳米载体来递送小RNA 进入软骨细胞。并证实该药物载体相比于传统纳米颗粒，

能够特异性识别软骨细胞表面受体，稳定、快速、高效的渗透入深层软骨组织，进入软骨细胞，

达到治疗效应，有望成为关节腔给药的靶向递送系统，为骨关节炎的基因治疗提供了前期理论基

础（Ann Rheum Dis 2021，论文1-1）。

该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和 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等期刊上。相关成果被 Nature Reviews Rheumatology及

Osteoarthritis Cartilage等领域内顶级期刊 highlight评述。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8，

最高被引163次，ESI高被引论文1篇。总的来说，该项目从转录后调控层面，揭示椎间盘退行

性病变与骨关节炎进展的分子机制，并通过创新性的构建软骨特异性靶向的小分子载药体系，实

现了骨关节炎药物精准递送，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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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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明亮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主任医师 科技处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主要科学发现第 1、第 2 项、第 3项的统筹全部项目内容，设计项目的技术路线和实验，纳米

材料设计和合成，论文的撰写和发表， 国自然项目的申报。论文 1-1，1-2的第一作者。 1-3 项的共同第一



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972105）和青年项目（81601916）资助。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陆军 2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任医师,副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贡献为辅助设计科学发现第 1、2、3项的实验路线设计，负责第 3项部分适配体的构建及纳米材料合成。

为论文 1-1、1-2 的通讯作者。 1-3的共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超 3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科学发现第 1项中的临床样本的收集和统计，部分数据的分析，代表性论文 1-2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学军 4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科学发现第 1 项部分实验动物影像学拍摄和数据整理分析以及科学发现第 3项的纳米材料表征及鉴定，

是代表性论文 1-2，1-3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林禹丞 5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科学发现第 1 ，2项中部分实验中的动物模型麻醉及构建，第 3项实验动物纳米载药颗粒关节腔注射，

组织学切片及染色。为论文 1-1的共同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该项目依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完成，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双一流”A类、“985工程”、“211 工程”重点

建设大学东南大学的附属医院。拥有“发育与疾病相关基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分子影像与功能影

像重点实验室”以及“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研究纳米技术及相关材料的设备。申报人所在的骨

科是江苏省首批重点专科，拥有建设多年的骨科实验室，依托上述重点实验室和医院多年建设完成的科研平

台和设备，顺利完成该项目并取得国际领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