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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主动健康驱动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多学科健康管理路径的构建与实施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随着肥胖及其相关代谢综合征全球化的流行趋势，我国NAFLD患病率高达29.2%，且仍然处

于增长趋势，NAFLD现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脏疾病。NAFLD是终末期肝病及严重心脑血管疾

病病因链上的关键环节，但因其起病隐匿，无明显临床症状，近2/3的患者肝酶在正常范围，故

未能引起患者甚至医务工作者的重视，也无规范化的NAFLD管理体系。

  本项目立足于体检人群建立NAFLD风险筛查及管理路径，自主设计了一套涉及NAFLD发生发

展独立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建立多学科合作下的基于多组学的NAFLD筛管体系。立足

“主动健康”理念，强调“早期识别、有效监测、精准评估和主动干预”，构建NAFLD的多学科诊

疗模式和主动健康管理平台，实现NAFLD的风险分层和分级管理，提高NAFLD的管理效能。

  本项目成果具有实用性和创新性，可推广至各级医疗机构，建立区域NAFLD“防-筛-管”标准，

为NAFLD防治健联体实施落地提供参考方案。借助医疗数据平台及远程设备可为实现规范化

NAFLD筛查管理打下基础，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公共卫生价值。拟推荐申报 2024年中华医学

科技奖。

项目简介   慢病防控是国家长期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等均

强调重视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健康管理能力。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快速转变以及人口老

龄化问题日益凸显，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病率已高达30%，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

病，其可进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及终末期肝病，同时还与多种肝外疾病关系密切，临床危害巨

大，不过若早期筛查、早期干预的话，NAFLD是可以逆转的。目前在NAFLD管理过程中存在问

题：(1)NAFLD起病隐匿，无明显临床症状，且近2/3的NAFLD患者肝酶是正常的，未能引起

足够重视，患者疾病认知、干预依从性和主动健康管理意识薄弱；(2)如何对 NAFLD患者实施分

层分级管理也是亟需解决的临床问题和慢性肝病防控的关键。结合上述问题，鉴于NAFLD作为一

个与多系统代谢紊乱密切相关的肝脏疾病，其管理需要多学科协作（MDT），我们基于前期建立

的多学科合作模式，立足“主动健康”理念，强调“早期识别、有效监测、精准评估和主动干预”，

构建NAFLD的多学科诊疗模式及主动健康管理平台，实现NAFLD的风险分层和分级管理，提高

NAFLD的管理效能。

  本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如下：1、系统挖掘 NAFLD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本项目从遗传-环境-

行为因素三个维度系统探索 NAFLD发生发展的高危因素，并结合NAFLD与代谢性疾病和心血管

疾病的关联性，为NAFLD疾病进展早期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依据。2、基于数字化平台整合流行病

学及健康检查数据：本项目依托院校合作的健康管理队列问卷-体检-随访数字化平台对 NAFLD

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涉及人口学、影像学和血液生物标志物等多个维度，探讨疾病发生发展机制，

将 NAFLD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有机整合，做到精准预防、精准诊断、精准治疗。3、将主动健

康管理模式纳入规范化NAFLD筛查和管理：立足“主动健康”理念，构建一条基于多学科诊疗的

体检人群NAFLD风险评估及管理路径，打造 NAFLD主动健康管理平台,提升 NAFLD管理的广度

和精度，推动NAFLD 早期干预的有效落地。同时推广应用到不同类型 NAFLD的强化管理中，如

本项目在瘦型 NAFLD患者中开展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的 MDT模式，经干预3个月后，瘦型

NAFLD患者代谢指标得到显著改善。

  项目组实施现场落地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自2019年 1月1日至2021年 12月



31日，按标准路径筛查受检者9707例，检出 NAFLD患者 5388例（检出率高达 55.51%），其

中瘦型 NAFLD患者 188例（3.49%），均进行分层和分级健康管理。本项目成果已在南京、苏

州、扬州、宿迁等地多家医院推广应用，同时与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开展了瘦型

NAFLD运动干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项目组也构建了基于遗传-环境-行为因素和分子生物

学检测的NAFLD早期预警机制，并在本课题负责人参与搭建的“脂肪肝健康管理云服务平台”基

础上优化，建立NAFLD主动健康管理平台，有效提升 NAFLD早筛率、早诊率和早干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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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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群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设计、组织和实施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该完成人作为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

学科健康管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对体检人群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早期筛查及管理工作的落地实践与宣传推

广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代表作 1、2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军 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原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该完成人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多学科诊疗专家组成员，负责项目设计、组织和实施工作，研究成果对于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早筛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是代表作 6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雯 3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项目设计、组织联络工作，负责项目具体的实施工作。在研究数据和文章撰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

代表作 1、2、7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吕凌 4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党委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该完成人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多学科诊疗专家组成员，承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肝纤维化的基础研究及

相关课题的指导，研究成果对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病因探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是代表作 3、9、10的通讯

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宋词 5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充分发挥流行病学专业优势，对研究数据进行整理，形成数据库，负责结果数据的分析及相关文章撰写等工



贡献 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余成啸 6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项目调查问卷的设计及筛查路径的具体实施，对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范竹萍 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该完成人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多学科诊疗专家组成员，拟定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者风险评估及随访建议，

研究成果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健康管理有很好的指导建议，是代表作 4、5、8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荃荣子 8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充分发挥影像专业优势，为本项目提供肝脏相关疾病影像学成像及诊断等技术支持。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课题研究实施过程中，我院给予了大力的关注和支持:1) 为本项目的完成提供了足够的实验条件和工作环

境，充分扩大利用校内外及兄弟医院合作，积极组织课题申报工作，从多种渠道争取科研经费。2)为本项目

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和科学指导，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3)为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

人才支撑，同时确保项目在人才培养上的延续性。4）重视健康管理中心学科建设，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

在学科带头人带领和科室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健康管理中心连续 2年在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中位列健康管

理专科全国第 3位，获批江苏省“十四五”医学重点学科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首批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建医学院校，教

育部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高校，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 A 类建设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

本项目研究实施过程中，为本项目的完成提供技术指导和人才支持。

单位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目是一个学科门类齐全，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获批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健康管理示范基地旗舰单位“，

获得“2018届三级医院健康管理（体检）机构 100 强”称号、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学科建设奖”等。

消化科系国家重点学科牵头单位（1989 年起至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卫生部重

点实验室）、国家 211工程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卫生部消化内科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消化内科

临床医学中心和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A 类）、上海市消化内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作为主要完

成单位之一，本项目研究实施过程中，为本项目提供了指导建议和人才培养建议，并与本中心合作多种全国

多中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