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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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心脏病分子靶标的基础研究和治疗方式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死亡的第一疾病，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治疗方式的前移，心血管疾病的外科治

疗面临重大挑战。以高龄、缺血性心脏病和终末期心脏病为主要构成的心血管危重症也亟需创新

性的综合诊疗，以降低危重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提高生存率和改善生活质量。申请人团队致力

于重症心脏病创新治疗策略的研究及应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点1. 综合应用干细胞注射联合冠脉搭桥技术，治疗重症缺血性心肌病，从动物模型到注册

临床研究，探讨新的干细胞治疗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突破。创新性地利用胶原搭载间充质干细胞，

iPSC 诱导分化的心肌干细胞作为治疗心肌梗死后缺血性心脏病的细胞来源。结合小动物模型，

食蟹猴大动物模型探索了干细胞治疗心肌梗死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并且进行了第一项临床试验，

结果发现干细胞疗法安全且有效，这为临床治疗心肌梗死提供新的思路。

创新点2. 改良和创新了多种针对重症缺血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手段，如室壁瘤的改良重建、合

并室间隔穿孔的修复、缺血性二尖瓣反流的修复等。自该类技术运用开展后，治疗重症缺血性心

脏病和终末期心脏病；应用围术期机械辅助（IABP、ECMO 及心室辅助等），改善重症缺血性心

脏病终末期治疗状态，提高生存率。并发现了薯蓣皂苷可以增加血管新生改善心脏缺血损伤后的

心功能。

创新点3. 基于干细胞治疗效果，探索一系列miRNAs 在心脏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张辰宇教授与

王东进教授联合阐明了 miR-19b/-221/-222 等一系列miRNAs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发现

靶基因 PGC-1α 在心脏疾病中的中的作用，以能量代谢关键因子PGC-1α 为研究靶点，创新性

地发现了其在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心脏病基础病因）、缺血缺氧性心脏病中的调控作用，证实

了其作为治疗靶点的优异性和突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平滑肌细胞PGC-1α 特异性转基因兔模

型，验证了PGC-1α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并有望转化为临床治疗策略。

系列成果发表在Circulation Research、JAMA Network Open、Cell Research 等高

水平期刊，全国多家医院及中心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推动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心脏

外科成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与各完成单位培养青年拔尖等以及南京市医学杰出青

年人才5 人，培养研究生35 名，为提升我国重症心脏疾病的技术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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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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进 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总负责人，提出项目相关的科学问题，主持项目相关所有课题设计，组织项目中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实

施，论文撰写的总负责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辰宇 2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项目相关所有课题设计，组织项目中基础研究的实施，论文撰写的负责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薛云星 3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项目相关成果“突破性揭示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能量

代谢中的重要作用和治疗价值”中的多数研究，证实了 PGC1α 是心肌能量代谢、尤其是心肌代偿性改变的关

键因素，并提出其对于心血管疾病早期防护的重要作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姜晓宏 4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项目相关成果“突破性揭示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多数研

究，证实了 PGC1α 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并提出其对于心血管疾病早期防护的重要作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强 5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揭示了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心脏病中的作用。系统性构建重症缺血性心脏病

临床综合治疗体系，改良和创新了多种针对重症缺血性心肌病的外科治疗手段，如室壁瘤的改良重建、合并

室间隔穿孔的修复、缺血性二尖瓣反流的修复等，自该类技术运用开展后，显著降低了外科治疗死亡率，提

高了围术期成功率和提高了生存率，改善了患者生活质量。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戴建武 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研究者，基于动物实验结果，开展了利用胶原搭载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人心肌梗死的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再次验证了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孔垂玉 7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研究者，突破性揭示血管新生在缺血性心脏病中的具体机制。明确了薯蓣皂苷作为一种新的促

血管新生药物可以通过上调 lncRNA MANTIS 的表达从而促进血管新生基因的表达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庄皓舜 8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研究者，突破性揭示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治疗价值，发

现 PGC1α 通过NRF1/miRNA-378a 轴参与了 FFA 诱导的平滑肌细胞的增殖、迁移以及炎症反应。靶向关键

的调节因子将有助于阻止平滑肌的表型转化，实现对疾病的早期预防。并创新性地构建了兔平滑肌细胞 

PGC1α 转基因模型，并验证了 PGC1α 高表达可显著有效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进展。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燕南 9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研究者，基于动物实验结果，开展了利用胶原搭载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人心肌梗死的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再次验证了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姜绮霞 10 上海市同仁医院 上海市同仁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研究者，突破性揭示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治疗价值。构

建了兔平滑肌细胞 PGC1α 转基因模型，并验证了 PGC1α 高表达可显著有效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进展。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悉煜 1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

楼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研究者，创新性应用干细胞作用方式和干细胞种类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利用 iPSC 构建了疾病细

胞模型，为后续缺血性心脏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自主开展的“ 重症心脏病分子靶标的基础研究和治疗方式的临床研究及应用”项目，针对重症缺血性

心脏病，从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机制的创新性研究、干细胞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突破性研究和临床应用、以

及重症缺血性心脏病的外科治疗方式和围术期治疗等方面入手，揭示了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

样硬化中的角色和治疗作用，突破性应用干细胞种类和作用方式，并开展了国际领先的多项干细胞治疗缺血

性心脏病的临床研究，同时改良了外科治疗重症缺血性心脏病的手术方式、建立了围术期处理流程和规范，

提高了重症缺血性心脏病的围术期治疗成功率、显著降低了死亡率和提高了远期生存率。自项目开展及应用

以来，本单位进行相关研究，发表研究成果;开展临床试验，改良及完善临床治疗方式、流程，使得重症缺

血性心脏病的手术量和治疗成功率都位居国际领先地位。

单位名称 南京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参与开展的“重症心脏病分子靶标的基础研究和治疗方式的临床研究及应用”项目，针对重症缺血性心

脏病，从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机制的创新性研究揭示了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角色

和治疗作用。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参与开展的“重症心脏病分子靶标的基础研究和治疗方式的临床研究及应用”项目，针对重症缺血性心

脏病，从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机制的创新性研究、干细胞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突破性研究等方面出发，基于

动物实验结果，开展了利用胶原搭载间充质干细胞治疗人心肌梗死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验证了其安全性及

有效性。



单位名称 上海市同仁医院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参与该项目主要揭示能量代谢关键因子 PGC1α 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重要作用和治疗价值，并创新性

地构建了兔平滑肌细胞 PGC1α 转基因模型，并验证了 PGC1α 高表达可显著有效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

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