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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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及脂代谢异常精准诊疗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肥胖及脂代谢紊乱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密切相关。由于患

者临床异质性大，治疗手段效果不一，亟需建立精准评估体系对肥胖及脂代谢异常患者进行分型

分类，并探索新的治疗靶点，以实现个体化治疗和有效防控。项目组历时 12 年建立了肥胖与脂

代谢专病队列，从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到临床表型，开展基于肥胖和脂代谢异常的精准评估

及干预研究，建立了肥胖及脂代谢异常的预警和分型的新指标体系、取得系列成果：

（1）团队参照国际标准建立了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清除率的精准评估技术，并进行改良和优化。

首次在同一个队列中同时比较口服葡萄糖耐量、静脉葡萄糖耐量、葡萄糖钳夹评估胰岛素清除率

的准确性，明确了可以利用OGTT 试验获得 C 肽与胰岛素曲线下面积比来评估胰岛素清除率，

该方法更加方便实用，与葡萄糖钳夹技术直接测定获得胰岛素清除率相关性良好，可在大样本人

群研究中应用，该工作填补了胰岛素清除率评估应用的空白（Diabetes Care, IF17.16）。

（2）开展肥胖代谢健康到代谢异常演变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因素相关研究。①首次提出胰岛素清

除率降低可能是肥胖高胰岛素血症发生发展的始动因素。②首次在肥胖人群中发现血清胆汁酸水

平与胰岛素清除率相关，尤其是牛磺脱氧胆酸和甘氨脱氧胆酸参与调节胰岛素的清除

（Diabetes Care，IF17.16）；③发现鞘脂类小分子标志物与胰岛素抵抗显著相关，可作为

肥胖代谢异常的预测因子（Diabetes Res Clin Pract，IF 8.18）。

（3）组建肥胖多学科诊疗代谢协作组，开展肥胖分级诊疗，参与制定《基于临床的肥胖症多学

科诊疗共识》，首次提出“陪伴式体重管理”模式，牵头国内多中心研究；建立的代谢手术治疗肥

胖及 2 型糖尿病相关技术，获得“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4）建立生物样本库，筛选肥胖、脂代谢紊乱相关致病基因，结合代谢表型与遗传因素对肥胖

及脂代谢异常进行诊断、分型。①已发现 34 个代谢健康肥胖与 代谢异常肥胖内脏脂肪差异表

达基因（Obesity，IF 5.00）。②发现并报道了 2 例瘦素受体突变导致肥胖家系，报道 3 

个新发突变位点，丰富了 LEPR 缺陷症临床表型谱。③鉴定脂代谢异常关键基因，发现 9个新

发突变位点。

（5）首次描绘了中国汉族人群血清 PCSK9水平及代谢影响因素（Atherosclerosis，IF 

4.9），发现绝经后女性的 PCSK9水平显著高于绝经前女性，与雌激素作用无关

（Metabolism，IF10.8）。发现TSH可以通过促进肝脏PCSK9的合成、增加肝脏表面 LDL

受体的降解从而减低肝脏对循环LDL颗粒的摄取，揭示了TSH调控肝脏胆固醇代谢的全新机制

（Metabolism，IF10.8）。

项目组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课题资助，代表成果发表在

Diabetes Care，Metabolism，Obesity等国际知名期刊，年培养专业医学人才30人。本

项目体现了较高的科学价值，为推动中国肥胖及脂代谢紊乱的精准诊疗新模式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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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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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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大内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全面负责和主持研究项目的筹备、设计、实施和总结，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

1.牵头建立肥胖及相关代谢病精准诊疗关键技术，葡萄糖钳夹技术，肥胖精准评估与分层管理体系。2.牵头

开展肥胖全国多中心研究，和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3.建立 PCSK9 检测技术，指导脂代谢紊乱精准诊断与治

疗；4.主持撰写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10 的主要通讯作者，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5.主持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自然面上项目等 5 项课题；6.参与多项指南编写。在本项目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0%以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龚颖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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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 承担肥胖脂代谢异常队列建设，负责病人入

组、随访与管理；2. 样本库建设以及多组学数据处理分析、基础研究的开展，参与全国多中心研究和相关基

础与临床研究；3.是代表作 2 的通讯作者，是代表作 3 的第一作者；4.参与重点研发计划、国自然面上项

目等多项课题。在本项目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以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付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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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对本项目的技术创新贡献主要为：1.建立肥胖及相关代谢病精准诊疗关键技术葡

萄糖钳夹技术， 是葡萄糖钳夹技术小组主要成员，负责葡萄糖钳夹技术具体操作实施，建立标准化葡萄糖

钳夹操作流程，参与葡萄糖钳夹试验相关临床研究的实施。 2.参与全国多中心研究和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

3.撰写 SCI 论文，是代表作 1、3的第一作者，是代表作 2 的通讯作者；4.参与重点研究计划、国自然面上

项目等多项课题。在本项目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以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仲 4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科技处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承担肥胖及代谢性疾病人群样本库建设以及多组学数据处理分析、基础研究的开展，

相关课题指导，合作申报课题，是代表作 1，2 的作者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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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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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医师

普外科支部书

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组建肥胖多学科诊疗代谢协作组，开展肥胖分级分层诊疗，成立肥胖多学科联合门诊，参与编写《基于临床

的肥胖症多学科诊疗共识》、《中国肥胖及 2 型糖尿病外科治疗指南》、《精准肥胖代谢外科手术中国专

家共识》、《2 型糖尿病代谢手术术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等多部指南及专家共识，是代表作 5 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顾经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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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的主要贡献由：1.葡萄糖钳夹技术建立，建立胰岛素清除率评估技术，参照国际

标准进行改良和优化，利用“国际金标准”葡萄糖钳夹技术，建立葡萄糖钳夹系统；2.参与临床研究患者招募，

共同制定肥胖及相关代谢病诊疗流程，是代表作 1 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郑旭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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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医师

内分泌与代谢

病学教研室副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临床试验方案制定、修改、实施，患者招募及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核等

工作，是代表作 1 的共同第一作者，参与编写专家共识《胰岛素抵抗评估方法和应用的专家指导意见》。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管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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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共同组建肥胖多学科诊疗代谢协作组，开展肥胖分级分层诊疗，参与肥胖多学科联合

门诊，参与编写《精准肥胖代谢外科手术中国专家共识》、《2 型糖尿病代谢手术术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等专家共识，是代表作 5 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林士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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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是肥胖多学科诊疗代谢协作组主要成员，负责肥胖专病队列样本库建立，开展肥胖分

级分层诊疗，共同制定肥胖诊疗流程，参加肥胖多学科联合门诊，参与编写《精准肥胖代谢外科手术中国专

家共识》、《2 型糖尿病代谢手术术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是代表作 3的作者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叶静雅 1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祎喆 1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崔琴 13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完成人之一，负责 PCSK9 检测，受试者招募事宜，是，，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蒋琬姿 14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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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内分泌科建设，组织建立葡萄糖钳夹技术团队，

提供肥胖评估、诊疗管理相关配套设施。拥有专属的内分泌科实验室，实验室以代谢性疾病为研究重心，针

对临床问题进行发病机制及干预研究，实现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保证项目的持续性和临床应用价值。

5）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拥有江苏省规模最大的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为本项目多中心随机对照

研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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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足够的实验条件和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