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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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神经炎症-神经损伤恶性循环的机制研究与临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脑卒中、创伤性脑损伤后神经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是脑卒中与脑损

伤继发性神经损伤的共同病理基础。项目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资助下，依托江苏省卫健

委人体免疫学重点学科/实验室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创新成果概述如下：

①鉴定了PDCD4-MAPK–NF-κB正反馈、nNOS-Sox2-Shh信号轴、P2X4R-BDNF通路调控胶

质细胞炎性活化介导神经损伤的分子机制，为脑卒中神经损伤康复提供重要靶点和科学依据，被

神经专业领域期刊引用103次（Inflammation 2022，Mol Neurobiol 2016，Glia 

2019）。②发现了吡咯喹啉醌、丁酸、生胃酮等化合物缓解胶质细胞炎性活化。首次合成小分子

多肽H-20通过靶向PD-1促进神经损伤后慢性疼痛恢复，被神经专业领域期刊引用63次

（Cell Mol Neurobiol 2015，Int Immunopharmacol 2022，Neural Regen Res 

2013，J Neuroinflammation 2022）。③创立了血清CLEC-2蛋白水平联合HOMA-IR可

预测卒中后静脉溶栓后转归不良情况；神经松动术联合简易上肢功能训练显著改善患者上肢功能，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在国内多家医院推广应用，被引用31次（国际脑血管病杂志 2021，中国

康复医学杂志 2017，中华神经医学杂志 2022）。

项目组成员以最后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著 103篇（16篇 IF＞5），10篇代表性论文中4

篇（Cell Mol Neurobiol、Glia、Mol Neurobiol、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单次引用率超过

20；10篇论文总计他引195次，最高单篇他引65次。8项发明专利中5项已经成功转化。研究

成果荣获中国康复科技奖三等奖和江苏省新技术引进奖一等奖。

国内推广应用，取得显著成效。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是南通市神经损伤康复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每年治疗脑损伤患者超过200例。研究成果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逸夫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等12家知名医院推广应用，受益患者3000人/年。

项目负责人成为行业内领军人物。担任国家卫健委百万减残工程专家委员会《脑卒中康复指导规

范》编写组副组长。牵头制定了南通市地方标准 1项，参编广东省团体标准 2项、国内外专家共

识 2项。还主编《居家康复训练指导》、主审《护理院康复技术》等论著。

建成国内具有竞争力的团队。项目共培养了50名研究生、博士和博士后。卢红建获国务院特殊

津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和优秀科技工作者、江苏省“333工程”第七期第二层次培养对象；担任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康复机构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医康融合工作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罡获江苏省特聘教授；张冬梅获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

象；陈伟观任中国康复医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建立了中国康复医学会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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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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红建 1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教授,主任医师 党委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长期致力于神经损伤与康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先后获得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教育部产学

研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课题资助。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对创

新点 1、2和 3均有创新性贡献，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方案的制定，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资源整合以及成

果转化等全面工作。参与创新点 1中的总体设计。参与创新点 2中的吡咯喹啉醌显著改善脑出血大鼠的神经

损伤和运动功能的评估。创新点 3中的神经松动术对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恢复的研究。对本项目取得的研究

成果进行推广转化和应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冬梅 2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副教授,研究员
科技处处长兼

研究中心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神经炎症与神经损伤的分子机制探索及药物靶点开发。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对创新点 1和 2均有贡献。创新点 1：首次鉴定发现 nNOS-Sox2-Shh 信号通路、PDCD4-MAPK-NF-κB

正反馈循环调控胶质细胞氧化应激，探寻脑卒中后神经损伤机制与关键靶点。创新点 2：首次证实丁酸钠、

小分子多肽的抗炎抗氧化、神经保护作用，有望成为抗神经炎症的备选药物。基于蛋白互作，构建靶向人

IRAK1 基因的 siRNA ，基于 FynSOCSI、FKBP11 等蛋白序列的小分子多肽具有抗炎效果。对本项目的研究

成果进行转化。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罡 3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 教授
院长、党委副

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胶质细胞参与神经损伤修复的机制研究。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对创新点 1

和 2均有贡献。一是首次鉴定发现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通过增强雪旺细胞中 P2X4R 促进损伤神经修复，证

实Maresin1（MaR1）具有调节神经胶质细胞炎性微环境功能，可抑制神经损伤后胶质细胞促炎细胞因子生

成；二是鉴定发现生胃酮的抗炎抗氧化、神经保护作用，以生胃酮、丙磺舒及竞争性多肽 10Panx 靶向抑制

Panx1 活性可显著抑制神经损伤后星形胶质细胞介导的神经炎症与氧化损伤，为神经病理性疼痛提供新的有

效治疗靶点与药物。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伟观 4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康复科副主任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授 （主持工作）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开展基于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的神经损伤机制与临床康复转化相关研究工作。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

本人工作量的 70%。对创新点 2和 3有贡献。通过该项目的研究，一是创新性评估并证实生胃酮具有抗炎、

神经保护作用，可显着降低模型大鼠皮层连接蛋白的表达、抑制星形胶质细胞炎性活化，有望成为 TBI 后癫

痫治疗的备选药物；二是推广基于缓解神经炎症损伤的神经松动术联合简易上肢功能训练训练对于脑卒中神

经康复的临床应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向阳 5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主任医师,副教授
神经内科科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开展脑卒中临床康复治疗与预后评估相关研究工作。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对创

新点 3有贡献。通过该项目的研究，鉴定发现 CLEC-2 联合胰岛素抵抗可成为 AIS 后静脉溶栓转归不良、纤

溶酶原可成为静脉溶栓治疗后短期预后评估的监测指标，另外，发现血清 HOMA-IR 和 IL-1β 水平可作为 6

个月卒中后抑郁的有效预测标志物，具有突出的临床验证及预测价值，为脑卒中临床决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三连 6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主任护师
护理部科护士

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开展神经损伤与康复技术创新与临床推广应用相关研究工作。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70%。对创新点 3有贡献。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基于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的神经损伤机制，与医生和治疗师

共同在临床上创新性的应用神经松动术联合简易上肢功能训练用于脑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康复，发现该康复训

练术均能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康复进程，缩短患者康复治疗周期，减轻家庭负担，同时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使患者可以早日回归家庭和生活。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段程伟 7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副研究员
研究中心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蛋白质翻译后修饰与神经炎症的机制研究。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0%。对创新点

1和 2均有贡献。参与该项目基于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的神经损伤机制的基础研究工作。探索发现 PDCD4-

MAPK-NF-κB 正反馈循环促进小胶质细胞氧化应和神经元损伤的分子机制，为神经炎症和神经损伤治疗提

供药物靶点；发现丁酸钠在下丘脑炎症过程中通过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而发挥促进神经元存活功能，有望成

为抗下丘脑炎症的备选药物。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尚彦星 8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实习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基于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的神经损伤机制研究工作。在本项目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0%。对创

新点 1和 2均有贡献。通过该项目的研究，探索发现丁酸钠在神经炎症中的抗炎抗氧化和神经保护作用，首

次证实丁酸钠对高脂饮食诱导下丘脑炎症的保护作用，鉴定发现有望成为抗下丘脑炎症的备选药物。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韦中亚 9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申请人主要从微环境角度,围绕施万细胞如何调节神经病理性疼痛开展工作。通过系列体内外实验发现并证

实施万细胞 Panx1 通道通过调节炎症反应,介导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生与发展并揭示了其可能的机制。该工作

最终发表于 Journal of Neuroinflammation (2022,中科院一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苏文凤 10 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 高级实验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作为项目的参与人,在项目的实施和总结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与了其中大部分的实验设计和操作。

发现在施万细胞中 P2X4受体主要存在于溶酶体当中,在炎症因子刺激下 P2X4受体的表达增加，引起 P2X4

受体依赖的 BDNF 的分泌增加，从而促进坐骨神经的功能恢复和再髓鞘化。本人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作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为本项目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和临床研究提供了人力资源、实验平台、科研经费等支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暨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通医院、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医院、南通市红十字医院、南通国际友谊医

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也是原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

院。项目团队成员具有临床医学、医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多学科背景，多年来一直从事神

经炎症的发病机制与临床治疗康复相关研究工作，为课题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持。团队成员长期合作，分工明

确，认真负责，结合具备的科研条件和已有的研究基础，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 

作为本次申报的第一完成单位，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为本项目“胶质细胞炎症微

环境”核心机制研究、药物筛选评估、康复治疗技术评估与临床应用推广均提供了重要支持。基于靶向胶质

细胞炎症微环境的机制研究，推广应用新型神经康复技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最终提升神经损伤的临床治

疗与康复效果，使患者可以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充分体现了“健康中国”的理念。

单位名称 南通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通大学始建于 1912 年，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交通运输部共建的综合性大学，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

划建设高校。项目第二完成单位——南通大学医学院（原南通医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

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办学历史。学院现有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1个、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 1个、江苏省一

级学科重点学科 2个、“十四五”江苏省 A类重点学科 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 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个。拥有临床技能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 1个，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个，江苏省重点实验室 1个，南通市重点实验室 5个，还设有基

础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及 18个校级研究机构。

作为本次申报的第二完成单位，南通大学医学院为本项目“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核心机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科研平台与技术支撑。开展基于靶向胶质细胞炎症微环境的机制研究，为阐明脑卒中、创伤性脑损伤等神经

损伤病理基础提供了新的依据，同时也为临床寻找药物靶点与相应康复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