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申报推荐华夏医学科技奖项 目公示

我单位完成的下列项 目拟申报推荐 2 0 18 年度华夏医学科技奖，

特进行公示 。 公示期 2 0 18 年 3 月 9 日至 2 0 18 年 3 月 18 日
，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 请您向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科教处反

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陈园 0 2 7 8 80 4 19 1 1 863 4 6

附 公示内容

项 目名称 母 胎免疫调节机制及免疫性复发性流产诊疗体系的创新

及应用

完成单位 (含排序 )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

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完成人 (含排序) 杨菁
、
张弘

、
曾勇

、 罗孟成
、

王绍娟
、
何小俊

、

徐望明
、 谢青贞

、
尹太郎

、
马振国

工
程艳香

、
张燕

、
肖卓妮

、
王雅琴

、

田 赛姣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人 口 与健康领域。

主要内容
、
特点 本项目从细胞培养

、
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多层

面
、

多角度的开展母 胎免疫调节机制及免疫性复发性流产诊疗的基

础和临床研究。 研究发现 @ 在国际上率先从周围血及子宫内膜两个

主要器官/系统对 T h l 型和 T h 2 型细胞因子 、
N K 细胞

、
T 细胞

、
8 细

胞
、

D C
、

T r e g 细胞
、

巨噬细胞等进行系统研究
，
建立了完善的 RM 免

疫评估体系，
建立了宫腔内灌注 PBM C s 、

肝素
、 免疫球蛋白

、 环孢素

A 等 20 余种个性化分子诊疗方案
， 将 RM 患者治疗的成功率提高 2 5%

。

@ 宫腔灌注可增加着床窗期子宫内膜 L IF 和 V EGF 的表达来改善子宫

内膜容受性提高妊娠率。 H CG 作用于 P BM C s ，
使其分泌 IL 1 0 和 L IF

(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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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立体定向仪等手段治疗胶质瘤引起的难治性癫痫 。
二

、
人脑胶质瘤

发生发展机制探讨 1 ) 胶质瘤干细胞疫苗对胶质瘤的治疗作用及机

制 2 ) L R IG 1
.

RN D 3
、

E F E M P 2 和 F T L 对人脑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
、

凋亡
、
侵袭及多药耐药的作用及机制 。 率先发现了 1 ) L R IG 1 可以

逆转人脑胶质瘤的多药耐药； 2 ) RN D 3 基因调节 S n a ĺ 1 1 信号通路
，

是 R N D 3 调节人脑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侵袭的机制； 3 ) F T L 调控 G A D D 4 5

信号通路及其在脑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增殖中的作用及机制探讨

该项 目经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查新认证
，
结果为 国内外未见类似

文献报道；湖北省技术交易所组织马廉亭将军等五位同行专家对成果

进行评价
，

致认为该成果达到整体国际先进
， 部分国际领先 。

该项 目目前已经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

总医院
、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等全国 4 0 余家三 甲医院推广应用

发表相关论文 13 3 篇
，

培养全国各地进修医生 3 0 0 余人
、

博士生 36

人 硕士生 6 0 余人
，
其中多人成为神经外科领域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

举办国内脑胶质瘤会议 8 次 ，
省内胶质瘤会议 4 0 余次 ，

举办国家级

教育项目 2 5 次 ，
省级继续教育项 目 5 5 次

， 开展脑胶质瘤综合治疗学

习班 15 次 ，
被邀请作临床报告 10 0 余次 ，

外

公示单位 (盖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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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推荐华夏医学科技奖项目公示三

我单位完成的下列项目拟申报推荐 2 0 18 年度华夏医学科技奖，

特进行公示 。
公示期 2 0 18 年 3 月 9 日至 2 0 18 年 3 月 18 日

，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
请您向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科教处反

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陈园 0 2 7 8 8 04 19 1 1 8 6 3 4 6

附 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 基于隐匿阴茎对海绵体结构和功能影响的临床技术改进

完成单位 (含排序)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完成人 (含排序 工 程帆
，
余伟民， 夏樾 ， 葛名欢 ，

饶婷
，

阮远
，
蒋

焜，
李浩勇， 张孝斌

项目简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水平进步，
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

高
，
隐匿阴茎的诊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临床关于隐匿阴茎的发病

机理 诊断标准 自然病程 手术时机 术式等尚无统 标准
，
其根

本原因在于不能明确 箔 阴茎包埋对阴茎海绵体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这

重要议题。 此外临床上缺乏简单
、
有效 实用的治疗隐匿阴茎的术

式。 本项目从阴茎包埋对阴茎海绵体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临床技术改

进两方面展开原创性研究。 本项目在国内外首次建立隐匿阴茎大鼠模

型并首次验证阴茎包埋会随着时间延长对阴茎海绵体结构和功能产

生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

， 本项目组首次对隐匿阴茎手术时机选择提出

明确的建议。 我们推荐对隐匿阴茎患者在青春前期进行手术干预
， 而

不推荐在儿童期进行手术
， 但阴茎海绵体被明显束缚致外观不能改善

者推荐早期进行手术。
此外

，
本项目改良隐匿阴茎手术方式， 简化手

术过程。 首次提出通过阴茎根部微创切口将皮下肉膜及 B u c k
'

s 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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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于阴茎海绵体白膜治疗来隐匿阴茎。 针对重度肥胖患者先行悬韧

带部分切断后再行上述固定
。 采用阴茎根部按压法了解阴茎显露情

况 ， 根据显露情况选择具体手术方式以确保用尽量小的创伤来获取满

意治疗效果 。
这 技术改进避免了传统手术无区别的阴茎脱套引起的

多种并发症
，

经过临床长期观察， 治疗效果确切理想。

本项目成果经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查新检索中心 查新
，
国内外

尚未见与本项 目课题查新点相同的文献报道
。 与此同时

，
经湖北省交

易所组织的科技成果评\ 同行评价论证会鉴定为 " 整体国内领先，
部

分国际先进。

。

本项 目临床技术改进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

武汉市中心 医院等全国 2 5 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 。 本项 目组共发表论

文 1 1 篇
，

S C I 收录 2 篇 。 培养了 2 名博士
，

10 名硕士
。 培训了全国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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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推荐华夏医学科技奖项目公示四

我单位完成的下列项 目拟申报推荐 2 0 18 年度华夏医学科技奖，

特进行公示 。
公示期 2 0 18 年 3 月 9 日至 2 0 18 年 3 月 18 日

，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 内容有异议 ，
请您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科教处反

映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陈园 0 2 7 8 80 4 19 1 1 86 3 4 6

附 公示内容

项目名称 胃肠道肿瘤转移和化疗耐药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及临床应用

完成单位 (含排序)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完成人 (含排序 ) 于红刚 谭诗云 沈磊
、
陈明锴 周巍 周中银

、

刘军、
慕刚刚

、
邓云超 丁Ť 山

、
史志猛

、
吴露

项目简介

胃肠道肿瘤的侵袭转移
、
化疗耐药是肿瘤研究的热点。 项 目组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的资助下 ，
经过 10 余年的研究

，
开展了胃肠道肿瘤的分子生物

学机理研究及临床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 ，
主要研究内容及特点如下

1 胃 肠 道 肿 瘤 侵 袭 转 移 的 分 子 机 制 研 究 � 发 现

G a s t r in /CC K 2 R/p 19 0R h o GE F/FA K/P a x i l l in P T EN /P I3K /A K T /N F k8 /p

a x illin 信 号 通 路 参与结肠 癌 侵袭 转移 ； @ 发现 P T EN 通 过

P TEN /P 13K/N F KB/F A K 信号通路参与胃癌侵袭转移 囤确定 h F RN K 基

因对胃泌素介导的 FA K 磷酸化的抑制效应 。
2 胃肠道肿瘤化疗耐药发

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发现 A K T 1/N F kB /N o t c h 1/ P T E N 信号通路参与

胃癌细胞化疗耐药； @ 揭示天然药物百里醌通过对 N o t c h l/P T EN
.

AKT/m T OR/S 6 、
N F kB 的调控而增强吉西他滨对胰腺癌化疗的敏感性

固揭示 A KT 及 P TEN 在胃癌组织与正常黏膜组织的表达差异 ， 阐明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P 13K/八盯 参与胃癌细胞对依托泊苷和阿霉素p
'
, 生化疗附1乒，； 固发现

阿霉素诱导 P 】3K/八KT 圳】¢ŕ，异常激活并通过M DM 2 磷酸化降低胃痛细)庖

的化疗敏制 。 ふ 新型化疗药物和最新内镜诊疗技术在胃肠道早痛中

的临床应用 �竹次发现紫杉醇联合 S 】相较于 川紫杉醇，
患者的

耐受性更好 ， 表现为生存期的延长 、
不良反应率少； @ 应用富士能智

能染色内l克(l lc ıc) 有效提高消化道早癌的检 /j$串 通：过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 (E S D ) 治疗消化道早痛创伤小 ， 费)n低 ，
治愈率高，

通过开

展培训班在省内外培养出 大批消化道早癌诊川彪手
， 有力地推动了

全省乃至全国消化道肿瘤防治工 作的发展。

研究期间发表论文 1 14 篇 ，
其中 SC I 论文 2 9 篇 ， 多篇发表在

C a n c e r  R e s e a r c h
, 

C e ll D e a th &  D i s e a s e
, 
J o u r n a l o l B io lo g i c a l

C h e 田i s t r y 国际知名期刊； 发表的 S C I 论文中单篇引用数最多达 172

次。 湖北省信息研究院查新结果为 " 国内外未见相同报道 。

，
经 5 位

国内同行专家鉴定
， 该成果达到 " 国际先进水平 。

。 研究期间多次开

办承办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消化道早癌学术会议及学习班 ，
培养

进修医生 10 0 余人 ，
博士生 3 0 余人 、 硕士生 8 0 余人； 该成果在多家

医院推广应用 ，
显著提升省内外消化道肿瘤的诊治水平 ， 深受广大医

生患者的信任 ， 社会效益显著
，
推动了我国人 巳뇨健康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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