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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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精准诊疗创新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首都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我国冠心病患者人数众多且死亡率高，近20年始终保持持续上升趋势，中国城乡居民冠心病死

亡率达到了126.91-135.88/10万，造成社会巨大的经济负担。冠心病的防治是一项亟待解决

的重大社会问题，其中发展个体化精准诊疗是大势所趋，而当前我国在冠心病精准诊疗流程中仍

缺乏从无创辅助诊断、风险评估、冠脉功能评价，到精准治疗策略指导等关键技术。 该项目根

据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疾病的临床问题出发，围绕冠心病精准诊疗创新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应用进

行“临床医学、生物工程、材料学、医学影像学、人工智能”多学科交融的最新理论和前沿技术的

攻关及应用推广。项目通过开发出便捷、无创的冠心病无创筛查和风险评估辅助诊断新方法及新

工具，有效提高了冠心病临床诊断和风险评估的精准度；开发出评估心肌缺血和冠状动脉功能的

新技术，制定个体化介入治疗和抗栓策略，开创大尺寸球囊扩张替代技术，完善了冠心病个体化

精准治疗策略；开展动脉粥样硬化治疗中机制研究及创新技术的转化，为冠心病精准治疗体系提

供新的产品和技术手段。项目组针对我国冠心病精准诊疗流程的一些瓶颈问题进行系列技术攻关，

围绕风险评估、辅助诊断、精准策略指导及治疗等问题建立多项创新技术，完善和提高了我国精

准诊疗水平。

项目简介 我国冠心病患者超过1100万，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冠心病的主要病因。

冠心病的个体化精准诊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但我国在冠心病的防、诊、控、疗、康的全流程中

缺乏无创辅助诊断、风险评估、功能评价、精准策略指导等关键技术。项目聚焦这些瓶颈问题，

融合多学科交叉，开发多项创新技术和策略。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5项，发表SCI论文 35篇，其

中代表性论文最高影响因子 18.9，单篇最高他引次数 744。新技术新策略已在超过2000家医疗

机构应用，每年创造经济收入超5亿元。一、开发出便捷、无创的冠心病无创筛查和风险评估辅

助诊断新方法及新工具，有效提高了冠心病临床诊断和风险评估的精准度项目组开发了基于眼底

血管图像的深度学习模型，应用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AUC）约为0.96，获得I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在前期技术积累基础上开发了基于无创眼底

图像的冠心病风险预测和辅助诊断模型，预测心血管病风险AUC达到0.97，诊断冠心病AUC达

到0.88，研究成果被国内专家共识引用，实现企业转化，已在1817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项目

组通过组学技术从3000多个小分子代谢物和脂类物质中成功筛选出与冠心病相关的“风险因子”，

开发出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个代谢物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

MS）和液相二级质谱（LC-MS/MS）测定方法及试剂盒并实现临床转化，获本领域首个国家Ⅱ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二、开发出评估心肌缺血和冠状动脉功能的新技术，制定个体化介入治疗和抗

栓策略，开创大尺寸球囊扩张替代技术，完善了冠心病个体化精准治疗策略。  项目组在国际上

首次使用68Ga-PRGD2通过 PET/CT扫描，精准评估心肌梗死后心肌修复半定量信息，准确评

估缺血的范围与程度，为制定血运重建策略提供客观依据。开发了基于冠状动脉 CTA的全自动血

流储备分数（CT deriv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CT-FFR）软件，精准评估冠状动

脉狭窄程度以及狭窄节段的血流动力学意义，确定 CT-FFR指导下的冠心病介入治疗精准策略，

获批多项专利。发现氯吡格雷抵抗及 CYP2C19基因型对 PCI预后的影响，制定基因指导的个体

化精准抗栓策略，降低支架血栓或出血风险。开创在血管内超声指导下的大尺寸球囊过度扩张替

代技术，解决临床缺乏 4mm以上冠脉支架的问题，减少部分患者开胸手术的几率。三、动脉粥样



硬化治疗中机制研究及创新技术的转化，为冠心病精准治疗体系提供新的产品和技术手段。 研

发出国内第一个 CFDA批准用于临床试验的一类聚己内酯药用辅料，实现企业转化用于可植入药

用辅料。针对AS构建了纳米药物靶向递送系统；明确活性氧（ROS）减弱紫杉醇药物的作用效果，

确定了在动脉粥样硬化治疗中雷帕霉素优于紫杉醇的临床结局；开发可靶向清除ROS的新型生物

材料。将控释技术和载体制备方法进行技术转化，协助企业开发新型药物球囊并成功上市。项目

组针对我国冠心病精准诊疗流程的一些瓶颈问题进行系列技术攻关，建立多项创新技术，完善和

提高了我国精准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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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勇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冠心病执行主

任及三病区病

区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事心血管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本项目总负责人，负责提出课题、申请基金和立项，主持或参与设计和实

施全部研究。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1、1.2、2.1、2.2、2.3、2.4、3.1、3.2、3.3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2、3、5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6、9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菁 2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

程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
教授,研究员 产业处负责人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提出课题、申请基金和立项，设计和指导全部研究。在研究中提出了 ROS响应性材料

和编程控释递送系统的概念，用于AS病理微环境的改善和治疗。指导 ROS响应性聚酯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合

成，建立了生物降解聚合物包载药物和基因的纳米粒子的制备流程，动物体内显著抑制了AS病征。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3.1、3.2、3.3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中发明专利 10的第 1完成

人，发明专利 9的第 2完成人；是代表性论文 5、6、7、8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9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拥军 3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血管外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合作提出课题、申请基金和立项，设计和指导部分研究。共同提出微环境改善理念，

指导合成聚酯高分子和金属多酚配位材料，构建药物/基因递送系统，靶向干预病灶处活性氧，减轻氧化应

激损伤。同时协助进行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检测，辅助开发诊断试剂盒，用于风险评估和预测模型的构建。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3.1、3.2、3.3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7、8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5、9的参与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立 4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CTO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本项目合作完成单位“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技术负责人，在知识产权转化以及技术应用和

推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本项目重要成果专利的转化，实现了研究成果向实践应用的推广，产生了较

大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2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中发明专利 3的第 4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超 5 北京阅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阅影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董事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阅影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研发团队（超过 30人）负责人；CT-FFR主要发明人；为本项目筹集资金 480

万人民币（融资+北京市科委补贴），并顺利完成 340例前瞻性临床试验并成功取得国家药监局三类医疗器

械许可证；申请专利超过 10项，并获得 1项专利授权和 2项软件著作权；获证后在超过 30家医院对冠脉功

能学产品进行临床试用/科研推广；持续研发二代技术，研发全球首款全自动基于冠脉造影的影像建模系统；

持续将临床转化结果发表高质量论文；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2.2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证

明中发明专利 6的第 1完成人，发明专利 7、8的第 2完成人，发明专利 5的第 3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超 6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

程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聚酯材料的设计及应用。创新地研发出 ROS响应性聚酯类材料并成功应用于药物递送

系统，在纳米药物递送技术的研发中做出贡献。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3.1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5的参与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作观 7 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的参与人之一。再微环境改善理念指导下，进行合成聚酯高分子及金属多酚配位材料的构建，并靶向用

于干预病灶处活性氧，提高缺血性疾病的治疗效果。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3.2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7、8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熊健皓 8
北京鹰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鹰瞳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算法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熊健皓博士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明了“对基于眼底图像识别心脑血管风险的模型进行训练的方法及其相关产品”、

“基于眼底图像的高血压分类方法及设备”、“基于眼底图像的糖尿病分类方法及设备”、“基于眼底影像确定

吸烟程度的方法及设备”、“基于眼底图像评估疾病风险的方法及设备”等具有重大临床使用价值的发明，推

动了国内人工智能在心血管医疗领域的发展，为本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本项目中带领团队应用视网膜图

像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发出冠心病辅助诊断模型和高危风险患者预后模型。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1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中发明专利 2的第 1完成人，发明专

利 1的第 2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叶益聪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贡献：从事心血管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参与设计和实施全部研究。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1、2.2、2.3、2.4 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3的参与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丁耀东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第 1.1创新点的主要参与人，并对于第 1.2、2.2、2.3、2.4创新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参与冠心病患者介

入治疗的临床经验总结及技术推广。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阳 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具体工作：①参与个体化抗栓治疗的临床研究，完成了其中构想提出、数据收集与整理以及最终的科学解释

工作；②参与基于冠脉 CT计算功能学评估软件的前瞻性临床验证及科学解释工作。

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2.3的主要参与人，在 1.1、2.2、2.4 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3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昔良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关注冠心病的精准治疗，特别是氯吡格雷在我国人群中的代谢特点，发现了多个氯吡格雷抵抗的内分泌

代谢高危因素，机制和临床预后并重，验证了相关的风险预测模型。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1、2.2、2.3、2.4 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3的参与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宋存先 13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

程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
教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国内首先将聚酯高分子材料和纳米递送系统引入心血管治疗领域,首次合成 PCL/F68并将其应用于药物缓控

释的研究。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3.1、3.3 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中发明专利 9的第 1完成人；是

代表性论文 4、9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5的参与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国际交流五位一体，是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

重点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在全国心血管领域处于领军地位，是首批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在本项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曾勇团队牵头负责项目的设计、申请、实施，与北京鹰瞳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完成基于视网膜图像的冠心病预测人工智能模型；牵头研发神经酰胺谱试剂盒辅助

冠心病患者的诊断和预后评估；联合深圳市阅影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冠状动脉计算生理学检测软件，精准指导

冠心病介入治疗；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构建药物/基因递送系统实现针对动脉粥样硬化

的靶向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曾勇研究团队成员共同进行“冠心病风险评估、辅助诊断模型

及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开发与转化”、“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及创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冠心病介入治疗策略研

究与创新性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合作证明材料主要包括代表性论文 1、2、3、5、6、9。 团队获得北京医

学科技奖二等奖、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附件 7-19、7-20）。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是国家级社会公益类研究所，直属国家卫健委。杨菁研究员为两个省部级创新团队负责

人，其课题组依托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天津市生物医学材料重点实验室等，长期从事

生物医学材料、药物递送系统和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疾病治疗的研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

面上项目 3项，青年项目 1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项，面上项目 1项等，与北京安贞医院和北

京医院合作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项。在本项目中，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团队主

要负责项目中生物材料技术的攻关，完成了生物活性材料的研制以及药物递送系统的构建及体外评价等工作，

协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医院完成了相关动物实验，推进相关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工作。中

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进行“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及创新技术研发与推广”研究，合作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代表性论文 5、6、7、8、9。共获得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附件 7-20）。

单位名称 北京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医院是集医、教、研、防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不仅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三级甲等医

院，也是中央重要的干部保健基地。

李拥军教授团队依托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院平台，长期从事动脉粥样硬化缺血

性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在颈动脉狭窄领域作为国内最早开展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团队之一，重点聚焦于



翻转式与补片式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手术改良，相关成果多次获得脑卒中防治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相

关经验及技术已推广至多家基层医院，提升了脑卒中的防治水平。同时还开展了同期双侧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挑战了过去 20年单侧血管重建的技术理念，推动手术的进步与理念革新，符合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另外，

在下肢缺血疾病领域，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获得 4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人事部归国人员基金资助，开展动脉粥样硬化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治疗性血管生成的研究。在

本项目中承担金属多酚生物材料在下肢缺血性疾病方面的研发工作，包括动物模型的建立和金属多酚生物材

料实现治疗性血管生成疗效验证，下一步拟开展 I期临床研究试验，进一步推进临床转化，北京医院血管外

科年收治下肢缺血疾病约 150例可为后续的临床试验提供病例保障。合作证明材料主要包括代表性论文

5、7、8、9。获得北京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附件 7-19、7-20）。

单位名称 北京鹰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鹰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和准确率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也是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识别和辅助诊断领域的领军企业。

公司在本项目中按照任务分工进行图像筛选、数据清洗、模型训练、系统性能测试等工作，并成功研发出适

用于国人的、基于眼底图像预测 10年缺血性心血管事件风险和诊断冠心病的人工智能模型。因其具备无创、

快捷、易普及特性，有助于实现规模人群的应用，促进和强化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和健康管理工作，从整体

上提高我国心血管病的防控能力。同时开拓医疗服务新型模式，提升医疗总体服务能力，推动我国医学人工

智能技术和新型智能医疗服务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公司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使用单个区域特定的多任务识别模型，获得了国内第一张糖网眼底图像辅助诊断软件

三类证，开发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病评估模型，建立了心血管疾病和冠心病风险预测模型，为本项目提供

了技术支撑。此外，公司已收集眼底照片数千万张，为本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眼底照片大数据支撑。在硬件资

源投入方面，公司投入了GPU专用服务器和眼底相机，用于进行冠心病人工智能诊疗系统的研发和推广。

在推广应用方面，公司的产品累计入驻超 1497 家医疗机构、1986 家视光中心和 320 家体检中心，有一定基

础将眼底人工智能诊断冠心病的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推广，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用户群和有效的商业应用模式。

合作证明见专利 1、2。

单位名称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质谱领域新兴头部企业，与本项目实施密切协作，参与本项目多个质谱

方法的开发及临床转化应用，负责项目所需临床样本质谱检测及分析，联合主要成单位积极推进相关技术和

策略的应用，显著改善患者病情和预后，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这些成果为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转化研究基础。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冠心病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开发与

转化”研究，合作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发明专利 2-3、2-4，代表性论文 1。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附件

7-17）。

单位名称 北京阅影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6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为冠脉影像功能学的平台开发全程提供技术研发支持；

2.为冠脉影像功能学的平台开发提供部分经费支持；

3.为冠脉影像功能学的平台落地使用全程提供临床服务支持；

4.为冠脉影像功能学的科研研究提供全流程的数据分析/统计服务；

北京阅影科技有限公司成员张超共同进行“冠心病风险评估、辅助诊断模型和冠心病介入治疗策略研究创新

性技术推广应用”研究，合作证明材料主要包括发明专利 2-5、2-6、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