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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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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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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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眼底照片的AI心血管风险预测系统评估患者10年ICVD风险，

累积已在7000名患者中使用。在ACS患者中使用神经酰胺进行疾病诊断，累积已超过3000例，

并且开发了相关试剂盒。在冠心病介入治疗领域，项目组提出了大尺寸球囊过度扩张的理念与技

术，目前已经在国内二十多家医院应用，5家医院开具了应用证明。同时专注于聚酯高分子纳米

材料的研发，珠海凯德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采用本项目构建新型的紫胶铵盐涂层球囊技术，年销

售额近亿元。此外借助纳米技术实现的VEGF与紫杉醇双药物涂层的编程控释支架，并在动物实

验中被证实优势市场支架。在动脉粥样硬化下肢缺血疾病药物治疗方面，金属多酚技术具有ROS

响应联合治疗性血管生成的作用。应用基因指导ACS患者 PCI术后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改善患

者预后。项目相关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 15项，发表 SCI及核心论文 30篇，其中10篇代表性论

文中，总他引次 1042。 

项目简介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已成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动脉粥样硬

（Atherosclerosis， AS）是冠心病等 CVD的主要病因。项目聚焦冠心病精准诊疗流程中的

瓶颈问题，融合“临床医学、生物工程、材料学、医学影像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研发了

冠心病无创辅助诊断、风险评估与预测、精准策略指导以及生物新材料的应用等创新技术。项目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5项，发表 SCI论文约 30余篇，其中10篇代表性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

13.7，单篇最高他引 744 次，部分新技术和策略已在超过 2000家医疗机构应用。创造经济收入

超5亿元。研究成果为冠心病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重要理论依据。 一、冠心病辅

助诊断、风险评估及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开发与转化针对冠心病风险因素

瓶颈



抵抗及基因型对 PCI预后的影响，制定基因指导的个体化精准抗栓策略（论文 9）；针对市场缺

乏直径大于 4mm冠脉支架的实际问题，率先提出大直径球囊过度扩张理念并证明其安全性，被多

家医院广泛应用。依据支架再狭窄机制提出了编程控释的概念，借助纳米技术研制了基因/药物

洗脱支架，动物实验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优于美国波士顿公司 TAXUS®支架（论文 10），实现

血管快速内皮化并有效抑制平滑肌增殖，延缓 AS进展。纳米控释技术实现企业转化，相关产品

2019年投入市场，年销售额超 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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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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主要知识产权证明中发明专利 1的第 1 完成人；是代表性论文 1、2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超 7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作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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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论文 7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宋存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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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性论文 10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4、8的参与作者，是专利 2-4、和 2-10 主要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叶益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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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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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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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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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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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和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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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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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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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1.1、1.2、3.2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昔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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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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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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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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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已获包含吴文俊人工

智能奖项在内的数项人工智能医疗奖项，取得了相关医疗器械资质，拥有良好的软硬件资源，具备丰富的医

疗人工智能研发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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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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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代表性论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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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