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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1.项目背景

  恶性肿瘤目前已经成为危害人类身体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每年超过1/6的死亡病例由肿瘤

导致。近年来，中国癌症死亡人数、发病率增幅均高居全球第一，对恶性肿瘤精准诊断治疗研究

刻不容缓。目前，纳米医学作为一种新兴学科正在蓬勃发展，纳米级分子探针的构建已成为实现

肿瘤精准诊疗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2.项目成果

  项目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于 Advanced Materials  (IF: 30.849，JCR：

Q1)、Molecular Cancer (IF: 27.401，JCR: Q1)、Nature Communications 

(IF：14.919，JCR：Q1)、Clinical Cancer Research（IF：12.531，JCR：Q1）等高

水平期刊，他引300余次。并且，候选人研究成果已于患者离体肿瘤模型中开展实验性研究并取

得了极佳的应用效果，具备进一步推进临床转化潜能，推动了肿瘤靶向诊疗技术的发展。同时，

项目候选人作为团队带头人，积极推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已与哈佛大

学医学院、Mayo Clinic、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多所国际院校开展合作，并多次举办“一带一

路”中俄泌尿外科学术会议并应邀进行专题讲座，赢得了国内外同行一致好评。

3.项目意义

  项目聚焦于纳米技术在泌尿系肿瘤的精准诊疗及其临床转化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先

进性、前沿性研究，拓展了恶性肿瘤精准诊疗新思路。将泌尿系统肿瘤发病机制研究与纳米医学

创新诊疗方式相结合，在泌尿系统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肿瘤的精准诊断和治疗方面均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4.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2年

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目前恶性肿瘤已成为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最严重疾病之一，每年约有六分之一的死亡病例是由

肿瘤导致的。近年来，中国癌症死亡人数位居全球第一，发病率增幅最快，因此针对恶性肿瘤的

精准诊疗研究刻不容缓。

  项目组以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以纳米医学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影像学

技术相结合，以“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品转化”全链条科学临床研究模式为指导，开展肿瘤分子

水平靶向诊断与治疗研究领域原创性、探索性、前沿性和系统性的研究。科学创新如下：

（1）筛选恶性肿瘤特异性靶点并明确作用机制

  本项目组利用临床收集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组织及患者血液、尿液等样本，结合高通量测序技

术，寻找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预后复发过程中的特异性分子靶点，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明确各

分子靶点的动态表达水平和关键作用机制，为恶性肿瘤的精准诊断与靶向治疗研究提供新靶点和

新思路。

（2）研发纳米医学探针实现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精准诊断与特异性治疗

  本项目组根据前期发现的特异性分子靶点，结合纳米医学与分子影像技术，设计并构建具有精

准靶向诊断和治疗功能的特异性分子探针。该纳米分子探针具有荧光信号强，信噪比高等特点，



能够显示组织、细胞和亚细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反映活体状态下分子水平的变化。探针自身的荧

光信号特征，将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并可通过携带肿瘤治疗药物和靶向抑制肿瘤关键信号通路

等方法抑制肿瘤进展，最终实现泌尿系肿瘤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

（3）新型诊疗探针的临床安全性评价及转化应用

  本项目组为充分模拟探针在体真实环境，获取肿瘤患者根治性手术切除后的完整荷瘤器官，建

立可用于模拟真实给药途径的离体荷瘤器官模型，充分探索纳米分子材料的生物安全性和有效性

特征并积极进行临床转化研究。目前本研究已经取得多项突破，科研成果已进入临床试验，推动

了肿瘤靶向诊疗技术的发展。

  本项目以突破临床肿瘤诊疗瓶颈问题为目标，通过前期特异性分子靶点筛选，构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探针，建立探针安全性评价体系及临床转化应用。目前，申请人已累计授权专利 10项，

项目研究成果发表于 Advanced Materials  (IF: 30.849，JCR：Q1)、Molecular 

Cancer (IF: 27.401，JCR: Q1)、Nature Communications (IF：14.919，JCR：

Q1)、Clinical Cancer Research（IF：12.531，JCR：Q1）等高水平期刊，他引300余

次，相关成果已开展临床应用，并在多家三甲医院进行应用，为肿瘤精准诊疗提供系统性革新策

略，为提高恶性肿瘤诊疗水平，降低患者死亡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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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抓紧钳
徐万海

2
中国实用新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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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尿管

徐万海,王宏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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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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万海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本项目总体设计并为项目顺利进行提供指导意见，作为第一完成人确立本项目关

于纳米医学技术在泌尿系肿瘤诊断与治疗的研究与应用的研究方向，带领团队进行相关分子靶标的发现及分

子探针的研发及应用，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为该项目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支持；制定

明确的研究方案，着力于筛选新的泌尿系肿瘤分子诊断、预后判断标志物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为科学研究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协调调度各完成人的分工合作；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璐 2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本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1：筛选恶性肿瘤特异性靶点并明确作用机制；《重

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创新点 2：研发纳米医学探针实现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精准诊断与特异

性治疗；《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3：新型诊疗探针的临床安全性评价及转化应用做出

了创造性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负责本项目人员方案协调和人员调整以及部分靶点筛选和分子生物学机制

研究，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明确各分子靶点的动态表达水平和关键作用机制，以及构建纳米探针，结合分子

影像学技术实现显示组织、细胞和亚细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反映活体状态下分子水平的变化的效果。本人在

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科亮 3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副主任医师

泌尿外科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本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1：筛选恶性肿瘤特异性靶点并明确作用机制；《重

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2：研发纳米医学探针实现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精准诊断与特异性

治疗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利用临床收集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组织及患者血液、尿液等样本，结合高通量测序

技术，寻找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预后复发过程中的特异性分子靶点。参与项目的实施，负责本项目部分靶

点筛选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子琦 4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该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2：研发纳米医学探针实现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精准

诊断与特异性治疗；《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3：新型诊疗探针的临床安全性评价及转

化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负责纳米分子探针的合成构建，对探针进行表征验证并检验探

针效应性以及产品推广。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鹏宇 5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该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2：研发纳米医学探针实现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精准

诊断与特异性治疗；《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创新点 3：新型诊疗探针的临床安全性评

价及转化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纳米分子探针的合成构建和表征验证以及产品转化。本

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侯大勇 6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该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2：研发纳米医学探针实现泌尿系统肿瘤的早期精准

诊断与特异性治疗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负责纳米分子探针的毒理学研究。本人在该项技术

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佳起 7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该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2：构建特异性分子探针，靶向治疗泌尿系统恶性肿

瘤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对纳米分子探针的体内滞留情况和代谢情况进行研究。本人在该项

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涛 8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该项目《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科学创新点 1：筛选恶性肿瘤特异性靶点并明确作用机制做出了

创造性贡献。参与项目的实施，负责临床样本收集和患者信息采集和部分分子生物学研究，收集本项目研究

过程中所用到的各类泌尿系肿瘤组织样品及患者血液和尿液等样品并对其进行部分分子生物学检测和验证。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作为本项目的依附单位，对本项目的规划、设计和申报提供全面支持；同时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为项目的组织统筹和顺利进行提供的全方面的保障。在本项目中，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与徐万海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共同对项目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并为保障项目顺利进行提供必须人员技

术支持、实验所需组织样本和基本耗材保障；同时还为本项目提供实验场所和设备保障，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四医院所属实验室拥有多台国际先进的科研设备，包括科研型 MR/PET/CT、小动物活体成像仪、活细

胞工作站、分选型流式细胞仪、共聚焦显微镜、免疫荧光显微镜、荧光定量 PCR仪、Leica 体视荧光显微镜、

Tanon 3500/3500R 全自动数码凝胶图像分析系统、冰冻切片机及高效液相测谱仪等，具备实施细胞学、分子

生物学、纳米医学研究等实验条件，为项目中的分子探针合成、体内体外成像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提供了

充足的场所和设备保障；在保障项目规划所需要的人员、场所和物质材料需求的同时，提供人员技术教学指

导，为项目组提供部分科研经费支持，并定期检查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听取研究工作汇报，监督项目进展；

提供项目中所有论文和专利成果的编撰和发表的指导工作，并提供所有成果的发表费用；组织项目鉴定的审

查及申报工作；对该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提供全面物力、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