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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急性髓系白血病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与推广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浙江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是成人最常见的白血病类型，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血

液病。患者生存期短、预后差，缺乏个体化的治疗体系，目前在 AML 发病机制、预

后分层和治疗等方面还有诸多难题亟待解决。本课题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重点计划等项目的资助下，取得了 4 个创新成果：创立以高

三尖杉酯碱为基础的多种个体化化疗方案，从表观遗传学新视角揭示了致病关键路

通，建立了以基因突变模式为基础的 AML 危险分层系统，并在 AML 的一类特殊亚型

APL 中解决了两大关键问题即早期识别高危患者、预防复发。课题相关成果大量转

化到临床应用中，授权专利 2 项，制定了难治复发 AML 国家级指南 1 部；代表论文

20 篇中，总影响因子 145.375，总他引 547 次，单篇最高 274 次，3 篇论文受到期

刊专门评论文章点评；相关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同。同时课题组积极举办国

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参与国内外血液病重大会议，分享成果，并在全国 50 余家综

合性医院推广；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1 项；培养 20 名博士生，22 名硕士生。该

项目具有广大的学术影响力及社会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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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是一组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血

液系统恶性肿瘤，是成人最常见的白血病类型，其具有异质性强、难治/复发率高、

发病人群年龄大的特点，导致 AML 患者长期生存低，五年生存率仍不到 30%，其中

高危患者的预后更差。AML 异质性强，不同患者间除了个体因素的差异(如年龄、患

病前健康状况、体能状况等)，还有疾病相关因素的差异(如染色体的异常、基因突变、

耐药状况等)，而目前常用的一线诱导化疗方案均为“3+7 DA 方案”，且该方案在过去

的 30 多年未更新。随着二代测序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靶向药物走进临床，如

FLT3 抑制剂、IDH1/2 抑制剂等，但这些药物多用于复发难治患者及不能耐受强化

疗的患者，极少用于标准剂量的一线诱导化疗。因此，目前 AML 领域仍有两个亟需

解决的问题：（1）寻找疗效更加优越的一线诱导化疗方案；（2）面对众多靶向药

物，明确哪一类患者选择哪一类的药物，建立基于 AML 异质性的个体化诊断与治疗

流程体系。

      课题组在 1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浙江省重大项目的资助下，历时 8

年，首创并推广了以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高三尖杉酯碱为中心的 HAA（高

三尖杉酯碱+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化疗方案，经临床试验证实其疗效佳、毒性小，

可用于一线诱导化疗；同时项目组潜心研究 AML 发病机制，寻找新的生物学标志及

分子靶标用于创建精确的预后评估体系，推进实现精准的个体化治疗。本项目取得

以下创新成果：

1、创立以高三尖杉酯碱为基础的化疗方案，改善 AML 患者预后及生存；阐明高三

尖杉酯碱的作用机制，为该药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2、深入研究 AML 发生发展机制，从 RNA 甲基化修饰及组蛋白甲基化修饰两个新角

度揭示了表观遗传学调控 AML 发生发展的路通。

3、建立了以基因突变模式为基础的 AML 危险分层系统，确立了一系列对 AML 预后

有提示意义的生物学标志，推动了 AML 的精准预后分层与诊治。

4、着力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诊治两大难题：创建 APL 的预警模式，帮助识别

早期死亡高危患者；精准识别早期复发高危患者，探究相关治疗。

      项目组首创提出的 HAA 方案治疗初治 AML 与复发难治 AML 在全国 50 余家医院

广泛推广应用，获益患者超过 1500 例。HAA 方案由于其疗效佳、价格便宜、副作

用轻，已经被撰写入急性髓系白血病中国专家共识与指南，可作为初治与复发难治

AML 患者的一线方案，受到广大血液科医生与患者的认可。截止 2019 年 1 月 1 日，

本项目主持制定国家级指南 1 部，参编 14 部；授权专利 2 项；代表论文 20 篇中，

总影响因子 145.375，总他引 547 次，单篇最高 274 次；论文被引杂志包括

Science、Nature 等国际顶级期刊，3 篇论文受到期刊专门评论文章点评；项目组成

员多次受邀参加国际血液学会议给予口头报告，学术影响力巨大。本项目培养博士

研究生 20 名，硕士研究生 22 名。举办 AML 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10 次，开展

AML 病友会 10 次，惠及数千名 AML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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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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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金洁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血液科主任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本项目总体设计、实施与推广应用，负责申请相关资助项目、

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大会议上多次交流研究成果，多次牵头举办各种 

AML 学术会议，在省内外推广 AML 临床诊疗的相关成果和经验，提高 AML 患者的

治疗水平。对本项目 4 个创新点均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浙江省科

技进步奖 1 项，是知识产权 1 的主要完成人，是代表论文 1-4、6-19 的通讯作者。

培养博士研究生 15 名，硕士研究生 15 名。主持了与本项目相关的 3 项国家级项目

基金，1 项卫生部重大项目，1 项省部级项目。

姓名：王敬翰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共同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和推广应用。在统计学模型的使用和

提出过程中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是代表论文 8、9、11、15、16、18 的第一/共

同第一作者，对创新点 3 具有重要贡献。主持项目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姓名：那仁满都拉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助理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本项目中大量基础科研工作，尤其是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相关药物的药理学研究。是知识产权 1、2 的主要完成人，是代表论文

5、20 的通讯作者，对创新点 4 具有重要贡献。项目期间，培养博士研究生 5 名，

硕士研究生 7 名，主持了本项目相关的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 项省部级课题基

金。

姓名：娄引军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共同参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对临床试验的设计提出了重要的意

见，收集了大量的临床数据。是代表论文 6、7、12、19 的第一作者。对创新点 4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周一乐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本项目中大量基础科研工作及临床数据收集工作。是

代表论文 14 的第一作者。对创新点 2、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李晨莹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本项目中大量基础科研工作。是代表论文 13 的共同

第一作者，发表在 Cell 杂志上。对创新点 2、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李霞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本项目中大量基础科研工作。是代表论文 18 的第一

作者。对创新点 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俞文娟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血液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本项目的基础实验研究、临床患者数据收集和分析中做出了重

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3 的第一作者，是数篇其他代表论文的共同作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佟红艳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血液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的设计、实施和推广应用，对HAA 方案的应用和推

广以及白血病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起了重要作用。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作

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孟海涛

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血液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和成果分析总结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尤其是对实验结果的统计学分析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

作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王华锋

排名：11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项目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以及部分基础科研工作。

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作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毛莉萍

排名：1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对HAA 方案的应用和推

广以及白血病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起了重要作用。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作

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杨敏

排名：1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对HAA 方案的应用和推

广以及白血病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起了重要作用。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作

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韦菊英

排名：1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对HAA 方案的应用和推

广以及白血病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起了重要作用。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作

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麦文渊

排名：1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项目的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实施，对HAA 方案的应用和推

广以及白血病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起了重要作用。是数篇代表论文的共同作

者，对创新点 1、3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供了本项目开展临床工作和基础科研工作的平台与场所，保证

各项研究的正常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支持，组织本项目的科研团队

与院内外相关领域团队的协作，支持项目组成员在国内外专业领域会议上进行研究

成果的交流，探讨科研结果的总结及报奖工作，在物力、人力、财力上给与充分支

持。积极辅助本项目团队开展各类 AML 的会议和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支持临

床试验的顺利实施，并为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浙江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供了本项目部分基础科研工作的平台与场所，保证相关研究的

正常开展，提供了研究相关硬件设施和技术支持。支持项目内容，支持相关的原创

性探索工作，支持项目组成员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为科研成



果的产出与项目的顺利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