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心力衰竭新机制的发现及治疗技术的创新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武汉大学

推荐意见：                                                                  

    以武汉大学为牵头单位组织的科研成果《心力衰竭关键机制与治疗技术的突破和

创新》，项目组历经二十余年临床探索与研究，不仅在心力衰竭基础研究取得重大

成果，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心力衰竭的关键机制，以此建立的心力衰竭治疗效果及存

活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实施各种心力衰竭手术量全国领先，且首创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心房分流器植入、经心尖导管治疗心力衰竭，手术成功率及远期效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心衰结构异常治疗等前沿领域关键技术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

加强心力衰竭病理生理机制研究、推动治疗技术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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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心力衰竭（下简称心衰）现已成为心血管疾病的终极难题，因为对心衰的发病机制

不够了解，目前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较差。目前我国心衰患者人数已经超过 1300

万，5 年死亡率 42.3%，与恶性肿瘤相当。项目组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

部基金等资助下，在心衰的机制研究和器械治疗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研究发

现 CaMKII 的过度激活是心衰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本项目组首次发现了心肌内

源性 CaMKII 抑制分子 Kv4.3，它能有效抑制 CaMKII 而改善心功能。Kv4.3 在心脏压

力负荷增加时被下调，促进了心衰的发生与发展，而减低心腔负荷可以恢复 Kv4.3

的表达。 因此项目组在这一新机制的基础上开发了心衰患者左心减负荷治疗，取得

了很好的疗效。项目组全国首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心房分流器植入术治疗收

缩性和舒张性心衰和全球首创经心尖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技术治疗反流性心衰、分

别通过降低左心房和左心室压力治疗心衰并在临床上成功应用，对突破心衰治疗瓶

颈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项目创新点： 

（一）心衰新机制的发现   

1.项目组首次发现并证实了 CaMKII 的激活是心衰心肌细胞钙调节异常、心室肌细胞

钙通道重构和心功能减退的重要机制，提出了 CaMKII可能成为恢复心衰病人的细胞

钙调节和心功能的治疗靶点，这一发现奠定了心衰的治疗基础。

2.首次在心肌中发现了 CaMKⅡ-Kv4.3复合物，并证明 Kv4.3 与 CaMKII 结合能阻止

CaMKII 激活，是心肌 CaMKII 的内源性抑制机制。心腔负荷增加时 Kv4.3表达降低，

使 CaMKII 过度激活，在心衰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发现奠定了

以降低心腔减负为基础的器械治疗技术治疗心衰的理论基础。

3.首次发现并证明了跨膜动作电位时程梯度的重构与心衰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密切相关，该发现揭示了心衰病人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一个新机制，为心衰患者室

性心律失常治疗方法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二）心衰器械治疗技术的创新

1. 全国首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心房分流器植入术降低左心房压力治疗心衰。

该技术通过在房间隔植入一个分流器持续有效减轻心房的压力，以改善心衰患者的

运动耐量和生活质量, 有效降低患者再入院率及死亡率。

2. 全球首创经心尖导管治疗主动脉瓣反流性心衰。该微创手术无需开胸、无需血液

体外循环，容易操作和掌握，能够大幅减少病人的手术创伤、缩短术后恢复时间、

降低对病人身体条件的要求，从而扩大适用症范围、降低手术费用，使更多高龄心

衰患者得到治疗，使我国微创医疗科技治疗心衰走在世界前列。

    三、应用推广与社会效应

1.项目组在光谷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了心血管技术转化平台，专注于心衰新技术

产品开发应用，目前平台已成功转化开发了 5款心衰相关产品，可用于各阶段心衰

患者的减压治疗，填补了国内器械减低心腔负荷治疗心衰的空白。

2.本项目成果在全国近 30 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和心血管专科医院进行推广，反响良好。

项目组累计手术量 1739台，手术成功率达 96%以上，有效提升了国内心衰的治疗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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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16

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

时左心室收缩力及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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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5).
0.92 王杨淦 0 6

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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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

报(医学版)

2017,

38(00

4):544

-548.

0.92 王杨淦 0 0

否

18

Kv4.3通道蛋白在心

力衰竭调节中的分子

机制

心血管病学

进展

2017;

38;2

0.74

5
王杨淦 0 3

否

19

斑点追踪成像评价压

力负荷型心衰小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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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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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4(v.2

3;No.4

57):76

-

79+84

0.92 王杨淦 0 2

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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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

报(医学版)

2016,

37(00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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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王杨淦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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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王杨淦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全面负责本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在心力衰竭基础研究取得重大成



果，首次发现了心力衰竭的关键机制，奠定心力衰竭治疗的基础；心衰治疗基础-临

床转化研究；以通讯/第一作者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百余篇。

姓名：程筠

排名：2

职称：主管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王杨淦教授指导下，近6年来主要参加了该项目的基础研究,为

动物实 验及手术操作的主要完成人，参与发表论文 32篇

姓名：尚小珂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加了该项目的临床工作,研发及改进了心房分流器植入治疗

心力衰竭，实现了国内零的突破。

姓名：蒋学俊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心衰临床治疗和基础-临床转化研究，参与发表论文十

余篇。

姓名：李景东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李景东教授与王杨淦教授均从事心脏电生理和心脏保护的分子生

物学机制的研究。共同合作的研究方法有心脏离子通道的膜片钳检测、在体和离体

心脏心功能和电生理的研究、免疫组化和蛋白质相互作用位点等，并均对 Ca2+/钙

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Ⅱ(CaMKII)在心脏电重构、结构重构和功能重构中的作用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姓名：林立

排名：6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心衰临床治疗和基础-临床转化研究，参与发表论文十

余篇。



姓名：朱达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完成心衰预防，微创治疗工作及心衰的基础-临床转化研究，

参与发表论文十余篇。

姓名：王智泉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完成心衰治疗微创手术。

姓名：童传凤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完成心衰治疗微创手术。

姓名：巢升平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完成心衰治疗微创手术。

姓名：张东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完成心衰治疗微创手术。

姓名：王雪丽

排名：12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总经理

工作单位：武汉唯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课题使用医疗器械的研发、检测。

姓名：陈松

排名：13

职称：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技术总监

工作单位：武汉唯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课题使用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生产。

姓名：付晓娟

排名：14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行政经理

工作单位：武汉唯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数据统计、材料撰写。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武汉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心力衰竭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已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心血管

疾病之一，5 年死亡率 42.3%，与恶性肿瘤 相当。项目组在国家“863”计划、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教育部基金、国际合作攻 关项目等资助下，历

时二十余年临床探索与研究，不仅在心力衰竭基础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世界上首 次

发现了心力衰竭的关键机制，以此建立的心力衰竭治疗模式的效果及存活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同 时在心衰结构异常治疗等前沿领域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成果。 

    本院作为本项目完成单位在课题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以下贡献： 

    ① 对本项目的部分研究 课题项目的设计、组织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② 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条件。 

    ③ 定期对本项目研究进展、实施和经费运用情况进行检查，听取汇报与管理。 

    ④ 提供了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费用。 

    ⑤ 组织了课题鉴定、审查和申报工作。

    ⑥ 积极支持本项目的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院作为本项目完成单位在课题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

以下贡献： 

① 对本项目的部分研究课题项目的设计、组织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② 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条件。 

③ 提供了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费用。 

④ 积极支持本项目的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院作为本项目完成单位在课题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

以下贡献：

① 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仪器设备条件。

② 提供了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费用。

③ 积极支持本项目的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院作为本项目完成单位在课题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有

以下贡献：

① 对本项目的部分研究课题项目的设计、组织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② 提供了学术交流和论文发表费用。

③ 积极支持本项目的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武汉唯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5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单位作为本项目完成单位在课题申报、立项、实施过程中主要

有以下贡献：

① 对本项目的部分研究课题项目的设计、组织实施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② 为医疗器械的研发给予技术支持。

③ 协助相关专利的发明与转化。

④ 积极支持本项目的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