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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肥胖相关代谢紊乱的异质性及干预策略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肥胖症已成为世界性的流行疾病，肥胖及相关并发症的医疗支出剧增，带来了严

重的社会和健康负担。多年来临床上一直把减轻体重作为肥胖治疗的主要目的，但

仍然解决不了肥胖治疗中的快速和长期反弹问题。减肥药物研发缓慢，且依从性差。

关键原因是我们对肥胖的发病机制仍然认知不足，单纯限制能量摄入、增加能量消

耗达到负平衡已被证明不是治疗肥胖的有效手段，单一的体重减轻也无法解决肥胖

的终极问题。因此，基础研究亟待从基因遗传、人类进化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肥

胖发生的环境因素和社会原因，临床上需要从代谢的角度进行肥胖的亚临床分类，

把肥胖病作为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疾病，由具有丰富经验和理论的专业团队制订合理

可行的、针对代谢状态的个体化干预策略和治疗方案，贯彻以疾病为中心的管理理

念。

      以曲伸教授为首的肥胖代谢性疾病研究课题组专注肥胖相关性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历时二十余年，开展了一系列从基础到临床的研究，创立了基于代谢的肥胖诊

断分类理论，研发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可溶性胶囊，开展了减重代谢手术，成立了具

有以疾病为中心的肥胖症管理中心，已诊疗肥胖患者上万例，开展肥胖手术超 300

例。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学术地位，引领和指导了肥胖的研究与临床，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和社会价值，特推荐曲伸教授团队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肥胖症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流行疾病，2016年 AACE指南首次列出了肥胖

相关的 16种并发症，首次把肥胖相关并发症纳入了肥胖代谢一体诊疗的框架之中。

也正是由于肥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导致了肥胖患者预期寿命较正常BMI人群减少6

年，在临床上亟待引起重视。但肥胖及其并发症症作为一类代谢性疾病缺乏相应的

诊断标准和控制目标，对肥胖相关并发症的定义也不统一，从基因遗传、人类进化

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肥胖发生的遗传-环境交互作用和致病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

故临床上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治疗药物，目前的减重治疗体重容易减，但面对反

弹却经常束手无策。因此，临床上需要从代谢角度进行肥胖的分类和个体化治疗。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如下：

一、肥胖发病的中枢分子机制研究及新的基因发现

肥胖的中枢在大脑，我们利用细胞平台和模式动物对肥胖症的发病机制及中枢调控

进行了深入研究：①阐明了 β-arrestin2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②发现

了 cAMP 维持肝脏糖脂稳态的新功能；③探讨了 APOC3 与肥胖脂肪肝相关的糖脂代

谢的作用及其炎症机制，揭示了巨噬细胞介导的慢性低度炎症与肥胖和胰岛素抵抗

间的作用。④首次揭示FoxO1 作为中心环节参与肥胖小鼠胰岛素调节肝脏糖脂代谢

的生理过程。相关内容发表在Nature(IF: 42.779，附件4-16）、Protein Cell（IF: 

10.164，附件4-18）、Cell Discovery（IF:10.84，附件4-7）等专业杂志，累积 

SCI影响因子 100 余分。



二、创新性提出了基于代谢的肥胖临床分类

团队在国际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代谢的四色肥胖理论并建立了辨色诊治的临床方

案，采用人工智能深入学习方法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并得到证实，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各大权威期刊（附件4-1、4-2、4-3），并主办 11届国际肥胖论坛。

三、建立了肥胖症的的中心化管理模式

本中心是国内唯一的一站式（集营养、管理、内分泌、减重外科于一体）、综合性、

个体化的肥胖诊疗中心，并拓展了数家分中心。中心研发的国际先进水平的小分子

可溶性减重胶囊并已申请专利。同时，团队在国内最早开展肥胖代谢性手术，诊治

肥胖患者上万例，收集临床资料 2500 余例，开展减重代谢手术 300 余例，揭示了

减重手术对内分泌功能脂肪分布，PCOS，OSAS及尿酸、骨代谢等多种代谢疾病的

影响及其分子机制，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成果。共承担包括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 42

项，经费达 3101.5万元。

四、推广应用情况：目前该系列研究成果已被广泛接受和应用，在诸多著名三甲医

院得到推广应用，被东方卫视、新民晚报及腾讯等媒体多次报道，相关研究成果纳

入了《减重代谢外科围术期处理专家共识（2019版）》、《中国肥胖及 2型糖尿病

外科治疗指南（2019版）》、《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治内分泌专家共识》三项指南，

同时目前牵头内科、外科、中医、营养、运动、心理等多学科撰写《基于临床的肥

胖症多学科诊疗共识》。鉴于目前新冠疫情对肥胖患者诊疗提出的新挑战，团队牵

头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肥胖与代谢外科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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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曲伸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从事内分泌代谢领域的研究近 40 年。2001 年曲伸教授与邹大进

教授所在的长海医院内分泌科团队与普外科郑成竹教授合作，在国内开展了首例减

重手术；2014年团队与普外科、麻醉、ICU、营养科密切合作成立MDT 减重团队

（上海十院）；2015年在国内外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代谢的肥胖辨色诊治理论，

主张对肥胖进行深入的代谢分类和个体化诊疗，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和临床推广；

2018年在代谢病中心内成立了减重糖尿病代谢外科和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国医大

师吕景山教授中医针灸传承基地，在国内首家真正实现了肥胖中心化诊疗一体化建

设。

姓名：栾冰



排名：2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兼职 PI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肥胖相关疾病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深入地研究疾病的调控机制

具有重要的意义。申请人多年以 GPCR为核心，发现了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信

号分子，研究其信号转导机制，阐明其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为疾病治疗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重要靶点。主要学术贡献：1）阐明了 β-arrestin2在疾病发生发

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2）揭示了 cAMP关键信号分子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多重机

制；3）发现了 cAMP维持肝脏糖脂稳态的新功能。申请人发表论文 11篇：第一作

者 3篇（Nature、Cell Metab、EMBO J），通讯作者（含共同）7篇（PNAS、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 等）

姓名：程晓芸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

行政职务：行政副主任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医 20 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2015.01-2016.4于美国 Chil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 of UMPC任高级访问学

者，主要从事糖脂代谢及肥胖相关性代谢紊乱的临床及基础研究，主持科技部、省

部级及局级课题各 1 项，并参与多项国自然课题， 发表SCI论文 10 余篇。目前学

术任职：全国内分泌学会肝病与代谢病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征学组副组长。

姓名：卜乐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发表相关 SCI论文 13篇，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姓名：林紫薇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以第一作者发表SCI5篇，核心期刊 1篇，其中关于人工智能手

段分类肥胖相关文章 2篇。主持国自然课题 1 项。

姓名：张曼娜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目前已在权威杂志发表SCI论文近 20篇，其中第一作者近 10篇。

主持基金项目 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

姓名：尤慧

排名：7

职称：技师,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院级攀登人才

姓名：杜磊

排名：8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从事肥胖症、代谢综合征的临床诊治及基础科研工作，尤其在代

谢手术临床开展、动物模型制备方面具有重要贡献，发表SC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各一篇。

姓名：朱翠玲

排名：9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研究生期间一直致力于肥胖、糖尿病及脂肪肝方面的研究并取得

一定的研究进展。目前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7篇（累计影响因子＞20 分），中

文核心论著5篇，并多次参与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年会、糖尿病学分会及美国 ADA的

壁报展示及口头汇报。规培期间获得 2021 年度上海十院攀登人才计划优秀青年医

师 A类科研项目，也参与青年国自然的书写及申请工作，目前具有严谨的科研思维

及良好的科研能力。

姓名：孙航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发表SCI论文 10 余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8篇，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 2 项课题

姓名：王兴纯

排名：11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从事多年肥胖及 NAFLD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研究 NAFLD进展为

NASH的机制，目前主要致力于 NASH与 BMP4的研究，着重铁死亡在NASH中的

机制研究，以第一作者及共同通讯作者发表SCI文章 17篇，总计影响因子47.114

分。

姓名：朱冰

排名：12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目前已发表多篇 SCI论文和中文核心期刊，其中以第一作者

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  6篇，发表在《Diabetes/Metabolism Research and

Reviews》，《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Endocrine 

Practice》，《Obesity Surgery》等杂志，最高 IF 4.758，累积 IF 20 余分。

2． 入选 2021届上海市扬帆计划

姓名：朱江帆

排名：1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首席专家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编、参编专著5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40 余篇。现

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代谢

病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肥胖与代谢外科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微

创外科杂志》常委、《中华腔镜外科杂志》、《腹腔镜外科杂志》、《中华肥胖与

代谢病杂志》等多部学术期刊编委。

姓名：邹大进

排名：14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首席专家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邹大进教授于 2000 年-2012 年曾任长海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

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学术任职：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

协会内分泌代谢医师分会副会长兼肥胖与肠道激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医

学会糖尿病学会前任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解放军内分泌专业委员会顾问。并担任《中华糖尿病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内分

泌代谢杂志》编委，《上海医学》副主编。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

二等奖等。著有《实用肥胖病学》、《甲亢》、《你能战胜糖尿病》、《糖尿病并

发症防治》等专著。

姓名：孙文善

排名：15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应用中医技术进行肥胖与代谢性疾病等相关疾病治疗。

2006年提出微创埋线概念，发明了一次性微创埋线针和 PGLA高分子埋线材料，并

转化临床应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家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微创埋线技术临床应

用”培训工作，倡导埋线减重客观化、系统化和科学化，著有《临床实用微创埋线技

术》、《中华埋线名医百家精粹》、《微创埋线减肥》、《减重向左 减肥向右》、

《这次肯定瘦下来》等书籍。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导单位，主导肥胖诊疗关键技术的建立、应用及其分子机

制研究的主要和重要内容，曲伸教授作为第一负责人，栾冰、程晓芸、卜乐等作为

共同研究者，在肥胖的代谢分类和个体化诊断原则；肥胖减重手术预后临床及基础

研究；肥胖药物小分子设计；肥胖症的发病机制及中枢调控研究等热点问题方面做

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曲伸教授主张对肥胖进行深入的代谢分类和个体化诊

疗，同时 2001 年与邹大进教授所在的长海医院内分泌科团队与普外科郑成竹教授

合作，在国内最早开展了肥胖代谢性手术，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在中华内

分泌代谢杂志、Obesity Surgery等专业杂志，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顶尖学术会议，

发表文章百余篇；邹大进教授从事肥胖领域诊治 40 余年，具有丰富的肥胖临床诊

治与基础转化研究经验，担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及全国肥胖学组组

长，创立并主办了 10届全国肥胖论坛并形成著名品牌；朱江帆教授担任研究型医

院代谢减重学会主任委员，已开展肥胖代谢手术近千例，参加多项减重手术指南制

定，具有一定的国内外影响力；栾冰教授（国家青千、优青）领衔的肥胖基础研究

团队在肥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信息智能化处理及药物筛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达到

了国际水平；孙文善教授在针灸埋线减重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领先技术，发表了

多篇中医针灸及埋线减重专著及文章。作为主导单位，在肥胖的诊断，治疗及手术

临床预后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