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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该项目历时 12 年，在基础实验证明干细胞促进血管新生的基础上，国内率先开

展了自体纯化 CD34+细胞移植治疗周围血管病导致的难治性重度肢体缺血；国际上

首次报道了 5 年期满意疗效；国际上首次开展对比纯化 CD34+细胞和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移植疗效的前瞻性随机对照单盲研究；分析疗效影响高危因素，继而针对性再

次开展基础研究，指导临床，进一步提升疗效。依托多项国自然、省部级相关课题，

沿着 B-to-B 的模式循环推进。至今共完成 700 余例，样本量大，疗效显著持、持久，

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组成员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外学术大会并发言，多篇

论著被相关领域权威期刊评选为封面/特色论著。该新技术使大批患者截肢率从 40%

降至 16%，而且其中 90%以上是青壮年炎性动脉闭塞（国人发病率显著高于西方国

家），将劳动力丧失率从 34.8%降至 18.7%，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同时，90%以上

患者单次移植即获长久疗效，显著降低了医疗费用。为推动我国干细胞技术的发展，

提升我国再生医学领域的国际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该项目密切联系临床，设计合理，方法先进，结论可信。总体水平已达到国际

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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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属周围血管外科领域。 

    周围血管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导致的难治性重度肢体缺血

（no-option critical limb ischemia，NOCLI），是血管外科常见病，致残致死率高。

目前主流血运重建方法无法取得满意疗效。提高 PAD 导致的 NOCLI 无截肢生存率，

是血管外科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历时 12 年，应用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 NOCLI，

将无截肢生存率由 60%提高至 88.89%，劳动力恢复率提升至 65.38%，疗效长久。

为推动我国干细胞技术发展，提升我国再生医学领域的国际地位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新点如下：

1、首创炎症介导的重度肢体缺血（Angiitis-Induced CriticalLimb Ischemia, AICLI）

概念，对 PAD 导致的 NOCLI进行病因学分类，优化 NOCLI血运重建策略，大幅提升

无截肢生存率

（1）国际首次报道自体纯化 CD34+细胞移植治疗 NOCLI 5 年期满意疗效，并首创

AICLI 概念，AICLI患者主流血运重建疗法效果较差，应首选干细胞疗法。主编兼美

国WakeForest 再生研究所所长 Anthony Atala给予了高度评价（Stem Cells Transl 

Med，2018，IF 5.96，特色论著）。

（2）国内率先开展自体纯化 CD34+细胞移植治疗 NOCLI，6 个月无截肢生存率达到

84%，验证了干细胞疗法的安全性及有效性（J Vasc Surg，2013，血管外科领域顶

尖杂志 IF 3.41，封面论著）。



（3）国际首次开展了比较纯化自体 CD34+细胞移植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移植疗效

差异的前瞻性随机对照单盲研究，证明前者可更早缓解缺血

（EBioMedicine，2018，Lancet子刊，IF=5.74）。

    2、针对术后复发患者开展了复发危险因素和二次移植的研究，明确了 NOCLI 复

发的高危因素，将复发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并针对复发患者进行了二次移植，取得

了满意疗效（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血管与腔内血管外科杂志，2017）

    NOCLI患者接受干细胞治疗后存在复发风险，通过严格戒烟可将复发率控制在较

低水平。术后 1 年内再次吸烟，是术后复发/再发的危险因素之一。二次自体干细胞

移植可有效缓解缺血，并获得理想疗效。

3、国际上首批通过HIV-Tat蛋白转导域-超常磁纳米颗粒标记系统和同步辐射技术，

证实了干细胞介导的血管新生现象，为干细胞血运重建疗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1）本团队证实了 SPION标记、MRI可以为自体骨髓间充质细胞移植治疗兔后肢缺

血，首次提供了有效的移植干细胞体内无创示踪。（Chinese Medical 

Journal，2011，IF=1.59）。

（2）本团队应用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和和高分辨探测器，结合合理的样本制备技术，

活体检测了大鼠后肢微血管结构，成功观察到大鼠后肢最细血管为 9微米，非常接

近毛细血管的直径，弥补了传统X线方法的缺陷（JSurg Res，2010，IF=1.84）。

    共计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 SCI 8 篇（总 IF 27.48），申请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成果推广至全国多家三甲医院，共计治疗 NOCLI 近 700 例，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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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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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董智慧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项目总负责人，参与课题设计、指导实施及课题总结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0% 

3 主要科技创新内容 1-3，为项目创新、应用和推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19 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 12 篇，见附件中论

文编号 1-4，7，10-12，15-16，18，20

姓名：符伟国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本项目主要参与者之一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0% 

3 主要科技创新内容 1-3，为项目应用和推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19 篇，其中以通讯作者发表代表性论文 15 篇，见附件中论

文编号 1，2，4-7，9-16，20

姓名：方圆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主要科技创新内容 1-2，为本项目的创新、应用和推广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5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3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6、17、18

姓名：潘天岳

排名：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主要科技创新内容 1-2，为项目的创新、应用和推广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5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1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5 

4 申请专利一项

姓名：刘澎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主要的项目的具体实施者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80% 

3 项目创新点 1-2 的重要参与人 

4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4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4、6、17、18

姓名：魏征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主要科技创新内容 1-2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5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8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5、6

姓名：顾史洋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主要科技创新内容 1-2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5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4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4、6、17、18

姓名：陈斌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参与项目创新点 1-3 的技术改进及应用推广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3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7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2、4、6、10、12、17、18

姓名：蒋俊豪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参与项目创新点 1-3 的技术改进及应用推广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3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6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4、6、10、12、17、18

姓名：石赟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参与项目创新点 1-3 的技术改进及应用推广 

2 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 30% 

3 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2 篇，见附件中论文编号 4、6

主要完

成单位

单位名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排名：1



情况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了该项目立项、受资助课题的申请、伦理审查、研究开展、

论文发表、成果鉴定及验收、成果推广应用的全过程，为项目开展提供了组织、管

理、人力资源、监督等各方面积极的指导和有建设性的建议，协助项目申报各类专

利及后续管理，为专利转化进行协调，并在后勤保障、协作联系等方面给予充分的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