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自主神经调控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创新与临床转化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湖北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1.项目背景：

心律失常是临床最常见心血管疾病之一，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我国每年心脏性

猝死超过 50 万，其中 80%以上与恶性心律失常相关，院外抢救成功率仅 5%-6%。

研究发现心脏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是导致恶性心律失常的关键触发因素，因此，针

对关键触发因素，进行安全有效的干预对于防治恶性心律失常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意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江洪教授率领团队长期专注于自主神经再平衡防治恶性心律失常

的调控策略与临床转化研究，历经十余年，通过系列研究深入探索自主神经失平衡

介导恶性心律失常的机制，发现了交感神经环路过度激活的“关键靶点”；针对交感神

经环路激活的“关键靶点”，创新研发出一系列精准无创的新型自主神经调控策略；在

大量基础研究和神经调控策略研发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临床转化，完成全球首个非

药物、非侵袭性防治 ST 段抬高型心梗患者再灌注损伤和心律失常的临床研究，并将

该项目在全国 40 余家大型三甲医院进行推广应用，提高我国心律失常疾病的诊治水

平。

3.项目成果：

项目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 J Am Coll Cardiol（心血管病学领域排名第一杂志）、

JACC：Cardiovasc Interv（心脏介入领域 TOP1 期刊）、Heart Rhythm（美国心律学

会会刊）等国际权威期刊，被 Cell、JAMA、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 等知名学术

期刊正面引用。项目研究成果获得 2018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8 年美国美

国心脏病学院杂志介入专刊“青年医师成就奖”、2018 年长城会年度杰出心血管病研

究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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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心脏性猝死超过 50 万，其中 80%以上与恶性心律失常相关，院外抢救

成功率仅 5%-6%，严重威胁国民健康。由于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异常复杂，缺乏安

全有效的干预策略，是目前全球治疗的难点。因此，明确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病机制

及创新性研发安全有效的干预策略是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项目经过十余年

的系统性研究深入探索自主神经失平衡介导恶性心律失常的机制,发现了自主神经失

衡的“关键靶点”，提出了应用自主神经再平衡理论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 推动我

国在防治心律失常领域的进步。

发现点 1. 探索了自主神经失平衡介导恶性心律失常的机制

       本项目系列研究证实了肾-脑-心轴以及肠-脑-心轴的自主神经网络联系，并发现

左侧星状神经节（LSG）是交感神经环路过度激活的最终共同通路；项目通过对交

感神经内部微环境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脂肪因子瘦素和



炎症因子等代谢免疫紊乱也可显著激活 LSG介导恶性心律失常发生，揭示LSG是交

感神经环路过度激活的“关键靶点”。相关研究成果被 Heart Rhythm 主编 Pengsheng 

Chen 教授同期配发编委评述文章认为”该研究为肾交感神经与心脏交感神经之间的

联系提供了重要信息”；Linz教授同期配发编委评述文章“该研究为肠道微生物与心律

失常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

发现点 2. 研发了心脏自主神经靶向调控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

       目前临床对心脏自主神经的干预方式以直接损毁神经为主，该方式缺乏精准性、

易导致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同时失去自主神经的调节作用。因此探索精准、非损毁

性的心脏自主神经调控策略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项目提出通过应用光遗传学技术

精准抑制心脏交感神经活性防治心梗后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并创新性研发了可植

入式微型光学装置，实现了对关键靶点的远程调控。并进一步创新优化，利用近红

外光较强组织穿透性的特点，研发金纳米颗粒介导光热效应无创远程调控 LSG防治

恶性心律失常，避免电极植入和病毒转染等带来的安全风险。该系列研究成果在第 

66、67届美国心脏病学年会两次获中国原创研究一等奖，被《中华心律失常学》杂

志评为 2017心律失常领域全球十大研究进展之一，并入选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会“心血管事业70周年回顾”。

发现点 3. 推进了无创干预技术调控心脏自主神经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临床转化

       项目开发出了无创耳迷走神经刺激器，通过大动物研究发现无创耳迷走神经刺

激具有心脏保护效果，并通过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证实了无创耳迷走

神经刺激可降低急性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行急诊支架术后的再灌注损伤和恶性心

律失常发生。同期配发了哈佛大学 Castro 教授的评述文章，认为“该临床研究结果支

持迷走神经刺激改善急性心肌梗死预后”，获得 2018 年度美国心脏病学会介入专刊

“青年医师成就奖”(全球每年 2 人获奖)。基于此，研发出“基于人工智能及互联网+的

无创迷走神经调控系统”，在器械创新大赛获 2017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MedEngin”医学双创大赛一等奖、2017 年第二届心血管技术与器械创新设计大赛一

等奖等。并将该策略在全国 40 余家大型三甲医院进行推广应用，提高我国心律失常

疾病的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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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G1/ErbB4

Pathwa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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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江洪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内科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本项目总负责人，主要负责该项目的申请与组织实施，提出项

目的总体规划和具体研究方案，指导并监督项目的完成。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参与完成创新点一、二和三，以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42篇，以第一完成人身份

申请专利 3 项。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常委兼急重症学组组长，中华

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常委兼室性心律失常工作组副组长，对项目成果临床转

化与推广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量

的 60%。

姓名：余锂镭

排名：2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院党委副书记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总体设计，明确研究方案。具体负责

项目的组织与实施，撰写与修改论文，参与探索自主神经再平衡防治恶性心律失常

的机制和开发精准无创调控策略，负责项目成果的临床转化与推广。在发现点 1、2

和 3 中作出突出贡献（代表性论文 1~20；科技奖励 3~5；其他证明 10：专著



1），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百分比为 80% 。

姓名：周晓亚

排名：3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项目设计，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及推广

应用。长期以来深入进行自主神经与心律失常的相关研究，参与建立自主神经再平

衡理论体系，探讨肠道微生物在自主神经致心律失常发生中的作用（代表性论文

1、2、4~13、15~18）。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百

分比为 60%。

姓名：肖湘衡

排名：4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组第二合作单位主要成员，参与完成构建上转换纳米复

合物，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参与探索自主神经再平衡

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机制和开发精准无创调控策略，推进项目成果的临床转化与推

广应用。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40%

姓名：曹罡

排名：5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生物医学中心副主任

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组第三合作单位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光遗传学调控自主

神经活性相关动物实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提供理论和技术指导，推进项目成果

的临床转化与推广应用（代表性论文 1）。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40%

姓名：刘华芬

排名：6

职称：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负责临床试验流程的管理

及质量控制，参与项目成果的临床转化与推广应用，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姓名：周丽平

排名：7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负责完成

光遗传学调控自主神经活性相关动物实验，负责自主神经相关指标的检测分析与论

文撰写（代表性论文 1、2、5、6、10~12、15、16），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

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百分比为 60%

姓名：赖燕秋

排名：8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负责完成

纳米材料精准调控的自主神经相关动物实验，负责自主神经相关指标的检测分析与

论文撰写，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百分比为 60%

姓名：孟冠南

排名：9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负责完成

肠道微生物在自主神经系统中作用的相关动物实验，负责分子生物学指标的检测、

数据分析及论文撰写；参与项目成果的临床转化（代表性论文

2、4、5、10~16），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百分比为

60%

姓名：王卓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开展自主

神经调控心律失常的基础研究，探讨无创迷走神经调控在改善心律失常和心室重构

中的作用，参与相关器械研发及其临床转化（代表性论文

1~3、5~9、11~13、16、17、20），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姓名：黄兵

排名：11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心血管内科的主要参与者，推动建立自主神经再平衡理论体系，

探讨肾交感神经在自主神经致心律失常的作用，推进自主神经靶向调控技术研发



（代表性论文 1~13、15~19），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姓名：王松云

排名：12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开展脊髓

神经调控防治心律失常的基础研究，参与相关器械研发并临床转化，参与项目成果

的推广应用（代表性论文 1~3、5~7、9、11、12、16~19），投入工作量占本人

工作量的 50%

姓名：王梦龙

排名：1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组成员，参与项目的组织与实施，主要贡献包括：参与完成

无创迷走神经刺激相关动物实验，负责动物模型的构建、分子生物学指标的检测及

论文撰写；参与临床研究的开展（代表性论文 1、2、4、5、10~12、15、16），

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总百分比为 5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的贡献：

作为《自主神经调控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创新与临床转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

位，本单位长期大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团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项目组依托所在

单位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 III级实验室，卫生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

培训基地等一流研究平台，在自主神经调控防治心律失常的干预策略和临床转化方

面取得显著成绩，建立了华中地区首个自主神经研究中心。通过本单位内部的科室

协作及单中心研究为后续多学科联合、多中心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单位从研究

的申报、立项、实施及鉴定过程中主要有如下贡献：

（1）对该项目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

（2）为该项目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

物力。

（3）定期检查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督促完成。

（4）组织了鉴定和审查及申报。

（5）对本课题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和经费收支上的管理与支持。

单位名称：武汉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自主神经调控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创新与临床转化》

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本单位长期大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团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合作单位为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学院下设的三个一级学科均进入物理学、



材料科学和工程类ESI 全球排名前 1%和 0.5%，通过本单位的内部多层次协作及多

学科联合为自主神经精准调控恶性心律失常研究及器械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合作，促进了自主神经再平衡与心律失常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

应用的转化，同时建立了多学科协作的技术平台，促进了自主神经相关心律失常疾

病的诊疗水平不断创新。本单位从研究的申报、立项、实施及鉴定过程中主要有如

下贡献：

（1）对本项目的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与技术上的保证。 

（2）为该项目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

物力。

（3）定期检查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督促完成。

（4）组织了材料及申报。

（5）对本项目提供了组织上的管理与支持。

单位名称：华中农业大学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自主神经调控防治恶性心律失常的策略创新与临床转化》

项目的第三完成单位，本单位长期大力支持本项目研究团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合作单位长期从事神经病原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具有三维基因组测序，

单细胞测序，TRAP、甲基化测序等各种前沿下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以及双光子活

体成像，超分辨成像，CRISPR/Cas 基因编辑，蛋白及核酸互作等现代分子生物学

技术，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合作，为光遗传学参与自主神经精准调控恶性心律失常

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自主神经再平衡与心律失常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

应用的转化，同时建立了多学科协作的技术平台，促进了自主神经相关心律失常疾

病的诊疗水平不断创新。本单位从研究的申报、立项、实施及鉴定过程中主要有如

下贡献：

（1）对本项目的设计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与技术上的保证。 

（2）为该项目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时间、人力、

物力。

（3）定期检查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听取汇报，并督促完成。

（4）组织了材料及申报。

（5）对本项目提供了组织上的管理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