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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是关于慢性气道疾病发病机制及诊疗仪器研发应用的重大成果。建立了以

膈肌肌电鉴别阻塞性与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新方法并用于临床；通过国际多中心

大规模临床试验，发现 CPAP 在改善 OSA 患者的嗜睡、消除呼吸暂停事件方面有显

著价值，对 OSA 治疗管理有重大价值，相关论著发表于新英格兰杂志，研究结果写

入多个疾病治疗指南；研发出具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呼吸中枢驱动检测系统”，应用

该系统研究了太极拳对 COPD 患者的运动负荷及呼吸调控，发现传统太极拳可完全

替代西方式康复运动，为我国广大 COPD 患者康复治疗提供了高效廉价的方式，相

关论著作为《Chest》杂志社年度重点论文发表，邀请了全球 200 余家媒体参加成

果发布会；探讨了 OSA、COPD 及 COPD-OSA 重叠的呼吸中枢驱动，发现 OSA 事件

时的呼吸中枢驱动比微觉醒时低；COPD 患者睡眠时低通气和低氧血症主要由于呼吸

中枢驱动下降；重叠综合征的低通气和低氧血症主要由于上气道阻力增高，严重

COPD 合并轻度 OSA 可减轻 COPD 相关的夜间低氧血症，这一发现对制定治疗策略

包括呼吸机类型的选择有重大价值。成果相关论著发表于《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horax》等国际一流杂志，合计影响因子 173，他引近 2500次，被

美国心衰防治指南、欧洲呼吸肌检测专家共识等引用。获国内外十余项专利授权，

专利转化产品被国内外众多著名学术机构购置并应用于科研实践，应用该成果技术

和产品为基础发表论文超百篇。成果第一完成者罗远明教授受邀参与撰写欧洲呼吸

肌检测专家共识，多次担任国际会议主席。成果研究平台吸引了众多发达国家学者

前来学习开展合作研究，并被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作为优秀医学生临床研究与科研创

新基地，每年选派顶尖医学生前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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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该成

果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这一成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项目名称：心力衰竭合并睡眠

呼吸暂停患者的呼吸中枢驱动；基金号：81120108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项目名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睡眠状态下的呼吸中枢驱动；基金号：

81270143）等课题资助下，围绕慢性气道疾病的发病机制及诊疗仪器研发应用开

展的一系列研究。

        建立了以膈肌肌电鉴别阻塞性与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新方法，此方法已用于

临床并写入欧洲呼吸肌检测指南，相关论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呼吸年会上评为

最佳论文并发表于《Chest》杂志。在研究不同类型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机

特性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固定 CPAP水平治疗 OSA 的国际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

照临床研究，发现 CPAP 对改善嗜睡、焦虑症状和预防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有显著价值，

但不能预防心血管事件再发生，相关论著发表于新英格兰杂志。开展了太极拳对

COPD 呼吸中枢驱动影响的基础研究，并进一步研究了太极拳对 COPD 的康复价值，



发现太极拳优于西方式的运动康复，对提高 COPD 患者运动耐量及减轻气促有重要

价值，相关论著作为《Chest》杂志年度重点论文发表，同时《Chest》杂志社邀请

了全球 200 余家媒体参加论文成果发布会。以自主研发的呼吸中枢驱动检测技术为

核心，探讨了 OSA、COPD 及 COPD-OSA 重叠时的呼吸中枢驱动，发现 OSA 事件时

的呼吸中枢驱动比微觉醒低，提出加强呼吸中枢驱动可用于治疗 OSA 的新观点；发

现 COPD 患者睡眠时低通气和低氧血症主要由于呼吸中枢驱动下降；而重叠综合征

的低通气和低氧血症主要由于上气道阻力增高，严重 COPD 合并轻度 OSA 时反可减

轻 COPD 相关的夜间低氧血症，上述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一流杂志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nal 和 Thorax 杂志并同时刊发述评。这一发现对制定治疗策略包括呼

吸机的选择有重大价值。

        项目实施中获得十多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通过产学研结合研发出具自主知

识产权的系列诊疗仪器包括呼吸中枢驱动检测仪及相关导管、精简睡眠呼吸机等。

呼吸中枢驱动检测系统及技术已被国内外众多著名学术机构包括美国哈佛大学、英

国帝国理工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国内湘雅医院、华西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等引进

应用于科研及临床，国内外应用我们的技术为基础发表的论文超过 100篇。成果相

关的部分专利成功转化，获得500万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效益。这一成果相关论文

发表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Thorax、Chest等一流杂志，他引近 2500次。研究成果被国际心衰防治指

南、欧洲呼吸肌检测指南（Task Force）所引用，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仪器研发再到

临床应用的有机转化。

        成果获得“广东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广东省

高校成果转化路演大赛第一名”。成果第一完成人罗远明被选为英国皇家内科学院院

士。课题组吸引了众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前来实验室学习开展合作研究。近三年来英

国帝国理工大学每年派出医学生到课题组进行临床研究与创新训练。世界一流大学

向我国派出医学留学生体现了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得到了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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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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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罗远明

排名：1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成果第一完成人是主要贡献者，负责课题的设计、申请、实施、

论文撰写；专利 1、4、5、6、7、8、9、10 的第一发明人，专利3的第二发明人；



二十篇代表作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姓名：邱志辉

排名：2

职称：副主任技师,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专利7、9的第二发明人，专利 1 的第四发明人；代表作

11、18、19的第一作者，代表作 3的第二作者，代表作 8的第三作者。

姓名：贺白婷

排名：3

职称：助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专利3的第一发明人；代表作 2 的并列第一作者，代表作

6、9、16的第二作者，代表作 3、11 的主要作者。

姓名：肖思畅

排名：4

职称：助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代表作 9的第一作者，代表作 2 的并列第一作者，代表作 8的第

二作者。

姓名：梁珊凤

排名：5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专利 10 的第二发明人。

姓名：王璐

排名：6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呼吸中枢驱动检测系统应用、COPD 呼吸中枢驱动研究及技

术支持工作。

姓名：罗英梅

排名：7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 COPD 呼吸中枢驱动研究；专利 2 的第一发明人，专利 1、9

的第三发明人。

姓名：伍颖欣

排名：8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太极拳研究；代表作 16的第一作者，代表作 6、18、20 的

第三作者，代表作 3的主要作者。

姓名：陈永毅

排名：9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太极拳研究；专利 1 的第二发明人，专利9第四发明人；代

表作 3的主要作者。

姓名：于增星

排名：10

职称：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锐士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完成呼吸中枢驱动检测系统的软件研发。

姓名：韦绮珊

排名：11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 OSA 研究；代表作 18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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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及主要权属单位，

负责组织和协调各参加单位完成呼吸肌功能检测与应用的研究工作，为成果提供了

技术平台、后勤保障等服务，帮助课题组按时、优质地完成课题的研究内容。

单位名称：广州锐士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广州锐士伯医疗有限公司作为重要合作单位，主要承担成果转化、

产品生产、呼吸中枢驱动检测系统软件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