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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防治新策略及关键致病机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帕金森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疾病，运动并发症是帕金森病患者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

严重影响着患者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该项

目从临床研究以认识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基础研究以探索运动并发症的发病机制，

并验证各种药物对帕金森病运动并发症动物模型的行为学、分子生物学的改善作用。

本项目发现并解决了一些这一领域的难点与热点问题，开拓了运动并发症研究的新

思路，为进一步的新药的研制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该项目代表性论文 20 篇，他引

288 次；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以副主编参与论著撰写 2 部，参编论著 3 部；培养

研究生 54 人；主办学术会议 21 次，参加人数超过 8900 人，并于全国年会等大型

学术活动中多次大会发言交流。该项目研究成果在北京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等 20 余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该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帕金森病研究的发展，对提

高帕金森患者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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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发病

率达 1.7%，预计 2030 年我国 PD 患者可达到 500万，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医疗负

担。左旋多巴是治疗 PD 的主要药物，但随着疾病进展、左旋多巴剂量不断提高，会

诱发运动并发症，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临床实践中使用左旋多巴易出现两种极

端情况：一则顾虑药物副作用，延迟用药或给药剂量不足，导致不能有效改善临床

症状；二为服药剂量过大，诱发运动并发症。究其原因，一是对 PD 运动并发症的发

病机制研究尚不清楚，缺乏有效的治疗靶点；二是缺乏客观定量的风险评估工具，

难以形成规范化的治疗策略。本项目组历时 14 年，基于以上临床问题，致力于 PD

运动并发症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取得如下原创性研究成果： 

1.区别于 PD 研究的传统思路，独辟蹊径地系统研究 PD 运动并发症，构建 PD 运动

并发症危险评估模型，提出“一保、双控”防治运动并发症策略，引领 PD 运动并发症

的临床研究。主持完成 PD 运动并发症诊治专家共识。

①阐述 PD 运动并发症的临床特征，明确致病危险因素；进而在前瞻性临床研究基

础上，首次构建 PD 运动并发症危险评估模型，筛选高危人群，指导临床用药。

②明确 PD 患者非运动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各维度临床特征、影响因素，提出“一保、

双控”的治疗策略：即以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双重监控运动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与用药方案和剂量。

2.聚焦 PD 运动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和药物靶点研究，发现调控非多巴胺受体及信号转

导系统、外周免疫炎症反应可改善 PD 运动并发症，明确阻断运动并发症发生的关键

环节，为药物开发奠定基础。

①明确纹状体区非多巴胺受体参与 PD 运动并发症发生，提出非多巴胺受体是治疗



运动并发症的重要靶点。

②阻断多巴胺受体与信号转导蛋白的异常结合点可改善 PD 运动并发症，为 PD 运动

并发症的治疗提供新靶点。

③明确外周免疫炎症反应参与 PD 运动并发症发生及机制，提出避免或减少外周免

疫反应是改善 PD 运动并发症的有效措施。

3. 克服传统间歇性多巴胺给药的局限性，将纳米技术应用于 PD 运动并发症的治疗，

实现持续性多巴胺刺激，成功研制可持续释放多巴胺的新型专利药物。

       引入纳米技术首次制作左旋多巴苄丝肼微球，实现持续性多巴胺治疗方式，明

确该药物剂型的作用效果及机制，有望进一步开发以防治 PD 运动并发症。

       项目实施以来，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下，建立信息完备的 PD 患者临床资料库和标本库。牵头组建由上海 45 家医院组成

的“上海帕金森病研究联盟”，积极推动学术交流和临床研究工作，并首次颁布“上海

帕金森病就医地图”。

       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20 篇，他引 288 次。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以副主编参与

论著撰写 2 部，参编论著 3 部。培养研究生 54 人。主办学术会议 21 次，参加人数

超过 8900 人；并于全国年会等大型学术活动中多次大会发言交流。本项目研究成

果在北京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 20 余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取

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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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振国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课题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负责主要科技创新点 1-3 的设计和指导。

姓名：宋璐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2 的研究工作，发现腺苷 A2A受体、大麻素

CB1受体、D1-NMDA受体参与 PD 运动并发症的发生。旁证见附件 4：5、13。

姓名：吴娜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2 的研究工作，发现 GRK、arrestin 通过调

控G蛋白偶联受体参与 PD 运动并发症。旁证见附件 4：9。

姓名：袁伟恩

排名：4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3 的设计、指导。制备左旋多巴苄丝肼纳米

微球，并完成微球的体外研究工作。旁证见附件 4：3、4、6、7、8、14。

姓名：万赢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1 的研究工作，构建 PD 运动并发症风险评

估模型。旁证见附件 4：14、19。

姓名：干静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1、2 的研究工作，明确非运动症状对 PD 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多巴胺受体与转导蛋白相互作用参与 PD 运动并发症发生

的研究。旁证见附件 4：11、14、15。

姓名：燕爱娟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2 的研究，发现免疫系统参与帕金森病运动

并发症发病的机制。旁证见附件 4：16。

姓名：杨新新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3 的研究工作，发现左旋多巴苄丝肼纳米微

球可改善 PD 运动并发症。旁证见附件 4：3、6。

姓名：巴茂文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创新点 2 的研究工作，发现 AMPA受体参与 PD 运动并发症

发病的机制。旁证见附件 4：1、2、17。

姓名：张煜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主要科技创新点 1 的研究工作。旁证见附件 4：2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完成，负责组织、管

理本项目申请、实施和总结，为本项目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

并为本项目进行广泛宣传，促进了本项目技术的推广应用。与其它有关单位无有关

知识产权、排名等问题。

单位名称：上海交通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协助完成本项目纳米药剂的制备，为本项目

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并为本项目进行广泛宣传，促进了本项

目技术的推广应用。与其它有关单位无知识产权、排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