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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成果围绕钙池操纵性钙通道在肺动脉高压发病中的作用及相关干预进行了原创

性研究，取得了以下的研究成果：建立肺动脉高压基础研究模型系统。系统阐明了

低氧通过调节肺动脉平滑肌细胞中低氧诱导因子-骨形成蛋白 4-经典瞬时受体电位蛋

白（TRPC）-钙池操纵性钙内流通路，造成[Ca2+]i 增加，进而引起 PASMCs 的增殖、

迁移和收缩，促进肺血管重构，提出肺动脉高压发病机制的创新理论体系。明确烟

草烟雾暴露可以通过影响 TRPC 蛋白的表达，参与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内钙稳态的调节，

引起肺动脉压力升高，为肺动脉高压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阐明西地那非通过

cGMP-PKG-PPARγ 轴抑制 TRPC 的表达而影响 SOCE，降低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大鼠肺

动脉压力、减轻右心肥大的程度，为该药应用于低氧相关肺动脉高压治疗提供了理

论依据，推动其临床应用。该系列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其中低氧通过 HIF-1-BMP4-

ERK1/2/P38MARK 信号通路引起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的研究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和前景。同意提名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是一组以肺动脉压力增高、肺动脉

壁重构为病理特征的恶性肺血管疾病，患病率高、危害性大、治疗不当往往引起右

心衰竭甚至死亡。有关 PH 的发病机制不完全清楚，缺乏有效阻止疾病进展和逆转疾

病的治疗药物，是目前提高肺动脉高压防治水平的瓶颈。尽管近年来肺动脉高压研

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总体来说，目前肺动脉高压的临床治疗仍不容乐观。而早

期 诊断、早期干预、规范治疗是提高肺动脉高压诊治水平的关键。该成果的应用领

域为肺动脉高压病理机 制、新药作用机制的创新认识和新药研发。成果包括肺动脉

平滑肌细胞、肺动脉内皮细胞、腔静脉平滑 肌细胞的原代培养方法的建立及低氧暴

露装置的发明，为 PH 发病机制及药物研发奠定了必要的方法学基 础；首次证明了

钙池操纵性钙通道（SOCC）在低氧性 PH 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发现骨形成蛋白

BMP4 增加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s）内钙浓度（[Ca2+]i），系统阐明了低氧

通过调节低氧诱导因子（HIF1）-BMP4-经典瞬时受体电位（TRPC）蛋白-钙池操纵

性钙内流（SOCE）通路，造成 [Ca2+]i 增加，进而引起 PASMCs 的增殖、迁移和收

缩，促进肺血管重构和 PH 发病，从而建立了 PH 发病机制的创新理论体系；首次明

确香烟烟雾暴露可以通过影响 TRPC 蛋白的表达，参与 PASMCs 细胞内钙稳态的调

节，从而引起肺动脉压力升高，为 PH 防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首次发现西地那

非通过靶向 cGMP-PKG-PPARγ 轴抑制 TR PC 的表达而影响 SOCE，降低低氧性 PH 大

鼠肺动脉压力、减轻右心肥大的程度，为该药应用于低氧相关 PH 治疗提供了理论依

据，推动其临床应用。该成果共发表 15篇研究文，其中 SCI 论文 8篇，累计影响因

子 36. 247分；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研究成果受国内外学

者广泛认可，截至 2021年 5月该项目发表的 8篇代表性 SCI 论文总引用 134次，

他引 103次，最高引用次数达 26次；发表的 2篇代表性中文论文引用次数达 9次。



该成果在国内十余家知名三甲医院推广应用。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研究具有创新性，

其中低氧通过 HIF1-BMP4-ERK1/2/P38MARK 信号通路引起 PASMCs 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升高的研究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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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卢文菊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研管理部主任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申请、组织和实施。四个主要研究

内容的主要完成人。第 3 项专利的第一发明人，第 1，2，4 项专利的发明人。 9篇

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其中是第6，7，8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第

2，3，5，9篇代表性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第 2，3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第

1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

姓名：王健

排名：2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广东省血管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设计、申请、组织和实施。四个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要

完成人。4 项专利的主要发明人，其中是第 1,2,4 项相关专利的第一发明人，第 3

项专利的第二发明人。10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是第 1,4篇代表

性论文的通讯作者，第 2,3,4,5篇代表性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第 2,6,7,8,9代表性

论文的共同一作。

姓名：陈豫钦



排名：3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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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该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对研究内容 1、3、4部分有贡献。四项相关专利的主要发明

人，其中是第 1,2,4 项 专利的第二完成人，第 3 项专利的主要发明人。5篇代表性

论文的主要作者，其中第7篇的共同第一作者， 第 1,5,9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

姓名：赖宁

排名：4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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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完成人，对研究内容第 1、2部分有重要贡献。成果 3

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是第 3,6,7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

姓名：张弋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完成人，对研究内容第 2部分有重要贡献，对研究内容第 4

部分有贡献。成果 3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其中是第 3,4篇代表性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第7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

姓名：杨凯

排名：6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完成人，对研究内容第 2、4部分有重要贡献。成果 6篇文

章的主要作者，其中是第 4,7，8,10篇代表性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第 3,6篇代表

性论文的主要作者。

姓名：张晨婷

排名：7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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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主要贡献：

项目完成人，对研究内容第 1部分有贡献。成果 2篇文章的主要作者，是第 8篇代

表性论文专著的主要作者。

本项目占其工作总量的 50%。



姓名：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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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完成人，对研究项目第二部分有重要贡献，对研究项目第一

部分有贡献。成果 3篇论文主要作者，其中是第 4，9篇的共同第一作者，第5篇

代表性论文的主要作者。

姓名：江倩

排名：9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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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完成人，对研究内容第 2部分有重要贡献，对第 1部分有贡

献。成果 5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其中是第5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第 3,4,6,9

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第 3 项实用新型专利的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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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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的主要完成和实施单位。       

1）知识产权第 1,2,3,4 项专利的专利权人；

2）第 1,2,3,4,5,6,7,8,9 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完成和实施单位；

3）成果“钙池操纵性钙通道在肺动脉高压发病中的作用及干预系列研究”的完成和实

验单位；

4）四个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要完成单位，参与完成项目申请，研究实施，论文撰写

及发表，成果整理及申报。

单位名称：广州医科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1）第 1,2,3,4,5,6,7,8,9 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完成和实施单位。

2）是成果“钙池操纵性钙通道在肺动脉高压发病中的作用及干预系列研究”的完成单

位。

3）是四个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要完成单位，参与完成项目申请，研究实施，论文撰

写及发表，成果整理及申报。

单位名称：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1）知识产权第 2 项实用新型专利“全自动多通道开放灌流系统”的

专利权人；

2）第 1,2,3,4,5,6,7,8,9 篇代表性论文的主要完成和实施单位；

3）是成果“钙池操纵性钙通道在肺动脉高压发病中的作用及干预系列研究”的完成单

位；

4）是四个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要完成单位，参与完成项目申请，研究实施，论文撰



写及发表，成果整理及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