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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脑卒中神经免疫相关机制及全程管理策略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国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脑梗死是成人致残的主要原因，脑梗死导致的长期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该项目基于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突破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1、发现

在脑卒中早期受损区域的胶质细胞能够释放大量趋化因子 SDF-1，增高的 SDF-1 通

过诱导进入血脑屏障的 T 淋巴细胞向 Treg 细胞的分化，改善缺血周边区脑组织内的

炎性微环境，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2、首次证实了强制性运动疗法通过改善缺血后

的局部炎症微环境从而促进神经发生及轴突再生及相关作用机制。更加清晰地阐明

新生神经细胞在体内复杂环境下的生物学特性，并积极将该技术在国内 15 家三甲医

院推广应用。3、对抗精神病药物在脑卒中患者中的潜在治疗作用和不良影响进行了

深入研究，通过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为卒中患者

的个体化用药和全程管理提供了新的依据。4、依托卒中中心平台，积极开展多模式

磁共振指导下超时间窗静脉溶栓技术。同时积极参与成立辽宁省卒中专科联盟，整

合辽宁省医疗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为卒中患者搭建方便快捷的救治平台，以实现

“快发现，快治疗，快康复”的目的，缩短城乡医生水平差距，为广大卒中患者提供了

精准、优质、规范的治疗和管理策略。项目成果为依据开展的卒中诊疗在国内 15 家

大型三甲医院推广应用。在广大脑卒中患者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致残率明显

下降，开阔了以神经免疫相关机制为靶点的应用前景，为脑卒中精准医疗系统的建

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和管理模式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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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死是成人致残的主要原因，脑梗死导致的长期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急性期溶栓疗法虽然被证实有效，但却受到时间窗的限制，因此对于

大多数脑梗死患者而言，神经功能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脑梗死后，来自外周的免疫

细胞能够通过损伤的血脑屏障向脑内浸润，脑内和外周免疫环境之间长期存在的相

互联系表明来自外周的免疫细胞可能在梗死后早期神经损伤以及后期神经修复中都

起着重要作用。本项目基于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突破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

1、项目组发现在脑卒中早期受损区域的胶质细胞能够释放大量趋化因子 SDF-1，增

高的 SDF-1 通过诱导进入血脑屏障的 T 淋巴细胞向 Treg 细胞的分化，改善缺血周边

区脑组织内的炎性微环境，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2、项目组首次证实了强制性运动疗法通过改善缺血后的局部炎症微环境从而促进神

经发生及轴突再生及相关作用机制。更加清晰地阐明新生神经细胞在体内复杂环境

下的生物学特性，并积极将该技术在国内 15 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

3、项目组对抗精神病药物在脑卒中患者中的潜在治疗作用和不良影响进行了深入研

究，通过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为卒中患者的个体

化用药和全程管理提供了新的依据。



4、项目组发现氯离子协同转运体 NKCC1 抑制剂布美他尼通过促进 SVZ 区成神经细

胞向梗死区迁移，促进脑缺血后神经发生，改善缺血后的运动功能障碍。

5、项目组依托卒中中心平台，积极开展多模式磁共振指导下超时间窗静脉溶栓技术。

同时积极参与成立辽宁省卒中专科联盟，整合辽宁省医疗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为

卒中患者搭建方便快捷的救治平台，以实现“快发现，快治疗，快康复”的目的，缩短

城乡医生水平差距，为广大卒中患者提供了精准、优质、规范的治疗和管理策略。

本项目共发表 SCI论文 19篇，中文核心论文 1篇，累计影响因子 66.576，web of 

science 中共被引用 317次，其中他引 271 次。获批 2 项实用新型专利；主办 3届

北方卒中高峰论坛；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43 人；以项目成果为依据开展的卒中诊疗

在国内 15 家大型三甲医院推广应用。在广大脑卒中患者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致残率明显下降，开阔了以神经免疫相关机制为靶点的应用前景，为脑卒中精准医

疗系统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和管理模式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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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赵传胜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卒中中心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总负责人，参与本项目所有创新工作的总体设计规划、组

织实施、推广应用工作。为本项目申请研究经费和课题，作为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

相关 SCI论文 19篇，整合多平台资源，搭建辽宁省卒中专科联盟，承办北方脑血

管病高峰论坛 3届，推广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并获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姓名：赵玫

排名：2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科技创新二、三、五的工

作，致力于脑缺血后强制性运动疗法的相关作用机制这一难关，对于临床中一些关

键性的检验指标与脑卒中发生风险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探索，发现血清尿酸、同

型半胱氨酸、血浆 d-二聚体可能是老年人脑出血的潜在危险因素，并发表 SCI相关

论文 12篇。

姓名：张秀春

排名：3

职称：讲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科技创新二的工作，致力

于脑缺血后强制性运动疗法的相关作用机制这一难关，并发表相关论文 2篇，参与

完成 1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报。

姓名：周志可

排名：4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第三、五项有创造性贡献。对于临床中一些关

键性的检验指标与脑卒中发生风险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入探索，发现血清尿酸可能

是老年人脑出血的潜在危险因；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重

因素，与脑出血的高风险呈正相关；血浆 d-二聚体高水平与脑出血的风险有关 。这

些研究成果为高风险人群的全程管理提供了参考，对于脑卒中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姓名：孙叶飞

排名：5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士长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第三项有创造性贡献。提出丁苯酞能够促进脑

梗死后大鼠的神经可塑性及行为学恢复；对抗抑郁治疗在卒中后的效果及接受度进

行了比较；对于氟西汀对缺血性卒中后大鼠的神经可塑性及行为学的影响进行了深

入研究。旁证材料见附件 4.13-4.15。

姓名：穆晓朋

排名：6

职称：讲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第四项有创造性贡献。对氯离子协同转运体调

控脑梗死后轴突再生的细胞分子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脑缺血后抑制 NKCCI 能够

促进轴突再生大鼠的运动功能恢复。旁证材料见附件 4,12。

姓名：赵岚青

排名：7

职称：助教,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第三项。参与分析研究抗精神病药物在卒中

治疗中的潜在治疗作用和不良影响，在结果分析、数据统计、查阅文献以及相关专

利的申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姓名：赵珊珊

排名：8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第二项有突出贡献。提出脑缺血后强制性运动

疗法能够促进皮质脊髓束的轴突再生, 并降低脑组织轴突抑制分子及其下游信号转

导蛋白的表达水平，并发现脑缺血后强制性运动疗法使 SDF-1表达水平提高，给予

AMD3100抑制 SDF-1 的受体 CXCR4 能够抑制强制性运动后的神经发生及行为学改

善。旁证材料见附件 4.1、4.3。



姓名：胡锦渠

排名：9

职称：助教,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第二项。参与探究 SDF-1/CXCR4系统在脑

缺血后对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存活、迁移起到的调控作用，主要负责大鼠脑

缺血模型的建立以及行为学评估，为后续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为项目依托的主体单位，承担项目

具体实施的任务。本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大

力支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平台建设方面，为课题组提供研究场所、

研究设备、配套科研资金等的支持，同时对课题组负责人申报高级卒中中心过程中

给予了大力支持；2.在团队建设方面，为课题组负责人所在的神经内科研究生招生

方面，根据课题需要给予倾斜，保障了课题的顺利进行；3.在科研资金配备及监管

方面，科研科、人力资源部和财务处等相关职能科室，在整个课题执行、资金支配

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起到良好的监管作用，为课题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4.在

医院的支持下，课题组负责人参与成立辽宁省卒中专科联盟，形成卒中诊治地图，

组建辽宁省卒中规范化治疗团队，为辽宁省广大人民群众卒中治疗带去方便。此外，

医院一直支持成果转化与推广，也使的本项目成果快速得以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作为项目依托单位之一，承担该项目

许多重要部分。本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大力

支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盛京医院在该项目开展执行上，科研科、人力

资源部等相关职能科室给予大力支持，为课题组提供部分研究场所、研究设备等，

配合该项目顺利进行；2.课题组负责人参与成立的辽宁省卒中专科联盟，形成卒中

诊治地图，组建辽宁省卒中规范化治疗团队，得到了盛京医院的大力支持配合及推

广，为辽宁省广大人民群众卒中治疗带去方便。

单位名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三完成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参与完

成了项目实施工作。本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

全力支持，包括以下几方面：1.平台建设方面，为课题组提供研究场所、研究设备

支持；同时对课题组负责人高级卒中中心建设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及经验分享，

突出表现在脑血管病造影及介入治疗方面疑难病例分享及探讨；2.人才建设方面，

为课题组负责人博士研究生招生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输送人才，以“从临床中来，结

合基础研究，到临床中去”为宗旨，培养临床及科研结合予一身的综合型人才，保障

课题顺利进行；3.临床应用及推广方面，医大四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和支持成果的



转化与推广，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在多模磁共振影像评估指导下积极开展了静脉溶栓、

动脉溶栓、桥接取栓、单纯取栓、急诊支架成形术等血管再通技术，同时结合强制

性运动疗法进行康复锻炼及药物治疗，为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尽最大可能性争取到

最佳的预后及减少致残率和致死率；更为此项目成果得以快速推广与应用提供良好

平台与机会，为更多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带来福音，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