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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小和微小肝癌的精准诊断及生物学特性的影像评估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由曾蒙苏教授课题组经过 7 年的研究，系统性地阐述了新型肝胆特异性对

比剂钆塞酸二钠及最新的影像技术磁敏感加权成像于术前诊断小（≤3cm）和微小

（≤1cm）肝癌的研究成果，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使用标准（筛选出适用人群、

优化了扫描方案及制定了诊断标准），提高了小和微小肝癌的检出率及诊断的准确

率；并于国内、外首先建立扩散峰度成像、灌注成像，直方图、钆塞酸二钠 T1 

mapping 及 IVIM 成像等综合手段评价治疗前、后肝癌生物学行为（微血管侵犯及 Ki-

67 的高表达）的方法，为预测肝癌患者预后提供预测指标，对肝癌患者制定个体化

及精准治疗方案起到决定性作用。该研究成果写入我国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

(2017 年版)及我国首篇《肝胆特异性 MRI 对比剂钆塞酸二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中；

并写入两篇国际肝癌诊疗专家共识中。该成果为我国肝癌的规范化，个体化诊疗提

供了理论支撑。该系列研究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包括 TOP 期刊《Radiology》及

《Liver cancer》，总他引次数高达 892 次，单篇文章最高他引次数 276 次。该成果

在北美放射学大会、欧洲放射学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口头汇报交流。举办国内

会议及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20余次，参会人员5000余人。吸引全国各地进修人

员 1000余人。并建立了肝胆特异性对比剂全国示范中心，无偿培训全国学员。最

终该成果直接推动了部分省市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进入当地医保目录，为

国家卫生医疗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该项目设计合理，方法先进，结论可信，总体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我单位同

意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医学影像学领域。

        2016 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数据显示，52 年间肝癌 5年生存率无实质性进展。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1.小和微小肝癌检出率较低；2.肝癌生物学行为各异，

术前未能精准评价。

        历时 7 年，本项目使用基于肝胆特异性钆塞酸二钠对比剂，磁敏感加权成像等

最新的影像方法及技术对小和微小肝癌进行术前影像诊断，提高了小和微小肝癌的

检出率及诊断的准确率；并首创了国际上仅基于辅助征象的乙肝相关性肝癌根治性

治疗术后微小复发灶（≤1cm）的影像诊断标准；并使用弥散峰度成像、钆塞酸二钠

增强 T1mapping 图像，CT 灌注成像及直方图等最新的技术评价治疗前、后肝癌的生

物学行为，为肝癌患者的个体化及精准治疗提供评价方案。创新点如下：

        1.国内最早开展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的研究，将钆塞酸二钠用于小肝

癌（≤3cm）及微小肝癌（≤1cm）的诊断，提高了小和微小肝癌的检出率（分别高

达 96.3%及 90.7%）及诊断的准确率（高达 96.0%及 89.0%），首创了符合我国国

情的钆塞酸二钠的中国使用标准（筛选出适用人群、优化了扫描方案及制定了诊断

标准）。研究成果以指南及专家共识的形式，于 2018 年发表于中科院 1区期刊



《Liver cancer》（目前 SCI 他引次数 172 次，他引次总次数 276 次）及《中华放射

学杂志》。

        2.国际上首先建立了扩散峰度成像（发表于本专业 TOP1 期刊

《Radiology》，IF=7.608）、CT 灌注成像及直方图于术前定量预测了肝癌的生物学

行为（微血管侵犯及 Ki-67 的高表达）的方法；并首创了基于 ADC值“相似度”的多结

节肝癌微血管侵犯术前预测策略，用于指导肝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

        3.国际上首先建立了磁敏感加权成像诊断肝硬化结节恶变的扫描方案及诊断标

准，并首次阐述了铁沉积逐步廓清在肝硬化结节癌变过程中的意义。

        4.国际上首次提出乙肝相关性肝癌根治性治疗术后微小复发灶（≤1cm）的影

像诊断标准，摒弃了动脉期强化这一经典理论，而创造性地建立了 2 个以上的辅助

征象（HBP低信号或 T2WI 高信号或DWI受限）即可诊断的最新标准，其敏感性为

83.3%，特异性 87.7%；并于国际上首先使用基于钆塞酸二钠的 T1 mapping 成像及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IVIM）成像的定量值对肝癌治疗后的疗效进行评估，用于肝癌

的精准治疗，弥补了国际通用 RECIST 及 mRECIST 标准的不足。

       本研究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总他引次数 892 次。该成果写入我国卫健委原

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年版)、我国首篇《肝胆特异性 MRI 对比剂钆塞酸二钠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及两项肝癌诊疗的国际专家共识中。编写专著《中华医学影像案例

分析宝典—腹部分册》1部。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项。该成果在北美放射学大会、

欧洲放射学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口头汇报交流。举办国内会议及国家级继续教

育学习班 20余次，参会人员5000余人。吸引全国各地进修人员 1000余人。并建

立了肝胆特异性对比剂全国示范中心，无偿培训全国学员。最终该成果直接推动了

部分省市肝胆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进入当地医保目录，为国家卫生医疗政策的

制订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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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曾蒙苏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放射科主任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本项目的总负责人 2.参与完成创新点 1-4的创新、应用和推广 

3.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90% 4.做为通讯作者编写我国首篇《肝胆特异

性 MRI 对比剂钆塞酸二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参编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

(2017 年版) 及两项肝癌诊疗的国际专家共识 5.第一及通讯作者文章编号：2, 4, 6, 

9, 10, 12, 14, 16, 17, 18, 19, 20

姓名：樊嘉

排名：2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院长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本项目的第二负责人 2.参与完成创新点 1 的创新、应用和推广

3.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4.做为通讯作者编写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

规范(2017 年版)（文章编号 1）。

姓名：杨春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本项目的第三负责人 2.参与项目创新点 1、2 的研究及应用推

广 3.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90% 4.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 篇（文

章编号 6，10）

姓名：饶圣祥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放射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完成创新点 1-4的创新、应用和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的 80%  3 作为主笔编写我国首篇《肝胆特异性 MRI 对比剂钆塞酸二

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作为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 TOP1 期刊《Radiology》 4.第一

及通讯作者文章编号：2, 3, 5, 7, 8, 11, 15。

姓名：王征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完成创新点 1 的应用和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

作量的 60% 3.参与编写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年版)（文章编号 1）

姓名：丁莺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1、2 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的 8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 篇（文章编号5，19）

姓名：陈财忠

排名：7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技术总监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1 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8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 篇（文章编号 15）

姓名：吴东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2 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8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 篇（文章编号4）

姓名：王文涛

排名：9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2、4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 篇（文章编号 3，7）

姓名：徐鹏举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2、4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 篇（文章编号 13）

姓名：盛若凡

排名：11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1、2 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 篇（文章编号 12，14）

姓名：武丽芳

排名：12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2 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2.投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50% 3.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 篇（文章编号 9）

姓名：杨丽

排名：13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创新点 2、4的研究及应用推广（文章编号 3） 2.投

入该项目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该项目的立项、申请、研究管理、成果验收及鉴定、推广等

全过程，从组织、管理、监督等各方面给予了积极指导和有建设性的研究建议，并

在后勤保障、协作联系等方面给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