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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肺癌影像及病理精准诊断研究与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湖北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肺癌早期发现与精准诊断是提高肺癌生存率的关键，项目组针对肺癌精准诊断问

题，历经 10 余年潜心持续研究，在肺癌的影像诊断、病理组织的获取及分子病理诊

断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项目组首次报道亚洲人群周围型小细胞肺癌诊断模型、

肺腺癌 EGFR 基因突变型影像诊断模型，为肺癌无创性诊断提供客观依据；改进 CT

引导经皮肺活检技术，提出了低剂量 CT 引导胸膜外定位法经皮肺穿刺活检术并大量

用于临床实践，技术经济效能比高；发现并报道了 Cav-1、Notch3、MiR-

152、LncRNAs、CXCR4 和 EGFR 等多种分子标志物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

相关。项目组代表性论著 20 篇，被引 392 次，他引 385；获批发明专利 2 项、省

级适宜推广新技术 1 项。培养研究生 20 余名，举办多期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及省级

新技术培训班，培训相关专业人员 1000 余名。该项目成果在国内多家医院推广应

用，累计活检病例超过 10000 例，节约病人医疗费用超过 400 万，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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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肺癌是发病率、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导致对病因的精

准预防较为困难，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因缺乏精准诊断技术尚未充分落实，肺

癌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异质性导致肺癌复发转移率高和治疗难度大，突破这三个难点

将极大的促进我国肺癌防控治疗事业的发展。本项目聚焦肺癌精准诊断问题，历经

多年团队合作、协同创新及优势聚成，持续开展肺癌影像与病理关系、改进病理组

织活检技术以及肺癌分子病理机制研究，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为肺癌的精准诊断

和评价体系提供了新的客观依据，主要创新点如下： 

        ①　首次报道亚洲人群周围型小细胞肺癌诊断模型，诊断准确率为 83.4% 敏

感性为 86.3%，特异性 69.6%。首次报道肺腺癌 EGFR 基因突变型影像诊断模型，

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2.34%和 78.57%。这些为肺癌无创性诊断提供客观

依据。

        ②　改进 CT 引导经皮肺活检技术，提出了低剂量 CT 引导胸膜外定位法经皮肺

穿刺活检术并大量用于临床实践，对肺恶性病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6.3%、100.0%，阳性预测值 100%、阴性预测值 90.4%、准确率 97.2%，病理类

型诊断率 72.5%，气胸率 21.7%、出血率 27.5%，有效辐射剂量 0.54±0.14mSv；

术后并发症及辐射剂量低，该技术经济效能比高。

        ③　发现并报道 Cav-1、Notch3、MiR-152、LncRNAs、CXCR4 和 EGFR 等多

种分子标志物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

        研究成果显著提升了肺癌精准诊断水平，为多角度实现肺癌精准诊治提供了客

观依据、创新思路和新方法。项目相关获批发明专利 2 项、省级适宜推广新技术 1



项。项目组代表性论著 20 篇，被引 391 次，他引 385 次。培养研究生 20 余名，获

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2 项，培训相关专业人才 1000 余人。项目成果在国内多家

三级医院使用，服务病人超过 10000 例，大量肺癌病人得到了精准诊治，累计节约

医疗费用超过 400 万元，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及经济，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推

动了本地区肺癌诊治能力进入国内、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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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姓名：廖美焱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组织部部长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整体组织与实施者，分析肺癌影像征象，建立肺癌诊断模

型。改进经皮肺活检技术，提出低剂量 CT 引导胸膜外定位法经皮肺活检术，并带

领团队穿刺活检超过 6000 例，显著提高了肺癌诊治水平和晚期肿瘤生存率。组织

呼吸、肿瘤、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开展肺癌精准诊治研究，提高了肺癌诊治能力。培

训多名学员并培养 10 余名研究生。

姓名：陈洪雷



排名：2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肺癌的分子病理诊断研究，项目中“Cav-1 表达与肺癌的

关系研究”主要完成人，发现 Cav-1蛋白的表达与其基因外显子 1 和外显子 3 的突变

不相关，Cav-1蛋白失表达的机制可能与启动子区是否甲基化无关，Cav-1 在肺癌

发生及侵袭转移过程中呈动态表达, 与肺癌细胞适应不同的生长有关，Cav-1 表达增

加提示 NSCLCs 恶性进展和高侵袭性，Cav-1 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结转移相关，

与肿瘤分期、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有关。

姓名：程真顺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呼吸疾病诊治及基础研究工作，本项目中发现吸烟者

Notch3 表达阳性率和染色强度明显高于非吸烟者，香烟烟雾能诱导肺腺癌中

Notch3 表达，而非 Notch1蛋白的表达。发现miR-152 在 NSCLC 组织和细胞系中

表达下调，miR-152 的过度表达抑制了细胞增殖和集落形成，也限制了迁移和侵袭。

FGF2 为miR-152 的直接靶点，FGF2 基因敲除抑制细胞增殖、集落形成、迁移和侵

袭，而 FGF2 过表达部分逆转miR-152 的抑制作用，miR-152 的存在

姓名：张寒菲

排名：4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肺部疾病影像诊断及穿刺工作，在项目中发现穿刺针道

肺组织的 CT 密度小于-850HU是气胸发生的危险因素，沿穿刺针道肺组织的 CT 密

度越低，术后气胸的发生率高程度严重；同时还发现术后肺出血可减少气胸的发生。

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并进行技术推广应用。

姓名：周云峰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肿瘤研究所所长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肿瘤基础及临床治疗工作，对本项目整体设计、实施进

行指导，是多篇研究论文通讯作者。发现 CXCR4 与肺癌相关，且肺癌伴转移的病

人其 CXCR4 的表达量更高，各期肺癌中都可能出现 EGFR 基因突变，CXCR4 和

EGFR共表达与生存率差相关，EGFR通过 PI-3K途径增强 NSCLC 细胞中 CXCR4 的

表达。这些结果提示 CXCR4 和 EGFR 细胞内途径之间有重要的相互作用，这些途径



可激活肿瘤进展的信号。EGFR 和 CXCR4 是 NSCLC 的潜在治疗靶点。

姓名：刘冰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呼吸疾病诊治与基础研究工作，本项目中发现两个

LncRNA (IGF2BP2-AS1 和 DGCR5)与肺鳞癌生存率较高相关，三个 LncRNA 

(MIR31HG, CDKN2A-AS1 和 LINC01600) 肺腺癌生存率较差相关。

姓名：徐智高

排名：7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分子病理检测及诊断工作，本项目中通过检测 NSCLC

病人 TEPs 中的 lncRNA（MAGI2-AS3 和 ZFAS1）和 EGFR，发现 MAGI2-AS3 和

FAS1 在 NSCLC 的血浆和血小板中含量均较低，TEP中 MAGI2-AS3 和 FAS1 对

NSCLC 的诊断准确率达 80%以上。MAGI2-AS3 与肿瘤的 TNM 分期、淋巴结转移和

远处转移相关，而 ZFAS1仅与 TNM 分期相关。NSCLC 的 TEP和血浆中可检测到

EGFRvIII RNA。结果表明 TEP是一种有前途的生物资源，协助诊断 NSCLC，并提高

NSCLC 病人的便利性。

姓名：屈艳娟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肺部疾病影像诊断工作，本项目中发表多篇肺部肿瘤相

关论文，并对肺部影像新技术进行推广。

姓名：徐丽莹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肺部疾病影像诊断及穿刺活检工作，在本项目中穿刺活

检大量病例，并进行肺部影像及穿刺活检新技术推广应用。

姓名：高亚东

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呼吸疾病的诊治及基础研究，本项目中发表多篇相关论

文，并进行新技术推广。

姓名：余静

排名：11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肺部肿瘤基础及放化疗工作，在本项目中发表多篇相关

论文，是肺癌 MDT团队成员。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武汉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武汉大学是本项目的完成单位，对本项目的完成起到的组织、管

理和协调作用。全程指导项目设计和研究工作，对相关科研项目进行管理，协调不

同科室开展合作，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保证了项目

如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