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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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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终末期肾脏病(ESRD)是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预后差且花费高，已成为重要

的全球公共健康卫生问题。该项目组在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资助下，围绕 ESRD

进展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进行系列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如下：1、首次发现 Apelin

和 Renalase 在肾间质纤维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揭示 ESRD 进展的新机制；2、

首次提出针对 ESRD 病因特异性诊断的新策略，建立预后评估的新方法；3、率先开

展针对 ESRD 关键治疗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完善 ESRD 综合治疗体系；4、建立

ESRD 诊疗技术基层推广应用的新模式。项目成果已推广至全国范围内不同级别医疗

机构临床应用，临床效果良好，显著改善了 ESRD 患者生存质量，减少医疗费用，

社会效益显著。我单位经审核，确认材料真实有效，确认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

确认项目符合中华医学科技奖的申报条件，同意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

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临床医学内科学肾脏病学领域。

       终末期肾脏病(ESRD)是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预后差且花费高，已成为重

要的全球公共健康卫生问题。我国 ESRD 患者已超过 200 万人，每年相关医疗费用

逾 1000 亿元。ESRD 患者需要肾脏替代治疗，包括血液透析(HD)、腹膜透析(PD)和

肾移植。明确 ESRD 进展机制、完善综合治疗体系和创新肾脏替代治疗关键技术成

为肾脏病专业亟待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项目组历经 10 余年，在多项国家级科研

项目的资助下，围绕 ESRD 进展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突出点是

ESRD 诊疗技术的创新、应用示范及推广，取得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一、首次发现 Apelin 和 Renalase 在肾间质纤维化(RIF)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揭

示 ESRD 进展的新机制：首次发现 Apelin通过经典途径(TGF-β1/Smad通路)，

Renalase通过非经典途径(TGF-β1 介导的非 Smad通路)在 RIF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

用，为 RIF新治疗方法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首次提出针对 ESRD 病因特异性诊断的新策略，建立预后评估的新方法：

建议如无禁忌，糖尿病(DM)合并肾脏损伤的患者均应进行肾活检，以明确诊断肾脏

病理类型。对 1738例 DM合并肾脏损伤患者行肾活检，降低误诊漏诊率 38.8%；首

次建立无症状尿检异常型 IgA 肾病预后评估的新方法。对指导临床治疗方案和预后评

估意义重大。

       三、率先开展针对 ESRD 关键治疗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完善 ESRD 综合治疗体

系：1、探索延缓 ESRD 进展的药物治疗：首次发现葛根素中药提取物可通过抑制

TLR4/NF-κB信号通路发挥肾脏保护作用；2、肾脏替代治疗关键技术的创新：①血

液净化关键技术创新：率先开展超声引导 forgarty球囊导管在 HD 血管通路栓塞中的

应用，降低医疗费用；率先开展超声引导下活检钳技术在 HD 内瘘栓塞中的应用，使

内瘘二级通畅率从87.5%提高至 92.3%，延长内瘘的使用寿命；率先提出超声引导



下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内瘘血管狭窄效果的最佳评估时机在术后 1天监测，得

到业内专家普遍认可；率先发现核心岩藻糖基化在腹膜纤维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为

解决腹膜纤维化导致的 PD 超滤失败提供新的治疗思路。②开展针对影响肾移植存活

因素的相关研究：首次验证促红素衍生态 ARA290可通过靶向作用于 NF-κB通路，

提高同种异体肾移植的存活率；率先采用“九步法”后腹腔镜活体供肾取肾术，使移植

肾热缺血时间可缩短至 1分钟以内，降低了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的发生率。ESRD 关

键治疗技术的创新性研究，推动了我国 ESRD 治疗技术的进步。

       四、建立 ESRD 诊疗技术基层推广应用的新模式：在国内率先建立以互联智慧

分级诊疗体系为核心的 ESRD 诊疗关键技术基层推广应用的新模式，在省内外 131

家县市级医院推广应用，为实现大病不出县提供技术支撑。

       该项目获省部级一等奖 1 项，发表代表性论文 20篇；主编专著 3部；参与编著

“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等 3部行业标准规范；参与制定国家级指南与共识7项。

2018年项目组成功申请 2 项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项目成果在国内多家医院进行了推

广应用，临床效果良好，显著改善 ESRD 患者生存质量，减少医疗费用，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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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邵凤民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院长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的总负责人，负责项目整体设计、监督、实施和推广，在

主要科技创新 1,2,3,4均有重要贡献，重点负责完善终末期肾脏病综合治疗体系和

创新肾脏替代治疗关键技术、建立诊疗技术基层推广应用的新模式。参与制订行业

标准规范 3部，参与制订专家共识或指南 7个，主编参编专著 13部。旁证材料见

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1~4-10；验收材料：见附件 8-1、8-2；行业标准规



范及专著：见附件 10-6~10-10。

姓名：李文歌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肾病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贡献为率先提出糖尿病肾病的特

异性诊断的新策略，建立了无症状尿检异常型 IgA 肾病预后评估的新方法，并总结

验证 ACEI/ARB类药物对血液透析患者的心脏保护作用。为终末期肾脏病的诊疗关

键技术提出新的见解，并为临床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主要参与本

项目的实验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撰写文章、推广应用等方面的工作。对创

新点 2、3 有重要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11~4-13；验收

材料：见附件 8-3。

姓名：刘文虎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肾内科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贡献是首次发现 Apelin 和

Renalase 在肾间质纤维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延缓 ESRD 的进展提供重要理论

依据。主要参与本项目的实验设计、数据分析、撰写论文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对

创新点 1 有重要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14~4-17；验收材

料：见附件 8-4。

姓名：林洪丽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肾内科主任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贡献是首次发现糖蛋白组学在腹

膜纤维化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阻断核心岩藻糖基化可抑制 TGF-β/PDGF等多种信号

通路的激活而延缓纤维化的进展。在项目设计、数据分析、撰写论文等方面做出重

要贡献。对创新点 3 有重要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18；验

收材料：见附件 8-5。

姓名：顾玥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肾内科亚专科主任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负责肾脏替代治疗关键技术改进

及推广应用模式创新等相关工作，参与实验设计、数据整理与分析、文章撰写、成



果推广等。对创新点 3、4均有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

1、4-3、4-6、4-7。

姓名：阎磊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重点参与肾脏替代治疗关键技术改进

等相关工作，主要负责患者随访、查阅文献、数据分析、撰写论文等工作。对创新

点 3、4均有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2~4-10。

姓名：曹慧霞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肾内科亚专科主任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负责腹膜透析技术的推广应用及

患者随访、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论文撰写等。对创新点 3、4 有贡献。旁证材料

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1、4-10。

姓名：张宏涛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肾内科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负责血液透析技术的创新性研究

与开展特色技术，完善终末期肾脏病的综合治疗体系，并进行技术推广应用。对创

新点 3、4均有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3~4-5；新技术新

业务查新报告：见附件 10-13。

姓名：马旭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参与延缓终末期肾脏病的药物研

究，以及透析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对创新点 3、4 有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

性论文：见附件 4-2、4-8。

姓名：闫天中

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负责肾移植方面的技术改进，完

善 ESRD 综合治疗体系，参与本项目的实验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撰写文章

等方面的工作。对创新点 3、4 有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

19、4-20；新技术新业务：见附件 10-13。

姓名：武小强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主要负责肾移植方面的技术改进，完

善 ESRD 综合治疗体系，参与本项目的实验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撰写文章

等方面的工作。对创新点 3、4 有贡献。旁证材料见附件：代表性论文：见附件 4-

19、4-2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河南省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牵头单位和主要完成单位，多年来一直重视终末期肾

脏病相关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对项目组在资金、设备及人才培养方面均给予大力

支持。作为该项目推广应用牵头单位和主要执行者，负责制定研究项目的总体方案、

技术路线和具体实施计划，对项目进行管理、汇总并集成研究成果。医院大力支持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河南唯一）、河南省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河南省肾脏病免

疫重点实验室、河南省慢性肾脏病防治院士工作站、河南省肾脏病质量控制中心等

平台的建设；支持我院肾脏病科团队与国内外多个科研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及科研

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为该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及期刊论文

发表提供支持；定期举办继续教育项目、学术会议、培训班等，促进了相关科研成

果在国内的快速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中日友好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全力保障项目整体设计和实施

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展糖尿病肾病、IgA 肾病特异性诊断及预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对血液透析患者进行临床研究，为终末期肾脏病的诊疗关键技术提出新的见解，

并为临床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本单位对课题

提供了组织上的管理和支持；提供了实验场地和实验设备，保证了研究实施所需的

时间、人力和物力；定期检查本课题的进展情况，督促完成。与第一完成单位合作

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国内积极推动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医院为该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实验室平台与先进成熟的实验室条件和技术，同时在该项目的推广应用过程中

积极配合，做好相关组织、协调等工作，为该项目涉及的基础科研和临床研究工作

都给予了重要保证。合作承担项目中终末期肾脏病进展机制和治疗靶点的研究工作。



医院全力保障项目整体设计和实施工作的顺利进行。

单位名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

项目组在资金、设备及人才培养方面均给予大力支持，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开展，并

积极开展与团队单位之间的合作。医院支持开展了腹膜纤维化方面的基础研究，为

治疗腹膜纤维化的药物开发提供潜在的新靶点，为解决腹膜纤维化导致的超滤失败

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在申报基金资助和研究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医院对本项目给

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切实保证了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