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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目前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呈快速上升趋势，严重威胁国民健康。尽管应用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术等早期开通血管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有效手段，但开通血管同

时亦会导致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甚至危及生命。MIRI 是影响急性心肌梗

死预后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救治成功率。如何减轻 MIRI 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死亡

率和改善预后亟待解决的重要临床难题。该项目研究团队近十余年一直致力于急性

心肌梗死中 MIRI 防治研究，通过临床观察、整体动物和离体细胞等水平研究可溶性

高级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的功能作用及细胞分子机制，提出 sRAGE 是拮

抗 MIRI 的内源性保护物质。创新成果：① sRAGE 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警、

诊断和预后判定的价值；② sRAGE 是拮抗 MIRI 的内源性保护物质；③ sRAGE 通过

多种途径发挥心肌保护作用，非 RAGE 途径包括凋亡、自噬、泛素蛋白酶体、氧化

应激、线粒体途径和血管新生等，sRAGE 具有临床转化的潜力。该项目研究成果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警、诊断和防治提出新的生物标记物 sRAGE，sRAGE 检测将

应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病情诊断以及预后评价，为临床防治 MIRI 提供新的实验证

据及治疗靶点，为临床防治急性心肌梗死提供新思路和方法。该项目发表 SCI 和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多篇文章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

致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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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公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19概要》数据显示，2005年至今我

国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快速上升，严重威胁国民健康，尽管应用经皮冠状动脉介

入术等早期开通血管是治疗本病的有效手段，但开通血管同时亦会导致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MIRI），甚至危及生命。MIRI 是影响冠心病预后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

着冠心病的救治成功率。因此如何减轻 MIRI 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和改善预后

亟待解决的重要临床难题。

       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近十余年一直致力于急性心肌梗死中 MIRI 的防治研究，并

获得与本项目相关的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通过临床及基础研究论证可溶性

高级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的功能作用及细胞分子机制，提出 sRAGE 是拮

抗急性心肌梗死 MIRI 的内源性保护物质，研究 sRAGE 的保护作用及其具体细胞分子

机制。创新成果包括① sRAGE 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警、诊断和预后判定的

价值；② sRAGE 是拮抗 MIRI 的内源性保护物质；③ sRAGE 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心肌

保护作用，非 RAGE 途径包括凋亡、自噬、泛素-蛋白酶体系统、氧化应激、线粒体

途径和血管新生等。

       临床研究方面，首先报道① sRAGE 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预警指标；② sRAGE 对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临床诊断价值；③ sRAGE 水平可以反映冠

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程度及心肌受累状况，提出 sRAGE 水平对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的预警、诊断和预后判定的价值。基于临床研究结果，进一步基础研究，利用

野生型c57小鼠和心肌特异性 sRAGE 转基因鼠复制心肌 MIRI模型，发现 sRAGE 可

改善心功能及缩小心肌梗死面积；应用原代心肌细胞复制 OGD/R模型，结合在体实

验，发现 sRAGE 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心肌保护作用，非 RAGE 途径拮抗 MIRI 的细胞分

子机制包括：① sRAGE 可抑制线粒体途径介导的心肌细胞凋亡拮抗 MIRI；② sRAGE

可激活JAK2/STAT3通路抑制过度自噬，减少心肌细胞凋亡拮抗 MIRI；③ sRAGE 可

激活泛素-蛋白酶体系统减轻 MIRI；④ sRAGE 可激活巨噬细胞 IFNγ/NF-κB途径抑制

MIRI；⑤ sRAGE 可激活 STAT3-VEGFR促进心肌缺血再灌时血管新生抑制 MIRI。提

出 sRAGE 是拮抗 MIRI 的内源性保护物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心肌保护作用。

       本项目所获研究成果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警、诊断和预后提出新的生物标

记物 sRAGE，sRAGE 检测可应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预警、诊断以及预后评价，为

临床防治 MIRI 提供新的证据及治疗靶点，为临床防治急性心肌梗死提供新思路和方

法。该项目发表 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1篇，多篇文章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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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姓名：郭彩霞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 sRAGE 对心肌损伤的内源性保护作

用和机制。作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主持设计和负责本项目的整体实施及推广应

用，并全程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设计、项目实施及推广应用，对应“四、主要科学发

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科技创新点（1）至（9）部分。参与完成代表性

论著 11篇中的 11篇论文（见附件4-1 至 4-11）。

姓名：江雪

排名：2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第二完成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应“四、主要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科技创新点（4）至（7）部分。参与完成

代表性论著 11篇中的 3篇论文（见附件4-1、4-4、至 4-9）。

姓名：王红霞

排名：3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第三完成人，承担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应“四、

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科技创新点（3）至（9）部分。参与

完成代表性论著 11篇中的 8篇论文（见附件4-1 至 4-3、4-5、4-7、4-9至 4-

11）。

姓名：曾翔俊

排名：4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第四完成人，承担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程参

与整个项目的监督、执行，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

科技创新点（3）至（9）部分。参与完成代表性论著 11篇中的 9篇论文（见附件

4-1 至 4-5、4-7、4-9至 4-11）。

姓名：杜凤和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第五完成人，承担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程参

与整个项目的监督、执行，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

科技创新点（1）至（9）部分。参与完成代表性论著 11篇中的 11篇论文（见附

件4-1 至 4-11）。

姓名：张立克

排名：6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第六完成人，承担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参与整

个项目的监督、指导，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科技

创新点（1）、（3）、（4）部分。参与完成代表性论著 11篇中的 4篇论文（见

附件4-6至 4-7、4-10、4-11）。

姓名：郭新颖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第七完成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应“四、主要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的科技创新点（1）部分。参与完成代表性论



著（见附件4-8）。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实验及临床诊治技术、设备和平台，

负责本项目的设计、组织和实施工作。本项目研究团队近十余年一直致力于急性心

肌梗死中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MIRI）防治研究，通过临床观察、整体动物和离体

细胞等水平研究可溶性高级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的功能作用及细胞分子

机制，提出 sRAGE 是拮抗 MIRI 的内源性保护物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心肌保

护作用。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警、诊断和预后提出新的生物标记物

sRAGE，sRAGE 检测将应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病情诊断以及预后评价，为临床防

治 MIRI 提供新的实验证据及治疗靶点，为临床防治急性心肌梗死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目前正在推动将血浆 sRAGE 检测用于临床急性心肌梗死病情诊断以及预后评价。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本项目的临床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参与了本项目的设计、组

织和实施工作。本项目研究团队参与了 sRAGE 心脏保护功能及机制的临床研究。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实验设备和平台，参与了本项目基础

研究的设计、组织和实施工作。本项目研究团队参与了 sRAGE 心肌保护功能及机制

的基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