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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预测模型的构建及其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青岛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历时 10 年，从国家慢病防治的重大需求出发，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围绕目前阿尔茨海默病（AD）防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科学和临

床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和临床推广，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率先建立了大样本

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中国人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记和生活方式研究（Chinese 

Alzheimer’s Biomarker and LifestyLE (CABLE) study）数据库，进行大规模汉族人

AD 致病易感基因分析，筛选了用于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的遗传学标记。开展 AD 的表

观遗传学研究，筛选并确立用于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确立 AD 的可

调控风险因素，构建 AD 早期预测模型，创建了从高危人群筛查、痴呆风险评估到临

床前预防的三级防治体系，实现关口前移治未病。本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其中

1 篇论文被 CSCD 收录，19 篇论文被 SCI 收录，累计影响因子达 107.61 分，总被

引用 936 次。本项目还受邀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年会、美国神经病学年会等国内

国际会议上口头发言，并获得 5 项学术奖励。部分研究成果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3 项。本项目已在南京市第一医院、青岛市市立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中推广应

用，提高了应用单位 AD 的诊疗水平，实现了相关领域的技术跨越，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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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目前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口健康和生

活质量、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公共健康问题。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社会老

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如何早期识别和预测 AD 已成为我国当前重大公共健康课题。

该项目历时 10 年，从国家慢病防治的重大需求出发，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 17 项国家级课题，通过临床-基础-转化应用研究，围绕“阿尔茨海默

病早期预测模型的构建及其临床应用”这一关键科学和临床问题进行全面且系统深入

研究和临床推广，取得了优异的原创性成果。

        一、率先建立了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进行大规模汉族

人 AD 致病易感基因分析，筛选了用于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的遗传学标记。项目组前

期率先建立了 3000 余例汉族人 AD 标本库和 CABLE 数据库，在国际上较早地开展

了 AD 的易感基因关联分析和重要候选基因的深度测序分析，首次发现并验证了

TREM2、PICALM、PLD3 和 NLRP3 等基因为汉族人群 AD 的新的易感基因，并确立

了相应的遗传风险位点，可作为遗传标记用于汉族人 AD 的早期预警和诊断。同时，

率先开展 AD 的系统生物学和基因网络研究，将复杂的 AD 研究从相对单一元素转变

成了集成网络，并证实系统生物学和网络方法在 AD 未来的网络生物学研究和大数据

集应用中的可行性。

        二、开展 AD 的表观遗传学研究，筛选并确立用于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的生物学

标志物。项目组全面系统阐述了表观遗传学机制在 A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发现三个



主要表观遗传学过程包括 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 与 AD 的发病过程

密切相关。基于前期建立的数据库，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创新性发现血清miR-125b

和 TREM2 水平对 AD 的早期筛查具有潜在的诊断价值，可成为诊断 AD新的生物学标

志物。

        三、确立 AD 的可调控风险因素，构建 AD 早期预测模型，创建基于循证的预防

体系。该课题组对所有潜在的 AD 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筛选了 13 种与 AD 相关

的危险因素和 23 种可降低 AD 发病风险的保护性因素，将已有的痴呆预测模型分为

中年预测模型、老年预测模型、MCI 向痴呆转化预测模型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痴

呆预测模型四类，并根据其预测准确性对痴呆预测模型做出了推荐，构建起从高危

人群筛查、痴呆风险评估到临床前预防的三级防治体系。

       本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其中 1 篇论文被 CSCD 收录，19 篇论文被 SCI 收

录，累计影响因子达 107.61 分，总被引用 936 次。本项目还受邀在中华医学会神

经病学年会、美国神经病学年会、亚洲大洋洲神经病学会议等国内国际会议上口头

发言，并获得 5 项学术奖励。部分研究成果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本项

目已在南京市第一医院、青岛市市立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中推广应用，提高了应用

单位 AD 的诊疗水平，实现了相关领域的技术跨越，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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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谭兰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脑科中心主任、神经内科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总负责人，主持整个项目的总体课题设计实施和技术指

导，对项目创新点 1、2 和 3 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牵头建

立了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进行大规模汉族人 AD 致病易感

基因分析。对科技创新点 2 的贡献为提出创新性地提出开展 AD 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并规划实施。对科技创新 3 的贡献是提出建立基于循证医学的预防体系。支持本人

贡献的证明见于本课题的 20 篇学术论文（旁证材料为附件4-1至4-20）。本人在

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以上。

姓名：郁金泰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复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完成人，参与项目的总体课题设计实施和技术指导，对

项目创新点 1、2 和 3 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立了大

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对科技创新点

2 的贡献为设计参与 AD 的表观遗传学研究，筛选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的生物学标志

物。对科技创新 3 的贡献为设计参与 AD 的可调控风险因素研究，构建 AD 早期预

测模型。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以通讯作者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20 篇学术论

文（旁证材料为附件4-1 至4-20）。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

的 70%以上。

姓名：谭辰辰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研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项目创新点 1、2 和 3 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科技创

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构建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完成部分数

据分析工作。对科技创新点 2 的贡献为参与分析了 AD 的脑脊液、血清生物学标志

物对于 AD 临床前期的诊断意义。对科技创新 3 的贡献为参与筛选和评价饮酒和痴

呆风险之间的关联。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6 篇学术论文

（旁证材料为附件4-6,4-7,4-9,4-14,4-16,4-17）。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以上。

姓名：谭琳

排名：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参与 AD 的易感基因关联分析和重要候选基因的深度测

序分析。对科技创新点 2 的贡献为参与研究外周miRNA作为 AD 生物学标志物的潜

在价值。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3 篇学术论文（旁证材料

为附件4-11,4-12,4-15）。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以

上。

姓名：徐伟

排名：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对科技创新点 3 的贡献为参与确立 AD 的可调控风险因素，



构建 AD 早期预测模型，创建基于循证的预防体系，参与筛选了 13 种与 AD 相关的

危险因素和 23 种可降低 AD 发病风险的保护性因素。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

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4 篇学术论文（旁证材料为附件4-16,4-17,4-18,4-19）。本

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以上。

姓名：侯晓禾

排名：6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对科技创新 3 的贡献为将目前已有的痴呆预测模型分为中

年预测模型、老年预测模型、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向痴呆转化预测模型以及针对糖尿

病患者的痴呆预测模型四类，并根据其预测准确性对痴呆预测模型做出了推荐。支

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1 篇学术论文（旁证材料为附件4-

20）。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以上。

姓名：王作腾

排名：7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将非常复杂的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从相对单一的元素转

变成了集成网络。探索系统生物学和网络方法在将来的网络生物学研究和大数据集

的应用中的可行性。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1 篇学术论文

（旁证材料为附件4-9）。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工作总量的 50%以上。

姓名：胡浩

排名：8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深入阐述线粒体功能紊乱为核心的致病机制可能在 AD

发生中起到重要作用，为 AD 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思路，同时也为 AD

治疗提供了新方向。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1 篇学术论文

（旁证材料为附件4-7）。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以

上。

姓名：谭梦姗

排名：9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完成部分数据的分析工作。对科技创新点 2 的贡献为参

与 AD 的表观遗传学研究，参与筛选并确立用于 AD 早期预警和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

对科技创新点 3 的贡献为参与阐述 AD 和诸多认知储备水平指标之间关联。支持本

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本课题相关的 6 篇学术论文（旁证材料为附件4-3,4-

4,4-10,4-13,4-15,4-18）。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

以上

姓名：刘英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市市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完成人对科技创新点 1 的贡献为参与建设大样本的汉族人 AD

数据库和 CABLE 数据库，并参与揭示 AD 遗传多样性和神经影像学及代谢标志物之

间的潜在关联以探究易感基因的分子遗传机制。支持本人贡献的证明见于本人发表

本课题相关的 1 篇学术论文（旁证材料为附件4-6）。本人在该项目中投入的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以上。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青岛市市立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单位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保障实验设备与材料供应，使项目的得以利完成，并积极促进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

与应用，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栏中所列的三大项创新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同时，候选单位神经内科是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科，青岛市医疗卫生 A 类重点学

科，山东省医学领军人才培养单位，南京医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青岛

大学医学院、大连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泰山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培养基地，2011 年增设博士后流动站，是山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现有

床位 200 余张，日门诊 500 余人，保证了本项目研究中患者及健康对照的筛选、

标本的采集等临床相关研究内容的顺利进行，同时医院配套的试验室条件为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操作平台。本研究单位在项目实施中，作为第 1 完成

单位组织共发表学术论文 20 篇，其中 1 篇论文被 CSCD 收录，19 篇论文被 SCI 收

录，累计影响因子达 107.61 分，总被引用 936 次。培养神经病学专业博士及硕士

研究生 50 余名。本单位作为主要的应用单位之一积极的实施和应用了本项目所取

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先后举办全国、山东省、青岛市继续再教育学习班 6 期，

累计受训人数近千人次，极大的推动了本项目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推广工作，极大

的提高了学术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