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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新型功能影像与分子标记指导肿瘤精准诊疗新技术研发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山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精准诊断、精确预测和个体化治疗及毒性规避是肿瘤治疗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该成果在“973 计划”等项目支持下，多学科联合攻关，建立基于新型功能影像与分子

标记指导的肿瘤精准诊疗关键技术，显著提升了诊断和预测的准确率，明显延长患

者的生存。该项目发表 SCI 论文 20 篇，包括《Adv Mater》、《Biomaterials》、

《Lancet Oncol》、《J Clin Oncol》等 10 分以上杂志 5 篇，《Theranostics》、《J

Nucl Med》、《Radiother Oncol》等 5 分以上杂志 8 篇，总影响因子 189，他引总

次数 229 次。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转化收入 2700 万。受邀国内外会议交流 60 次，

其中国际会议主题发言 10 次，获 2015 和 2018 年美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年会

“Highlight”，2018 年中美放疗学会年会“Young Investigator Best Abstract Award”1

项。培养博硕士 91 名。举办全国性肿瘤精准诊疗新技术培训班 12 次，主编《肿瘤

精准放疗靶区勾画图谱》、《胸部肿瘤放射治疗精要临床实践》、《肿瘤精准放射

治疗学临床要点》系列专著，将纳米分子影像和基因组学技术引导的肿瘤精准诊疗

技术全国临床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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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恶性肿瘤是危害国民生命健康的首要原因，精准诊断、精确预测和个体化治疗及

毒性规避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973 计划”等项目支持下，多学科联合攻关，建

立基于新型功能影像与分子标记指导的肿瘤精准诊疗关键技术并推广应用，显著提

升诊断和预测的准确率，明显延长患者生存。主要创新点如下：

        1、诊断：发明国内首个获批Ⅲ期临床的诊断型正电子一类新药，国际首创以

聚合单体高分子骨架构建分子探针和苯硼酸放射性碘标记方法。发明 RGD功能多肽

修饰的稀土纳米材料，研发高标记率的 18F-Alfatide(RGD) Ⅱ试剂盒及配套自动化合

成装置，临床证实对肺癌、食管鳞癌诊断的准确性分别超过 95%和 93.5%。创新标

记方法，成功实现多靶点（靶向 Her-2、FA 等）、多模态（MRI、SPECT、PET/CT）

的乳腺癌、肝癌等多癌种特异性诊断与在体分子分型，建立多癌种纳米分子影像诊

断关键技术平台。在材料顶级期刊 Adv Mater（IF 27.4）、Chem Sci. (IF 9.35)等杂

志发表论文 4篇，获发明专利 6 项，国际会议论文 8 篇，分别获 2015 和 2018 年美

国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学会“Highlight”。

        2、预测：国际首创以 18F-Alfatide 预测肿瘤抗血管生成治疗及放化疗的疗效

和毒副作用，精准筛选获益人群，显著提高患者客观缓解率（由 33.3%提升至

85.7%）。自主研发放疗疗效和毒性的多基因检测试剂盒，发现GATA6、RAD51B

等复发关键基因和 SNPs、PALB2 等放射性毒性特征突变，应用人工智能首次构建基

因组学和临床特征结合的放化疗复发风险和正常组织损伤预测模型，通过计算精准

确定每个患者的个体化放疗剂量，替代千篇一律的剂量推荐。创新建立影像及基因



组学的肿瘤疗效和正常组织损伤多维度预测与筛选关键技术。在分子影像顶级期刊 J

Nucl Med（IF 7.9）等杂志发表论文 8 篇，获 2 项发明专利，国际会议论文 15 篇和

2018 年中美放疗学会最佳论文奖。

        3、治疗：国际首创同步肿瘤加量和重点功能区域保护的智慧脑放疗技术

（SMART-Brain），在肿瘤剂量提高 150％的同时，将记忆、听力关键功能区海马和

内耳的受量降低 66.7％和 56.7％。建立分子显像引导的个体化靶区勾画和自适应放

疗技术，通过全国多中心随机对照 III期临床试验大幅提高了局部晚期肺癌生存期

（从标准放化疗的 28 个月提高至44.6 个月）。利用高效功能影像工具改进肿瘤定

位、精确施照技术和剂量分割方法，提高放疗精度和患者生活质量，建立“疗效提升

和功能保护”并重的肿瘤精准个体化放疗关键技术体系。在肿瘤学顶级期刊 Lancet 

Onc（IF 30.5）等杂志发表论文 8 篇，获发明专利 2 项和会议论文 1 篇。

        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 SCI 论文 18 篇，中文核心 2 篇，总影响因子 189。授权

发明专利 10 项，转化收入 2700 万。受邀国内外会议交流 60 次，其中国际会议主

题发言 10 次。培养博硕士 91 名。举办全国性肿瘤精准诊疗新技术培训班 12 次，

主编《肿瘤精准放疗靶区勾画图谱》、《胸部肿瘤放射治疗精要临床实践》、《肿

瘤精准放射治疗学临床要点》系列专著，将新型功能影像与分子标记指导的肿瘤精

准诊疗关键技术全国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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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双虎；刘

治国；黄勇；

杨国仁；赵

书强；贾永

峰；于金明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2104

36246.4

201

6-

06-

01

一种放射性标记的多肽

配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张现忠；杨

敏；郎立新；

陈小元；刘

刚；潘栋辉；

罗世能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05

91667.1

202

0-

12-

18

一种放射性碘标记的蛋

白结合配体及其应用

张现忠；文

雪君；郭志

德；张蒲；

石昌荣；李

进典；许多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2

25672.8

202

1-

02-

18

一种基于特征点的 PET

和 MRI 图像融合方法

袁双虎；李

玮；李莉；

韩毅；刘宁；

赵芬；刘希

斌；陈财；



袁朔；吕慧

颖；于金明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02

36718.5

201

7-

08-

04

一种受体类分子靶向显

像剂及其制备方法

张现忠；刘

畅；张蒲；

郭志德；宋

曼莉

6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6111

91260.7

201

8-

12-

07

受体类分子靶向显像剂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张现忠；许

多；庄荣强；

尤林怡；郭

志德；张德

良；张蒲

7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08

24734.X

201

9-

11-

01

一种放疗疗效和毒性反

应相关基因组合、检测

探针库以及检测试剂盒

袁双虎；于

金明；邵阳；

汪笑男；吴

雪；逄娇慧

8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02

36779.1

201

7-

02-

01

一种用于核素标记的靶

向探针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张现忠；郭

志德；宋曼

莉；高梦娜；

许多；尤林

怡

9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02

02424.9

202

0-

12-

22

一种放射性碘标记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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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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双虎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负责该项目的总体设计，关键技术建立，监督并保障项目顺利



实施，对项目的整体技术创新做出主要贡献；

2.创新点 1 中 RGD 新型纳米材料和创新点 2 放化疗基因检测试剂盒的第一发明人；

18F-Alfatide 等多模态影像和基因组学预测疗效和正常组织损伤等关键论文的通讯

作者, 创新点 3 中 SMART Brain 和个体化自适应放疗技术的提出者；

3.主编专著 3 部（附件 10-1、2、3），专利 4 项（附件 1-1、4、7、10），在 

Lancet Oncol, JCO,JNM 等杂志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附件 4-

1、5、6、7、9、11、12、15、16、19、20）。

姓名：张现忠

排名：2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对该项目的新型功能影像技术创新做出重要贡献；

2.创新点 1 中 18F-Alfatide(RGD) Ⅱ试剂盒和苯硼酸放射性碘标记方法的第一发明

人，创新点 2 肝损伤和放射性心脏毒性在体影像评估的提出者等关键论文通讯作者；

创新点 3 放射性碘标记二维钯基探针和新型特异性靶向放射性复合物的发明人（附

件 1-2、3、5、6、8）；

3.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附件 4-2、3、4、8、10、13、14）。

姓名：魏玉春

排名：3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创新点 1 中 18F-Alfatide 精准诊断研究和鉴别性肿瘤良恶性研究的实施者；

3.发表 SCI 论文（附件 4-1、7）；

4.积极推动该项目成果在多家三甲医院转化应用。

姓名：李莉

排名：4

职称：其他,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在读博士）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创新点 1 中 18F-Alfatide鉴别肿瘤病理类型和恶性程度和创新点 2 多模态影像预

测抗血管靶向治疗疗效和毒副作用的预测研究的实施者（附件 1-10）；

3.发表 SCI 论文（附件 4-7、12）。

姓名：刘宁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创新点 1 中 18F-Alfatide 精准诊断研究和创新点 2 多模态影像预测肿瘤放化疗疗

效研究的实施者（附件 1-4、10），并发表论文（附件 4-5、20）；

3.积极推动该项目成果在多家三甲医院转化应用。

姓名：赵芬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创新点 2 中多模态影像预测治疗疗效研究的实施者；

3.积极推动该项目成果在多家三甲医院的转化应用。

姓名：郭志德

排名：7

职称：研究员,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对该项目的新型功能影像技术创新做出重要贡献；

3.5 项发明专利发明人（附件 1-3、5、6、8、9），发表论文 6 篇（附件 4-

2、3、8、10、13、14）。

姓名：段敬豪

排名：8

职称：助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创新点 1 中 18F-Alfatide 精准诊断研究和创新点 2 中多模态影像预测肿瘤放化疗

疗效和毒性研究的实施者；

3.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2 篇（附件 4-17、18）；

4.积极推动该项目成果在多家三甲医院的推广应用。

姓名：杨奉常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项目的实施者；

2.积极推动该项目成果在全国多家三甲医院的推广应用。

姓名：侯文红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士长

工作单位：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项目的实施；

2.发表论文 1 篇（附件 4-12）；

3.积极推动项目成果在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的推广应用。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本院具有先进的科研管理及保障体系，学术气氛浓厚，科研条

件优越，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2.医院给予 1:1 配套科研经费，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经费保证；

3.建立了完善的影像平台和二代测序技术平台与硬件设施，配备了国内外领先的 

PET-CT、大孔径 4DCT、 SPECT 和影像引导放疗设备等，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

硬件保障；

4.是项目创新点 1、2、3 的主要组织单位，建立了优秀的研究团队，成员结构合理，

涵盖了本课题所需的人才；

5.本单位为项目成果的主要推广单位，本项目的整体技术已经在我院整体应用，共

为 421 例肺癌、食管癌和脑转移患者实施了减毒增效的个体化放疗，安全可行、

疗效显著。

单位名称：厦门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1.学校科研条件优越，具有先进的科研管理体系，保障项目顺利

进行；

2.对创新点 1 中突破传统纳米材料表面修饰为手段的探针设计和实现靶向多模态探

针的 SPECT/MRI 同时成像，创新点 2 中利用新型放射性示踪剂实现肝脏和心脏损

伤预测, 创新点 3 中发明放射性碘标记二维钯基探针和新型特异性靶向放射性复合

物，实现多模态成像和肿瘤药物靶向递送和控缓释，创建诊疗一体化新技术等均提

供技术和设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