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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血管损伤修复及重构的新机制和干预策略的转化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上海交通大学

推荐意见

   该项目聚焦血管损伤修复及重构的新机制和干预的新策略，获得国际领先的重要成果：1）

开发新型遗传谱系示踪技术，揭示血管壁干/祖细胞是修复及再生血管组织的关键种子细胞，成

果解答了血管“干细胞学说”的关键争议问题，提出血管壁干/祖细胞的核心作用，为疾病防治提

供理论基础和新方向；2）构建血管疾病模型，揭示血管修复及重构的关键分子机制，为血管疾

病的治疗提供新靶点；3）推动新型血管支架等介入器械的改良，率先提出改良基于内皮修复的

内皮祖细胞捕获支架新思路，阐明三氧化二砷药物洗脱支架起效的作用机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促进其推广应用。成果发表在Circulation、Cell Stem Cell、Circ Res.等国际

权威期刊，获得发明专利1项。8篇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达178，其中影响因子＞20论文6篇，

先后被Cell、Cell stem cell、Circulation等SCI期刊文章他引326次。基于血管修复

及再生的治疗思路，有望逆转病变，改变“血管病变均是慢性病”的现实，实现临床防治方法的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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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血管性疾病包括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是“健康中国行动”明确发起攻坚的四大慢病之首，

具有治愈率低、致死率高、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等特征，给社会、民生带来巨大负担。独辟蹊

径的防治策略才有可能改变血管性疾病防治现状。项目组在国际上最早提出血管壁原位干细胞的

存在，解析血管损伤后修复及重构的细胞来源和分子机制，探索新的干预策略，取得国际领先的

一系列重要原创性成果。

   创新点一：开发新型遗传谱系示踪技术，揭示血管壁干/祖细胞是修复及再生血管组织的关

键种子细胞。项目组研发多组合、多策略的遗传谱系示踪技术，显著提高谱系示踪的精确性，打

破成体干细胞研究的技术瓶颈，为干细胞命运研究奠定可靠的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在时间和

空间上精准绘制血管细胞图谱，明确血管壁原位干/祖细胞的存在；揭示干/祖细胞异质性，明确

血管壁CD34+干/祖细胞分化内皮细胞参与内皮修复，鉴定 Sca1+PDGFRα+细胞亚型是真正的修

复平滑肌的干/祖细胞；首次阐明c-kit+干/祖细胞参与移植血管再生、冠状动脉血管新生和侧

支循环形成的机制，展现干/祖细胞介导血管再生在疾病中的治疗作用。上述成果解答了血管“干

细胞学说”的关键争议问题，提出血管壁干/祖细胞的核心作用，为疾病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和新方

向。

   创新点二：构建血管疾病模型，揭示血管修复及重构的关键分子机制和药物靶点。项目组构

建多种血管疾病的动物模型，从干细胞分化血管细胞促进血管修复、调控血管细胞功能减轻血管

病理性重构两方面出发，我们首次揭示了miR-22、YAP通路、糖代谢和糖基化修饰等关键节点

分子在改善血管病变中的作用；首次从单细胞层面阐明同种免疫和受体细胞在移植血管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CCL21和CXCR3靶点的治疗潜力。上述成果为血管疾病的治

疗提供新靶点。

   创新点三：新型血管支架等介入器械的改良及推广应用。项目组与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保持密切学术交流，协助其开展国产血管支架的研发、改良及推广应用。率先提出改良基

于内皮修复的内皮祖细胞捕获支架新思路；阐明三氧化二砷药物洗脱支架起效的作用机制，提升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其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成果在Cell Stem Cell、Circulation、Circ Res等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获得发明专利1项。8篇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达178，其中影响因子＞20的论文6篇，先后被

Cell、Cell stem cell、Circulation、Circ Res.等SCI期刊文章他引326次。项目组

引领血管重大疾病的国际学术前沿，多次受邀撰写重要综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专题报告，获得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杰青、优青等项目资助。基于血管修复及

再生的治疗思路，有望逆转病变，改变“血管病变均是慢性病”的现实，实现临床防治方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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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力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负责本项目的申请、总体规划和指导实施，并具体参与整个项目过程。

利用遗传谱系示踪结合单细胞测序技术，明确了血管壁原位干细胞的存在；精准揭示了成体 CD34+、Sca-1+

干细胞参与不同程度血管损伤修复及重构的细胞起源、体内功能及分化调控机制（代表性论文 1、4）；揭

示了MMP8通过ADAM10-Notch1途径促进 Sox10/Nestin+干/祖细胞向平滑肌细胞分化（代表性论文 6）；

利用多种动物病理模型结合临床患者样本及数据，揭示了miR-22、NE等关键分子对干细胞-血管细胞分化

及表型转换后病理性功能的影响和分子机制（代表性论文 2、7）。对本项的第一、二、三项重要科学发现



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斌 2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在本项目负责研发多组合、多策略的遗传谱系示踪技术，并利用遗传谱系示踪技术明确 Sca-1+干/祖

细胞的异质性，首次鉴 Sca1+PDGFRa+细胞亚型是真正的平滑肌祖细胞（代表性论文 4）；阐明干/祖细胞参

与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新生和侧支循环形成的机制（代表性论文 5、8）。

对本项目的第一、二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清波 3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1、明确血管壁 CD34+干/祖细胞分化内皮细胞参与内皮修复；（代表性论文

1）2、从单细胞层面阐明同种免疫和受体细胞在移植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

CCL21和 CXCR3靶点的治疗潜力（代表性论文 3）。

对本项目的第一、二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齐山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研

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作为心血管科主治医师、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诊治及研究，聚焦干细

胞-平滑肌细胞，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本项目中主要学术贡献是：1.揭示不同来源 CD34+干/祖细胞在血

管损伤后的作用（代表性论文 1）；2.揭示NE、miR-22调控干细胞-平滑肌细胞分化和病理性表型转化改善

血管病变的作用和机制（代表性论文 2、7）。

对本项目的第一、二、三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眉 5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在本项目开展过程的主要贡献：揭示了NE在平滑肌细胞功能调控及血管损伤内膜增生中的作用及机

制（代表性论文 2）；揭示了MMP8通过ADAM10-Notch1途径促进 Sox10/Nestin+干/祖细胞向平滑肌细胞

分化（代表性论文 6）；参与血管壁原位干细胞在血管损伤修复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及miR-22在血管损伤

后内膜增生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工作（代表性论文 1、7）。

对本项目的第一、二、三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唐娟 6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
同济大学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1、揭示了 Sca1+血管干细胞在血管稳态和疾病状态下转分化为平滑肌细胞的

潜能，明确了 Sca1+血管干细胞在血管损伤重塑中的作用（代表性论文 4）；2、通过谱系示踪研究揭示了成

年心内膜在心脏稳态或损伤后几乎不参与新生血管的形成（代表性论文 8）。

对本项目的第一、二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何灵娟 7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
西湖大学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利用新技术，打破成体干细胞研究的技术瓶颈，解决了近二十年来有关心肌干

细胞的重大科学争议（代表性论文 5）。

主要对本项目的第一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厦厦 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明确了血管壁原位干细胞 CD34+干/祖细胞，证实了血管壁 CD34+干/祖细胞可以在血管内皮损伤过程

中分化为内皮细胞，而骨髓来源的干细胞则主要分化为免疫细胞。（代表性论文 1）

对本项目的第一、二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燕 9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

中科环渤海（烟台）药

物高等研究院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人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遗传谱系示踪技术的研发及应用。（代表性论文 4、5、8）

对本项目的第一项重要科学发现作出贡献。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作为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1为该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技

术、设备、人员以及场地支持；2承担项目开展过程中的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3.定期检查该项目的实

施进展情况；4及时帮助解决项目进展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问题；5负责该项目的总结工作和成果推荐工作。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完成了以下

工作：1为该项目的研究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场地支持。2定期检查该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3及时

帮助解决项目进展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问题。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浙江大学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1为该项目的研究提供

了技术、设备、人员以及场地支持：2定期检查该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