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糖尿病胰岛损伤遗传免疫机制与精准分型技术研究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南京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糖尿病全球发病率不断攀升，已经成为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第三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

性疾病。糖尿病早期精准分型利于尽早启用符合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特点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胰

岛β细胞是体内唯一释放胰岛素的细胞群体。该团队从“胰岛损伤”这一主导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

大问题出发，围绕糖尿病遗传免疫和胰岛功能缺陷开展研究10余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支持下，成功构建基于中国人群遗传特征和临床表型特点的“糖尿病

精准分型技术”：①精准构建糖尿病遗传易感基因精准评估技术，绘制亚洲人群首个1型糖尿病

遗传易感图谱，为精准分型和治疗决策提供遗传学证据。②研发建立糖尿病新型免疫标志物国际

标准化检测方法、临床鉴别诊断模型，解决了糖尿病早期诊断准确性差、标准化难、应用度窄的

临床困境，提高了诊断效率和普及性。③系统阐明遗传免疫机制和miRNAs表达谱引发糖尿病胰

岛功能障碍和β细胞减少的关键致病机理，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上述研究先后在Cell Reports、Diabetes Care、Diabetes及Diabetologia等国际知

名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在糖尿病相关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提交的与本项目密切相关的

10篇代表性论文，核心总引用次数452次，单篇最高引用124次。相关研究成果被 Nature 

Genetic、Nat Rev Dis Primers等国际著名期刊引用，写入指南共识《Management of 

Latent Au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s》和《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团队

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建成了国内抗体检测中心，并在全国大学附属医院和三甲医院推广应用，

为糖尿病早期诊断、精准分型和个体化治疗提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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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全球发病率不断攀升，已成为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第三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

疾病。早期鉴别分型较为困难。尽早鉴别1型糖尿病（T1DM）、2型糖尿病（T2DM）、特殊类

型糖尿病，可及早启用个体化治疗方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故糖尿病精准分型技术是迫切需要

的关键临床技术。胰岛β细胞是体内唯一释放降糖胰岛素的细胞，其功能损伤是糖尿病的核心问

题。

本团队从“胰岛损伤”这一重大问题出发，围绕糖尿病遗传免疫和胰岛功能缺陷的机制，通过胰岛

功能损伤评估、遗传基因风险评估、胰岛自身免疫评估和临床表型量化评估，成功构建“糖尿病

精准分型技术”，取得系列创新成果：

1. 精准构建糖尿病遗传易感基因精准评估体系，首次构建中国人群 T1DM遗传易感图谱，新发

现4个中国人群 T1DM遗传易感新基因，系统揭示糖尿病种族差异的遗传基础；率先构建糖尿病

遗传易感风险评估体系，实现疾病的早期风险预测和筛查，为难分型糖尿病提供遗传学证据；首

次揭示中国临床诊断 T1DM中约6%为单基因糖尿病，建立针对疑难病例的遗传诊断靶点，为糖尿

病精准诊断和治疗提供新依据。

2. 建立糖尿病新型免疫标志物检测方法，增加胰岛自身抗体的检出率，提高 T1DM免疫诊断的

可靠性；首次报道致病表位 ZnT8 153-161，证实致病性 T细胞在 T1DM免疫学发病机制中的作

用，为 T1DM疑难病例提供了鉴别手段；首次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胰岛自身抗体检测方法，突破

了糖尿病免疫诊断标准化难的临床困境，提高分型效率；基于精准免疫学诊断建立“临床诊断模



型”，解决了胰岛自身抗体标准化检测短期内难以普及的困境。

3. 从代偿期β细胞生物学特征改变角度探索促进糖尿病的机理，系统阐释遗传免疫机制和

miRNAs表达谱引发糖尿病胰岛功能障碍和β细胞减少的关键致病机理，发现代偿期高表达的

miR-24可靶向MODY基因抑制β细胞增殖和胰岛素分泌，为代偿期 T2DM的发生提供新的依据；

从器官互作角度揭示 T2DM过程中β细胞损伤的分子机制，为揭示慢性炎症和糖脂毒性诱导的β

细胞损伤提供基础和临床证据；由此制定基于遗传免疫机制和β细胞功能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研究成果在Cell Reports、Diabetes Care、Diabetes及Diabetologia等国际知名杂

志上发表论文超过 100篇。提交的与本项目密切相关的10篇代表论文，核心总引用次数452次，

单篇最高引用124次。相关研究成果被 Nature Genetic、Nat Rev Dis Primers等国际

著名期刊引用，写入指南共识《Management of Latent Autoimmune Diabetes in 

Adults》和《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团队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建成抗体检测中

心，在全国大学附属医院和三甲医院推广应用，为糖尿病早期精准分型和个体化治疗提供诊治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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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孙敏，

陈恒，韩秀群，

李扬兮，唐周

凯，蔡乐靖，

李志强，施咏

勇，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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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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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琦清，尤卫

艳，李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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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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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蕊，崔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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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郎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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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re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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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DIABET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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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Feb;59(2

):316-

24. 

8.2

陈芳，沙敏，

汪彦阳，吴倜

珺，单伟，刘

佳，周文柏，

朱云霞，孙玉

洁，史裕光，

Bleich D，

韩晓

韩晓

SCI-

E 

CSCD

3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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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macrophage 

phenotype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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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时间

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202210266693.3 2023-06-02

基于 22个 SNP易感位

点评估1型糖尿病患

者风险的试剂盒

杨涛，徐宽枫，张

杰，顾愹，陈阳，

施云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202111670463.5 2023-02-24

一种检测胰岛素抗体

各亚型的电化学发光

法检测试剂盒

顾愹，陈恒，陈双，

许馨予，杨涛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201610523803.4 2018-03-02

一种 ZnT8特异型单链

抗 scFv-C27及其应

用

张梅，张晓，杨涛，

吴倩，陈恒，秦瑶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涛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2.南京医科大

学第四附属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1.内分泌科主

任；2.执行院

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总负责人，负责本项目的总体设计、指导和质控。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三做出了突出贡献：

发现了易感基因位点（BTN3A1 基因附近的 rs4320356 位点、GATA3 基因的 rs3802604 位点和 HLA-C 

275），并以此构建GRS风险模型，用于 1型糖尿病患病风险及疾病进展预测；开发基于 22个 SNP 易感位

点的评估 1型糖尿病风险的试剂盒，以及一种应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胰岛素抗体各亚型的试剂盒，参与建立

锌转运体 8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参与 T2DM 中“β 细胞损伤”的分子机制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1-1、1-2、1-7

的通讯作者，发明专利 2-1 的第 1作者，发明专利 2-2 的第 5作者，发明专利 3的第 3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志斌 2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校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第二完成人，参与了本项目研究方案的设计与大部分论文指导工作，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三

均有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1 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云霞 3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第三完成人，为本项目的学术思想和实施方案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指导了本项目的大部分实验过程

和论著发表，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三都有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4、1-5 的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1-

3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顾愹 4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教授,副主任医

师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第四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做出了突出贡献：负责 1型糖尿病专病队列建设；开发建

立了 ECL-ZnT8A 检测技术；协同第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开发了检测

胰岛素抗体各亚型的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试剂盒及基于 22个 SNP 易感位点的评估 1型糖尿病患者风险的试剂

盒。代表性论文 1-1 的第 1作者，发明专利 2-1 的第 4作者，发明专利 2-2 的第 1作者；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

上做学术报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韩晓 5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第五完成人。参与本项目研究方案的设计与大部分论文指导工作，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三

都有贡献。是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1-3、1-4、1-5、1-9、1-10 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洪天配 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内分泌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第六完成人，参与项目的整体设计，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三都有贡献。代表性论文 1-6 的通讯

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猛 7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副教授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协同第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GWAS），为本研究提供了课题设计，GWAS 相关数据分析和实验技术指导。代表性论文 1-1 的

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谢志国 8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副研究员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协同第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GWAS），为本研究提供了课题设计思路及临床样本。代表性论文 1-1 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严晋华 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主任医师
糖尿病专科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协同第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GWAS），为本研究提供了课题设计思路及临床样本。代表性论文 1-8 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馨予 10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研究员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协同第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机制研究。

代表性论文 1-7 的第 1作者，发明专利 2-2 的第 4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魏蕊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研究员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三有贡献，为糖尿病胰岛功能保护提供新策略，为新药研发提供

新靶点。代表性论文 1-6 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宽枫 1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研究员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协同第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GWAS）。开发了“基于 22个 SNP 易感位点评估 1型糖尿病患者风险的试剂盒”工具，代表性论

文 1-1 的第 1作者，发明专利 2-1 的第 2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芳 13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三有贡献，代表性论文 1-9 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梅 14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内分泌科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做出了突出贡献：负责 1型糖尿病专病队列建设，协同第

一完成人进行了 1型糖尿病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及开发了“一种 ZnT8 特异型单链抗 scFv-C27 及其

应用”专利。代表性论文 1-1 的第 1作者，发明专利 2-3 的第 1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亚琴 15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副研究员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本项目科技创新点三有贡献。代表性论文 1-10 的第 1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全程协助本项目所有课题的管理工作。协助项目完成

人构建中国人群 T1DM 遗传易感图谱，填补了亚洲 T1DM 基因组研究的空白，系统揭示了 T1DM 种族差异

的遗传基础；为项目完成人构建 T1DM-GRS 遗传易感风险评估体系提供了技术平台；为本项目首次发现并

报道 T1DM 致病抗原表位 ZnT8153-161，证实致病性 T细胞在 T1DM 免疫学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提供了资金支

持；为项目完成人研发建立 T1DM 新型免疫标志物国际标准化检测方法提供了经费资助；为项目完成人基于

精准免疫学诊断结果建立“T1DM 临床诊断模型”，梯度富集疑难诊断人群进行精准鉴别诊断提供了丰富的临

床样本；协助本项目完成人通过应用“糖尿病胰岛损伤遗传免疫机制与精准分型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关成

果，对患者进行精准分型，预测和筛选出人群中真正的疾病高危个体，减少了误诊、漏诊率，诊断效率显著

提高。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本单位提供了长期的技术支持和保障，为本项目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为本项目第二完成单位，协助本项目完成人围绕中国人群 1型糖尿病的遗传基础开展了大样本

人群关联研究，绘制了中国人群 1型糖尿病遗传易感图谱，建立了 1型糖尿病遗传风险评价新方法；协助本

项目完成人奠定我国 1型糖尿病精准分型的重要基础；为本项目完成人揭示 β 细胞从代偿期向失代偿期转变

过程中促发 T2DM 发生发展的机制、发现炎症和糖脂毒性导致 β 细胞损伤的分子机制提供了空间和仪器设备；

为 T2DM 的早期诊断和靶向 β 细胞的新靶点和精准干预策略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和经费资助。在本项目实

施过程中，本单位提供了长期支持和持续保障，为本项目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为本项目的第三完成单位。医院全程协助本项目所有课题的管理工作。在基础科研方面，

提供本项目开展所需的空间和仪器设备，为本项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经费资助，支撑本项目的完成。在

技术转化方面，协调项目组与多个企业对接，积极推动项目落地和临床转化工作。

单位名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为本项目的第四完成单位。协助本单位谢志国副研究员参与“糖尿病胰岛损伤遗传免疫

机制与精准分型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作为参与单位，有足够的病例来源，医疗规范，为临床科研提

供了基础平台与技术支持，为本项目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本项目第五完成单位。协助本单位严晋华主任医师参与“糖尿病胰岛损伤遗传免疫

机制与精准分型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临床样本和重要项目的技术支持，为本项目顺利

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排名 6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医院。从人员、场地、资金、

时间等方面对杨涛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项目组开展“糖尿病胰岛损伤遗传免疫机制与精准分型技术研究与应

用”给予了支持，全力支持了该项目的顺利开展。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有足够的病例来源，医疗规范，为临

床科研提供了基础平台，为本项目顺利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本项目的推广应用过程中积极配合课题

组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定期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质量控制，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为课题组各项科

研、临床研究以及应用推广工作的顺利完成提供了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