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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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代谢紊乱致心血管疾病关键机制和精准诊疗策略的建立与推广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本项目聚焦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广泛存在的甲状腺代谢异常问题，通过十余年的深入研究，

首次明确了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致病因素。项目从甲状腺代谢紊乱与心血管疾病

的关联入手，系统地探讨了其致病机制及干预策略，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和理

论支撑。同时，项目团队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机制研究到临床试验的完整研究链条，系统揭示了

甲状腺代谢紊乱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并开发出多个精准预测模型和治疗策略，显著提升了心血

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效果。项目成果在多个顶刊发表，并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有效推动了成

果的产业化转化。本项目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推进了心血管与甲状腺疾病交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

临床应用，为我国心血管疾病的综合防治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项目团队建立的心血管代

谢专病医联体，极大地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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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代谢紊乱所致心血管疾病因早期症状不典型而易被漏诊、误诊，其患病率及危害被低

估。包含北京在内的中国 10个大型城市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甲状腺功能减退患病率已高达

16.7％，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负担不断增加。项目团队以“甲状腺代谢紊乱致心血管疾病关键机

制和精准诊疗策略”为切入点，率先建立了从疾病队列、机制靶点到临床干预试验的系统性研究

体系，完成了如下工作：

    1.国际上首次明确甲状腺代谢紊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深入研究致病机制，

阐明干预靶点。相关成果填补国内空白，为心血管疾病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支撑了甲状腺代谢

紊乱所致心血管疾病精准诊疗策略的构建和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成果发表于Circulation等业

内权威期刊，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主编出版《甲状腺与心血管疾病》一书，为国内

该领域首部专著。

    2.开创性地将甲状腺代谢紊乱与传统危险因素相结合，研发了 7个适用于不同类型心血管

疾病的预测预警模型。核心算法和模型获授权专利 6项、软件著作权 2项。专利完成转让及产业

化应用，推广并应用至全国242家医疗中心，累计实现经济效益 9127万元，极大促进了临床对

甲状腺代谢紊乱所致心血管疾病的诊疗能力。通过专病医联体及区域化智慧远程医疗网络进一步

推广应用，显著提升卫生经济学效益。

    3.聚焦甲状腺代谢紊乱所致心血管疾病治疗难点，在国际上率先启动“甲状腺代谢紊乱与心

血管疾病临床干预策略”的系列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成规模、成系列的探讨该

类患者最佳干预策略的临床研究，对指南和实践产生巨大影响。针对致病机制及代谢特点，设计

新型药物，为临床提供更为精准、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组建学术团体、医联体及交叉诊疗中

心，以甲状腺代谢异常与心血管疾病为特色，引领全国心血管代谢疾病的学科发展。

本项目阐明致病机制，研发预测预警模型，建立精准干预策略，从而为甲状腺代谢紊乱所致心血

管疾病建立了中国原创、国际领先的诊疗体系。在 Circulation、Thyroid等权威期刊发表论

文194篇，累计他引超过2180次。出版国内该领域的首部专著。授权专利 6项、软件著作权 2

项。专利成功转化并规模化应用，社会及经济效益显著。建立心血管代谢专病医联体，覆盖全国



220余家医疗机构，促进优势医疗资源下沉。牵头成立中华医学会代谢性心血管疾病学组，召开

多层次学术会议/学习班30余届，累计参会 5000余人，全面推动该领域规范化诊疗体系建设及

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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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

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CN108267601B 2019-02-22
一种预测心梗后不良

事件的系统及试剂盒

唐熠达;  王文尧;

田间; 祁雨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CN108324703B 2020-07-28
用于保护缺血心肌的

注射剂及其制备方法

唐熠达； 楚娜； 

秦艳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CN109731206B 2020-08-11

一种用于生物体内管

路分叉病变的球囊及

其用途

唐熠达 ；叶绍东 ；

田间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CN108133754B 2019-03-12
一种溶栓后出血风 险

的预测系统

唐熠达;  田间; 

王文尧; 尤世杰; 

尤宏钊

5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217525509U 2022-10-04

导丝跨瓣器及介入器

械的引导系统
唐熠达;尹渠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210159073U 2022-03-20

一种用于生物体内管

路分叉病变的球囊组

件

唐熠达;叶绍东;田

间

7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210409214U 2020-04-28

一种用于血管内分叉

病变治疗的预成型导

丝

唐熠达;叶绍东;田

间

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2SRO654882 2022-02-06 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唐熠达;邵春丽:孙

文;王文尧;孟祥彬:



V1.0 高峻:汪京嘉:田间

9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3SRO198553 2022-08-21

多重共患疾病管理评

估可视化系统 V2.0.1

唐熠达；邵春丽；

GAOPEI；尉然；尉

晨；田间；汪京嘉；

王文尧；孟祥彬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唐熠达 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实施，转化，应用和推广，完成了从流行病学、机制研究到临床试

验的系统性工作.以“甲状腺功能异常致心血管疾病进展的机制研究和治疗体系建设”为切入点，为心血管代

谢疾病的防治提出了创新性的应对策略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刚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本项目动物实验及部分临床验证研究，其研究成果中，结合甲状腺及肝脏功能和核磁共振结果的预

测模型可进一步提高对心衰患者死亡风险的预测效能。“项目内容”所列科技创新点二、三。对应附件

1.3.1； 2.1.1 ；2.2.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清 3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心内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重要参与人，主要从事甲状腺功能减退致心血管疾病相关机制研究。完成了心肌组织和心肌 细胞超

微结构的激光共聚焦检测、心肌细胞离体培养等实验。对应“项目内容”所列科技创新点一、二。对应附件

1.3.1； 2.1.1 ；2.2.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文尧 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深度参与本项目的执行，所承担的相关工作明确了甲状腺功能异常是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建立了指导临床实践的危险分层工具，并进一步深入探索相关分子机制和干预治疗方案.完成代表性论文

1，2，4，5的方案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文章撰写和修改工作。对应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1-3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孟祥彬 5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甲状腺心血管疾病队列，参与“系列临床试验。研究成果揭示了甲状腺功能减退显著影响急性心肌

梗死和心力衰竭的预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异常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指标 PWV 和ABI 显著相关。完成代表性

论文 3，4，5的方案设计，实验操作，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文章撰写和修改工作。对应第 2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邵春丽 6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重要完成人。围绕甲状腺功减退合并血脂代谢异常的干预治疗策略，设计实施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

在人群中验证纠正甲状腺功能对于血脂代谢异常临床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及对临床预后的影响。完

成代表性论文 3，4，5的方案设计，统计分析和文章撰写和修改工作，对应第 1-3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阔 7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重要参与人，主要从事甲状腺激素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机制研究，探索了甲状腺激素通过调节 

Ryanodine 受体磷酸化维持钙稳态，改善心肌兴奋收缩耦联，从而降低心律失常风险和改善心功能，为心力

衰竭患者采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应第 1-3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汪京嘉 8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项目的预测模型构建、临床验证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项工作，利用全国性队列，创新地加入了甲状腺和

肝脏的代谢指标，形成了较传统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预测模型更加精准的临床疾病预测模型.完成代表性论文

3，4的方案设计，实验操作，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文章撰写和修改工作，对应第 2-3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丹 9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本项目动物实验及部分临床验证研究，其研究成果中，结合甲状腺功能和核磁共振结果的预测模型

可进一步提高对心衰患者死亡风险的预测效能。完成代表性论文 4，5的方案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和

文章撰写和修改工作，对应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2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栗琳 10 北京豪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豪思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本项目合作完成单位“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技术负责人，在知识产权转化以及 技术应用

和推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本项目重要成果专利的转化，实现了研究成果向实践应 用的推广，产生

了较大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对应“项目内容”所列科技创新点三。对应附件 1.3.1；2.2.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瑞涛 1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重要参与人，主要从事甲状腺代谢异常致心血管疾病相关机制研究，完成了心肌组织和心肌细胞超微

结构的激光共聚焦检测、心肌细胞离体培养等实验。完成代表性论文 3，4的实验操作，统计分析和文章撰

写工作.对应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1-2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温军 1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完成本项目动物实验及部分临床验证研究，其研究成果中，结合甲状腺及肝脏功能和核磁共振结果的预

测模型可进一步提高对心衰患者死亡风险的预测效能。完成论文/专著 11，13。对应“项目内容”所列科技创

新点二、三。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远耕硕 13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重要参与人，相关工作围绕甲状腺激素缺乏导致心力衰竭发生发展和预后不良的机制探索，从蛋白质

组学和代谢组学阐明甲状腺激素补充治疗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机制，并探索了心肌组织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潜在

生物标志物，用于指导临床甲状腺激素补充治疗的时机.对应第 2-3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乐群 1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重要参与人，主要从事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的分子机制研究，阐明了甲状腺激素改善心肌梗死缺血再

灌注损伤和心肌细胞凋亡的关键分子通路，为临床进一步改善心力衰竭预后提供了在保护性分子靶点，对应

第 1-2 项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达 15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深度参与本项目的执行，承担了相关基础工作，对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相关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数据收

集统计分析和文章撰写和修改工作。对应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2项创新点。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是国内知名的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项目组所属的

分子心血管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我国第一个心血管重点实验室，以本单位为中心建立心血管代谢专病医联

体，建立覆盖全国的协作网络，促进优势医疗资源下沉。本单位整合医院在循环疾病、代谢疾病、介入治疗、

康复、转化研究等多学科、多维度的资源，大力推进心血管代谢交叉学科的建设，构建具备防、筛、诊、治、

康全周期医疗服务能力的体系，建立了我国第一家有规模、有详细规划的心血管代谢门诊，为项目成果的验

证和推广应用搭建了优异的支撑平台。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率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成立心血管代谢诊疗和科研中心，包括内分泌与心血管代谢

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代谢性心血管疾病重点实验室，聚集创新优势资源，完善学科布局。以本单位为核心，

建立心血管代谢专病医联体，覆盖全国 242 家医疗机构，促进优势医疗资源下沉。该单位与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合作完成本项目涉及的多项动物实验、队列研究及干预性研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本项目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该单位与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长期合作基础，是成果转化与推广的重要

途径。

单位名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作为本项目的合作单位，完成了本项目总体设计，技术 路线的制定，研究方法的执

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全程参与本项目的实施。依托于河北省心脏损伤修复机制研究重点实验室，创新

性地应用于心肌梗死和缺血再 灌注动物模型后，证实了干细胞纳米囊泡对 IHD 急慢性心肌损伤的显著修

复作用。此外，针对 IHD 早期诊治，发明了心电图标准转换与传输服务平台，建立了多级协同的区域 IHD

风险评估心电远程监护与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缺血 性心脏病的精准实时监护，有助于 IHD 患者

的早期筛查和治疗。基于团队发明的 心脏介入手术支撑装置，显著提高了手术干预效率，使患者广泛受益，

助力于急、 慢性 IHD 精准诊治体系的建立与推广。

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是本项目的重要合作完成单位，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本项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合作。

本次合作利用医院在循环疾病、代谢疾病、介入治疗、康复、转化研究等多学科、多维度的资源，与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共同制定研究计划，确保了本项目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全面性。本次合作基于甲状腺代谢紊

乱致心血管疾病的临床问题，研究其发病机制和诊疗手段，为大规模临床转化和应用提供了研究基础。

单位名称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豪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本项目重要合作单位，承担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工作，增加了本项目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通过专利转让，目前已经研究转化了本项目前期建立的特色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预测

模型，并实现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销售额累计超过 1亿元，实现较大经济效益，极大促进了临床实践的改

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