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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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心血管核医学影像在心肌病中的关键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该项目经过近10年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针对心肌病诊治遇到的临床问题，创新性的建立多

模态心血管核医学影像方法，对心肌病病因诊断、疗效观察和危险度分层进行应用研究和探索，

填补我国心脏核医学临床应用和研究空白。另外，在国际上率先使用核医学纤维化显像对心肌病

进行危险度分层，率先使用核医学显像方法研究酒精性心肌病心功能损伤，该部分研究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放射性药物研发-心脏影像定量分析-临床的研究链条与转化平台，促进新

型分子探针的研发及心脏相关核医学影像处理与定量计算等基础研究。建立基于国家核医学专业

质控中心的高质量新技术推广平台，心脏淀粉样病变的核医学检查与诊断新技术已在全国近30

个省100余家单位推广使用，为相关疾病的治疗开展、医保纳入及学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申请分子探针专利18项，其中国际专利10项，转化4项；设计并研制了国产首台双探头可变角

单光子设备，已在全国13家单位装机；开发单光子与PET显像的心肌图像分析软件6项，发表

高水平文章88篇。参与制定指南3项，创新核药多中心临床试验 6项，获批多个国家与省部级

基金支持，获国家与省部级奖项4项，培养医工结合人才20余名等。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填写要求，

已对该项目推荐情况进行了公示，无异议。

 

项目简介 心血管疾病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冠心病、高血压导致的脑血管意外及心衰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心衰患者中心肌病占比高，防治方法未能像冠心病和高血压一样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与心肌病病

因复杂，有效治疗少，诊断依靠心肌活检有关。核医学影像可以无创特异反映心肌病病理特点，

进行早期诊断，在心肌病进展到心衰阶段时，可以反映导致心衰进展的炎症和纤维化病理过程，

为开发心衰患者全新治疗方法提供证据支持，迅速成为全球研究热点。但在我国对于心肌病的研

究尚处于空白，为填补空白，本课题组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解决了三个关键技术：

1）靶向心肌病关键靶点分子探针开发；2）核医学影像设备及相关图像分析软件的研发；3）基

于核医学影像的心肌病精准诊疗方法。

（一）开发靶向心肌病关键靶点核医学分子探针

针对心肌病的关键病理表征，研发新型分子探针，建立分子探针-病理间关系，为临床无创、可

视、量化评估心肌病提供了基础，确立了靶向心肌炎症和纤维化的分子探针在心肌病精准诊疗中

的重要价值。

（二）核医学影像设备及相关图像分析软件的研发

完成心肌血流定量算法原型开发，实现SPECT图像和PET图像的心血池感兴趣区的自动勾画、

高精度动力学模型函数拟合以及心肌血流量的计算，可根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动态心肌采样数据完

成血流定量和分区。其中，心肌血流量和心肌血流储备分数与国外商业软件的结果具有高一致性，

为临床定量评估心肌中病理变化奠定了基础。

（三）建立基于核医学影像的心肌病精准诊疗方法。

先后使用8种分子探针，3种核医学影像方法，建立了10余种心肌病的研究队列，探索了酒精性



心肌病心肌耗氧量测定、心脏淀粉样病变诊断与危险度分层、无创可视化诊断心衰患者炎症及纤

维化等新方法，有望取代心肌活检这一有创操作来实现心肌病的精准诊疗。

上述的关键技术已发表在国内外顶级期刊上，并受到美国心脏病协会主席高度评价。同时，为尽

快将该技术应用于心肌病患者的诊疗中，实现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缓疾病进展、挽救患者生命

的目标，申请团队基于国家核医学专业质控中心建立了国家级新技术推广应用平台，已在全国近

30个省百余家单位推广多模态心血管核医学影像在心肌病中的关键技术，为相关疾病的治疗开展、

医保纳入及学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申请团队共申请分子探针专利18项，其中国际专利10项，转化4项；设计并研制了国产首台双

探头可变角单光子设备，已在全国13家单位装机；开发单光子与PET显像的心肌图像分析软件

6项，发表高水平文章88篇。参与制定指南3项，创新核药多中心临床试验 6项，获批多个国

家与省部级基金支持，获国家与省部级奖项4项，培养医工结合人才20余名等。本团队由北京

协和医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北京理工大学组成，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建立了心肌病相关多

模态核医学影像医工结合团队，并形成关键技术创新、应用和推广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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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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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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L 2022 1 

0162386.0
2024-03-22

一种智能核医学影像

检查的全过程质量管

控系统

霍力;蔡建毅;刘宇;

任超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1 1 

0453058.1
2022-04-08

一种气动穿刺手术装

置

张辉;陆林;霍力;

任超

3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 2021 2 

0082097.0
2022-02-01

卡套、卡套动作控制

装置及放射性同位素

纯化/标记系统

虞善友;霍力;颜成

龙;方鹏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9 1 

1324560.1
2021-11-30

一种 CAR-T活体示踪

方法
霍力;方鹏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0 1 

0168363.1
2021-09-24

一组蛋白激酶 A的小

分子抑制剂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李方;霍力;党永红;

李詝;靳晓娜;刘宇;

赵周社;李宏利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 2019 2 

2308400.X
2020-09-08

锕-225核素用纯化装

置
霍力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霍力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 核医学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一)针对心肌病中心肌炎症和纤维化这关键的病理表征，设计并开发靶向心肌炎症和纤维化的分子探针，从

而为无创的、可视的心肌炎症和纤维化成像提供基础；

(二)建立我国面向心肌病的核医学成像操作规范和判读标准，通过多模态核医学成像技术，实现了对心肌炎

症和纤维化的定量评估; 

(三)结合心肌炎症和纤维化基础与临床研究成果，建立病理与影像标志物间的关联关系，定量评估心肌病中

病理的演变过程与规律，为心肌病诊断、预后与危险分层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志博 2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教授 系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针对放射性新药的研发瓶颈和我国医用核素、核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现状，申请人致力于核药物领域的应用

基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为解决临床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

（FAP）是表达在多种实体肿瘤基质细胞中的靶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申请人结合化学工具，开发了新

型 FAP靶向诊疗核药物，解决了目前 FAP小分子抑制剂摄取低、清除快的问题，在动物模型和病人中都验



证了其有效性，并进入到临床，实现对心肌病患者关键病理过程的成像。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亚强 3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教授 所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初步完成心肌血流定量算法原型开发，可实现 SPECT 图像和 PET 图像的心血池感兴趣区的自动勾画、高精

度动力学模型函数拟合以及心肌血流量的计算，可根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动态心肌采样数据完成血流定量和分

区。其中，心肌血流量和心肌血流储备分数与国外商业软件的结果具有高一致性，为临床定量评估心肌中病

理变化奠定了基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田庄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

国际医疗部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心肌病临床诊治体系，特别是以核医学成像技术为基础的多模态技术，实现了对心肌病的无创诊断和预

后判断。在心衰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治及超声心动图等影像学研究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近五年在国

际权威杂志发表 20余篇相关研究工作，在国内率先开展转甲状腺素蛋白心脏淀粉样变的全国注册登记和临

床基础相关研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尚斐 5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建立基于深度学习的无监督多模态图像配准，实现 PET/CT 图像与心脏磁共振图像的智能融合，为后续基

于多模态图像的心肌炎症和纤维化的定量评估提供基础;

2.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心脏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快速计算方法，为临床开展多中心研究提供标准化的图像分

析方法:

3.采用影像组学等方法，提出多模态图像中的关键特征构建模型，实现对心肌病危险度分层。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帅 6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项。

1.结合心脏磁共振与 PET/MR 成像，实现心肌病患者病理改变的定量估，为临床针对疾病进展的程度进行

早期诊断及干预提供诊断工具;

2.构建心肌模型，开发心脏核医学图像后处理软件，为临床进行标准的图像判读提供分析工具:

3.聚焦心脏动力学参数分析，构建房室模型，探索动力学参数与心肌患者临床病理改变的关联关系。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景红丽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

核医学科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及团队在国内率先利用并推广 99mTc-PYP 显像诊断转甲状腺素蛋白相关型心肌淀粉样变性（ATTR-

CA），同时应用国产永新新型 SPECT/CT 针对小脏器显像的优势，进行心肌淀粉样病变显像及定量分析，

建立心肌淀粉样病变患者定性、定量诊断、分型的新技术，评估其在ATTR-CA患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指

导治疗、预后评估及疗效监测中临床价值，提高了ATTR-CA 的检出率以及ATTR-CA 的诊疗水平。同时在

国内率先开展 131I-MIBG 心脏交感神经显像，为临床鉴别帕金森和帕金森叠加综合征提供有效的辅助手段。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牛娜 8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依托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使用不同的示踪剂，无创性可视化判断心肌心肌巨噬细胞浸润和纤维化等情况，

探索炎症性心肌病和免疫系统疾病心肌累及情况。通过使用能够与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特异性结合的分子探

针 68Ga-FAPI-04 进行心肌显像，反应心肌间质内成纤维细胞的激活和纤维化形成情况，在更早的时间窗对

心室重构进行干预，从而改善患者的预后。通过系列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多篇 SCI 文章。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任超 9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管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放射性探针自动化合成及质量控制、探针临床前试验（结构验证、稳定性测试、细菌内毒素测试、异常毒性

试验等）、伦理申请；临床规范化生产技术参数确定；数据采集及图像后处理等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邢海群 1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副主任技师 主任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该项目的技术工作，包括 PET/CT 及 PET/MR 图像采集，后处理，参与数据分析等。确定了心脏检查

PET/MR 图像采集序列。相关研究内容，以第一及共同第一作者发表 SCI 文章 2篇。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在放射性药物临床转化、核医学图像采集及临床应用研究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工作

平台。除每年完成常规 PET/CT 临床检查 10000 余例外，所在科室具有第一类和第四类《放射性药品使用许

可证》，集核医学新药研究、小批量制备和临床应用于一体，是核医学分子靶向诊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核

医学精准诊疗技术创新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卫健委放射性药物临床药理基地(临床试验机构)。

项目组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和新型显像剂开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承担了本项目的主要内容。从该项目的立项、设计筹备等进行全流程的参与和

监管,为项目的开展和推进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临床支持。同时在后期应用推广中，定期举办学习班和

培训班，为合作单位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大学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包括高分辨率质谱、基质辅助激光解析串联飞行时间质谱

仪、800MHz 液相核磁共振、多功能扫描探针显微镜等公共平台和设备，为本成果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硬件支

持。申请人团队具备专门用于放射化学核素研究的回旋加速器、小动物 PET-CT 成像系统、放射性热室、放

射性HPLC-MS、自动伽马计数仪、能谱仪等各类放射性核素监测设备，并拥有独立、可开展放射性实验的

动物房、细胞房等设施设备，上述设施设备为本成果探索新型放射性药物提供了有力的设施保障。

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该项目中制备 5种紧缺医用核素用于放射性新药研究，申请专利 14项（获批 8项），立

足自研设备实现了Ac-225、Y-86 等紧缺医用核素的国内首次制备，团队开发的多个核药物分子已开展临床

研究。目前，硼氨酸核药物做为“一类创新药”已获得中国和美国临床批件。

申请人团队为成果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项目经费支持和科学技术保障。

单位名称 清华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初步完成心肌血流定量算法原型开发，可实现 SPECT 图像和 PET 图像的心血池感兴趣区的自动勾画、高精

度动力学模型函数拟合以及心肌血流量的计算，可根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动态心肌采样数据完成血流定量和分



区。其中，心肌血流量和心肌血流储备分数与国外商业软件的结果具有高一致性，为临床定量评估心肌中病

理变化奠定了基础。

单位名称 北京理工大学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理工大学拥有 2 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9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6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

中心。在本项目相关领域拥有“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虚拟现实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防

科技工业复杂微细结构加工技术创新中心”、“光电成像技术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融合医工系统与

健康工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等国家和部级重点实验室。项目组先后承担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

级课题，发表多篇研究成果，并申报相关专利。北京理工大学主要承担了本项目的图像分析。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了多模态图像的处理，为临床实现心肌炎症和纤维化的定量评估了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工具，对后

续的应用推广提供了标准化的图像分析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