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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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发生机制和早期干预的基础创新和临床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天津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该研究历时十年，在三项国家级、两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下，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①发现

高脂饮食促进肠道进展期肿瘤发生，并证实早期精准筛查及微创切除的防治价值；②证实高脂饮

食及其代谢产物所致菌群失调在癌变中的关键作用；③揭示肠腺瘤恶性进展及肠癌转移的新机制；

④发现多种干预方式对大肠癌的防治作用及机制。研究成果发表文章近七十篇，获批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成果被31家单位在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应用，显

著提高了我国的大肠癌诊疗水平。鉴于该研究工作资料完整、真实可靠、创新成果利于指导肠癌

的临床诊治及防治，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社会效益；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

料真实有效，推荐申报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不断增高，与饮食西化密切相关，机制未明。该项目探讨结直肠癌及高危腺

瘤发生的创新机制及防治策略

1.主要内容

①对高脂饮食(HFD)促进肠道肿瘤进展进行临床调查，并探讨早期精准筛查及微创切除对肠癌及

高危腺瘤的防治价值

②证实HFD及其代谢产物所致肠道菌群失调在癌变中的关键作用

③揭示肠腺瘤恶性进展及肠癌转移的新机制

④多中心试验及体外实验探索多种干预方式对结直肠癌及高危腺瘤的防治作用及机制

2.特点

①在国内率先进行结直肠癌及高危腺瘤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早期筛查及微创切除，发现：HFD增

加肠道进展期肿瘤发生；锯齿状病变的临床特点与西方存在差异；大锯齿状息肉与伴发同时性进

展性肿瘤的风险增加有关；小锯齿状腺瘤和非进展期腺瘤肠镜下切除后5年内复发率较低。开展

内镜下微创切除巨大癌前病变，显著降低肠癌发生和外科手术

②在国际上首次运用基因突变肠癌模型发现：HFD、胆汁酸以及移植 HFD诱导的失调菌群均可促

进肠腺瘤恶变，肠癌患者粪菌液同样可诱导肠癌发生

③探索结直肠癌发生发展的独特机制：HFD诱导的失调菌群可活化 MCP-1/CCR2通路促进肿瘤

相关巨噬细胞极化；脱氧胆酸激活Wnt/β-catenin通路促进肠道肿瘤发生；COMP与 TAGLN互

作调节上皮间质化促进大肠癌演进；层粘连蛋白-5γ2和整合素β1互作调控肿瘤出芽促进大肠癌

转移

④在结直肠癌及高危腺瘤化学预防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小檗碱可抑制小鼠肠道腺瘤进展，并可

显著降低结直肠腺瘤患者切除后复发风险；蔓越莓降低肠道炎性因子表达，抑制肠道腺瘤进展；

姜黄素降低COX-2 及 PGE2的表达抑制人结肠癌细胞增殖；白杨素调节上皮间质化抑制肠癌恶

性演进；水飞蓟宾下调 IL-6/STAT3通路抑制结肠炎相关肠癌；丁酸梭菌抑制 Wnt/β-

catenin通路抑制肠癌进展

3.应用情况

①发表文章 68篇，其中 SCI 35篇，累积影响因子 170余分，获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

利3项，牵头联合国内同行制定共识指南 5份

②国际会议交流22次，获奖12次；全国顶级会议交流百余次，获奖25次；连续8年举办大型



会议推广研究成果

③研究成果被31家单位广泛应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④建立一支大肠癌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国内领先的创新团队，培养博硕士生 7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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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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邦茂 1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教授 消化中心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作为本项目负责人，负责课题整体设计、立项，指导课

题完成，并根据国内外及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随时调整研究方向，保证课题设计的严谨及创新、实验的顺利

完成。项目实施期间公开发表文章 55篇，其中通讯作者文章 50篇，通讯作者 SCI文章 17篇。附件 1-2、1-

3、1-5、1-7、1-8、1-9为通讯作者；附件 2-4、2-6为第一发明人。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

的创新点 1、2、3、4，是附件 1-6的第 7作者；附件 1-5、1-10的第 8作者；附件 1-4、1-7的第 9作者；附

件 1-9的第 10作者；附件 1-2、1-8的第 14作者；附件 1-3的第 16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曹海龙 2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任医师 科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课题组成员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作为本项目的第二负责人，参与负责课

题整体设计，指导和参与研究的实施。项目实施期间公开发表 SCI文章 21篇，其中通讯作者 17篇。附件 1-



2、1-3、1-4、1-5、1-6、1-7、1-10为通讯作者；附件 1-8、1-9为第一作者；附件 2-1为第一发明人。对应

“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2、3、4，是附件 1-8、1-9的第 1作者；是附件 1-10的第 2

作者；是附件 1-6的第 8作者；是附件 1-5的第 9作者；是附件 1-4、1-7的第 10作者；是附件 1-2的第 15作

者；是附件 1-3的第 18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仲威龙 3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大肠癌的恶性演进以及白杨素抑制肠

癌演进的机制研究。在项目进行期间以第一/共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篇。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

新”中的创新点 2、3、4，是附件 1-1、1-3的第 3作者；是附件 1-2的第 10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姜葵 4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教授
内科教研室常

务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课题组成员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在本项目中负责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的

临床特征分析、内镜下切除对结直肠癌前病变的治疗效果等内容研究，参与临床标本收集、实验数据的统计

整理、撰写论文等工作。项目实施期间公开发表论著共 4篇。附件 1-3为通讯作者。对应“四、重要技术发

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2、4部分，是附件 1-3的第 17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天宇 5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肠道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高脂饮食促进肠癌发生发展的临床数据分析及

机制探索。参与临床信息采集、动物饲养、分子生物学实验等工作。在项目进行期间以第一/共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篇。附件 1-10为第一作者。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2、3、4部分，

是附件 1-10的第 1作者；是附件 1-4的第 3作者；是附件 1-6、1-7的第 5作者；是附件 1-2、1-5的第 6作者；

是附件 1-3的第 8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斯南 6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本项目中主要负责胆酸诱导肠腺瘤恶变的机制探索、锯齿

状病变临床及病理特征分析以及粪菌移植实验的体系建立。项目进行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篇。附

件 1-5为第一作者。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2、3、4部分，是附件 1-5为第 1作

者；是附件 1-2的第 9作者；是附件 1-4的第 6作者；是附件 1-6的第 3作者；是附件 1-7的第 6作者；是附

件 1-8的第 5作者；是附件 1-10的第 4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董文逍 7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高脂饮食重要代谢产物（脱氧胆酸）

诱导肠腺瘤恶变的机制等研究内容，参与细胞培养、分子生物学实验及论文撰写等工作。项目进行期间以第

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篇。附件 1-7为第一作者，附件 1-5、1-6为共同第一作者。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

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2、3、4部分，是附件 1-7的第 1作者；是附件 1-2的第 7作者；是附件 1-3的第

10作者；是附件 1-4的第 4作者；是附件 1-5、1-6的共同第 1作者；是附件 1-8的第 3作者；是附件 1-10的

第 3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文天 8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的内镜筛查，早期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早诊、早治及内镜下治疗。本项目

中负责临床标本收集、课题整体设计等工作。项目进行期间共发表论著 5篇。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

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2、3、4部分，是附件 1-3的第 15作者；是附件 1-4的第 8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姝 9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早诊、早治工作，在本项目中负责肠镜筛查、治疗等工作，并就锯齿状病

变的临床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项目进行期间共发表论著 2篇。附件 7-9中课题“小檗碱对家族性腺瘤性息

肉病的干预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的第 7完成人。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郑忠青 10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内镜诊治工作。在本项目中负责肠道早期癌变的切除、临床标本的收集及

专利技术的开发等工作。项目进行期间共发表论著 2篇。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是附件 2-4的第 2作者；是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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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涛 11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内镜筛查，早期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早诊、早治及内镜下治疗。在本项目中负

责建立大肠癌及癌前病变数据库，完成患者随访复查，完善流行病学调查。项目进行期间共发表论著 3篇。

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是附件 2-2的第 5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朴美玉 12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大肠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本项目中负责无症状人群的肠镜筛查、临床标本采集

以及内镜下治疗等工作。项目进行期间共发表论著 4篇。对应“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

1、4，是附件 1-2的第 13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负责该项目的组织实施，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总医院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后勤保障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协助课题组通过临床研究揭示了我国人群肠道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为相关指南

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通过体内外实验发现大肠癌发生的新机制及药物防治新策略。通过 31家三级医院的

推广应用，显著提高了我国临床医师对大肠癌发病机制的全面认识，这将为肠癌及癌前病变的临床防治奠定

基础。

总医院在科研立项、课题监管、经费合理使用、结题验收、成果鉴定及推广应用等方面做了完善的组织工作。

因此，本研究的胜利完成是总医院多部门协作的结果，本单位在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成果认定及推广应用

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