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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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及其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的创建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帕金森病（PD）发病率持续上升，病理机制复杂，临床诊断长期依赖症状评估，缺乏可靠生物标

志物，影响早期、分层及鉴别诊断。此外，冻结步态（FOG）、左旋多巴诱导的异动症

（LID）、冲动控制障碍（ICD）等核心症状机制复杂，干预手段有限。本团队整合外周血、外

周神经、多模态脑网络及电生理检测等多维数据，构建PD精准诊断体系，助力早期识别与个体

化精准治疗。

1. 本团队率先在亚洲人群中创新性地联合外周血和腓肠神经活检构建PD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外

周生物标志物体系：创新性发现可乐定-精氨酸刺激联合方案可作为PD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

精准鉴别的工具；在国际上首次系统阐明磷酸化α突触核蛋白在PD外周神经病变中的沉积机制

及其在PD早期诊断中的价值，为PD的精准诊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潜在靶点；率先发现

PD患者外周血中氨基酸神经递质、5-HT能神经递质及神经退行性蛋白水平的改变特征，上述发

现创新性地构建了PD分层诊断、亚型识别和非运动症状评估的外周生物标志物体系。

2. 面对现有影像分析技术精度缺陷、空间失配等技术瓶颈，本团队创新性提出新型超体素与测

度学习的弥散张量图像分割方法、基于超图的高阶脑网络构建方法及拓扑感知池化的卷积神经网

络等技术，实现高效稳定的脑组织与功能分割，所构建的高阶脑网络复杂模型可更全面、准确地

反映大脑多网络交互模式，相关成果应用已成功识别出PD核心症状的特异性脑功能结构特征改

变，为其早期诊断和生物标志物检测提供理论框架和重要技术支撑。

3. 本团队整合多模态 MRI、电生理检测、临床评估及遗传学数据，构建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

系。首次刻画 FOG神经环路特征，发现顶下小叶VMHC值可作为FOG早期影像标志物，并率先在

国内实现TMS检测引导+神经导航辅助的精准个体化调控治疗，累计惠及百余位PD步态障碍患者，

总有效率 79%；在国内率先建立 PD-LID研究队列，阐明运动控制抑制环路重组机制及多巴胺类

药物的特异性调控，发现额下回VMHC值、齿状核-壳核功能连接可作为LID客观生物标志物，

构建LID多维诊断体系，为精准神经调控提供关键靶点；首次整合多模态 MRI，发现额中回

VMHC值降低对ICD识别具高敏感性和特异性，推动ICD诊断由“单一量表”向“影像+量表结合”

模式转变，有效规避病耻感导致的症状隐匿，为ICD诊断与治疗优化提供新影像依据及潜在靶点。

本研究在 Movement Disorders、npj Parkinson’s Disease、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10篇代表性论文总引用 438次（他引418

次，单篇最高 111次）。成果获 Lancet Neurology、Nature Medicine、Brain等期刊引

用，并写入《中国帕金森病步态障碍管理专家共识》，获国家发明专利8项。系列创新成果已在

国内多家医院推广，助力PD早期诊断、精准分型及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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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811186880.0 20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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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大脑磁共振图

像分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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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芊熹、章品正、

舒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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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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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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克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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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总设计者，是所有创新点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罗列的主要科技创新中均有重大贡

献。基于外周血和腓肠神经活检构建了 PD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体系，为 PD早期识别和精准治疗提供重要

依据；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

重要决策支持。构建了帕金森病及其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并推广相关研究成果在省内外多家单位应用。

是 7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道强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了创新点 2研究的方案设计与实施。所创新的技术解决了静态脑网络分析的

根本局限，揭示了传统方法无法捕捉的功能连接动态变化模式。同时，基于动态功能连接的时变特征能识别

疾病特异性的时变异常模式，从而提供了更敏感的生物标记物，提升了疾病诊断性能。是论文 1-4至 1-6的

通讯作者，专利 2-6至 2-8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孔佑勇 3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副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创新点 2“基于影像学技术构建高阶脑网络模型，为脑疾病早期诊断和生物标志

物检测提供理论框架和重要技术支撑”的方案设计和主要完成者之一，是专利 2-1至 2-5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甘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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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3“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9、1-10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旗 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创新点 2的主要方案设计和完成人之一，构建了一种基于多图谱标签融合的高

阶特征学习框架，提出了一种基于成对约束引导的稀疏学习方法，有助于临床中更准确地定位病灶，从而为

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方案。同时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脑疾病的发病机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袁永胜 6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执行者，是创新点 1、2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罗列的主要科技创新中均有重大贡献。是代

表性论文 1-10的通讯作者；1-3、1-7、1-8、1-9的共同第一作者；1-1、1-2的第六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慧敏 7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3“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相关科技创新中有重大贡献。是代

表性论文 1-10的第五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壮 8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3“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相关科技创新中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曹星月 9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3“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相关科技创新中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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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3“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8的第一作者；1-9的

共同第一作者；1-7的第三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蒋思明 1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3“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贡献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8的第一作者；1-9的

共同第一作者；1-7的第三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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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1“基于外周血和腓肠神经活检构建 PD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体系，为

PD早期识别和精准治疗提供重要依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1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佟晴 13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1“基于外周血和腓肠神经活检构建 PD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体系，为

PD早期识别和精准治疗提供重要依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3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丁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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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 1“基于外周血和腓肠神经活检构建 PD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体系，为

PD早期识别和精准治疗提供重要依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2的第一作者；1-1的第五作者；

1-3的第七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俊毅 15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是创新点“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精准诊断体系，为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靶向神经调控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的主要完成人之一，是代表性论文 1-7的第一作者；1-2的

第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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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成功构建了 PD及其核心症状的精准诊断体系，为 PD早期识别和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重要决策支持；为

项目完成人基于外周血和腓肠神经活检构建 PD早期诊断与鉴别诊断体系提供了经费支持；为项目完成人基

于影像学技术构建高阶脑网络模型搭建了技术平台；为项目完成人基于多模态影像学技术构建 PD核心症状

精准诊断体系提供了大量临床样本。为本项目的实施和开展提供了相应的设备和转化便利，使得本项目能够

顺利开展，为本项目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本课题相关成果的应用为帕金森病诊疗水平的提高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单位名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是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协助本项目完成人在脑疾病诊断和生物标志物检测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首

先，提出了一种基于滑动窗口的动态功能连接分析框架，并设计了动态时空卷积框架来捕捉大脑功能网络的

时变特性，显著提升了脑疾病的诊断准确性。其次，提出一种基于多图谱标签融合的高阶特征学习框架，通

过提取图像块的高阶特征并进行融合，实现结构性脑成像感兴趣区域的分割。最终分割后的感兴趣区域能够

全面地表示大脑中的复杂拓扑位置，有益于更准确地识别大脑的病变结构，从而为后续的疾病分类提供丰富



的特征支持。此外，提出了一种基于成对约束引导的稀疏学习方法用于选择与疾病密切相关的特征。该技术

能够自适应定位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为精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助力理解疾病机制和开发新疗法。这

些技术不仅提高了脑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还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治疗前景，推动了脑科学研究的

深入发展。

单位名称 东南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东南大学作为本项目的第三完成单位，是国家“双一流”、“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受益于

“强基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积极支持科学研究、对外交流和合作研究。

学校图书馆资源丰富，能够方便而全面地查阅最新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为本项目提供所需的大量文献资料。

此外，东南大学拥有国家 863/CIMS领域重点实验室、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集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计

算机网络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华东（北）地区网络中心、江苏省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网

络中心，以及东南大学 IBM技术中心等科研基地，这些科研设施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东南大

学还为本项目提供准确、详实的数据支持，并为数据收集与处理、快速高效的并行算法设计以及大规模数值

计算等研究与实施环节提供卓越的平台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