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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重点研发计划

卫生健康创新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卫生健康创新专项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紧密围绕健康中国、

健康河北的战略目标，以我省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与健康的问题

与需求为导向，统筹优势科研力量，推动重大疾病防治与健康促

进关键技术研究，加快新技术在卫生健康领域应用示范，完善卫

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我省重大疾病防治、公共卫生保

障和服务能力，为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积极

有效的科技支撑。

二、重点支持方向

（一）疾病防治重点研究

1.肿瘤疾病领域防治技术研究

1.1 胃癌围手术期精准诊疗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70101）

研究内容：针对胃癌发病率高且预后差等难题，聚焦胃癌易

复发转移、耐药、治疗效果不佳等问题，采用转录组学、代谢组

学、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分析技术等筛选鉴定相关因子，对胃癌

复发转移、耐药及预后进行相关研究，并寻找胃癌治疗新分子靶

点，建立胃癌围手术期精准诊疗的新技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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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基于胃癌临床研究资料，阐明胃癌侵袭转移及耐

药机制，筛选相关靶点不少于 2 个，申请专利不少于 2 项。完成

300 例左右病例的临床验证，完成新技术新疗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验证，为胃癌围手术期规范化诊疗指南及共识的制定提供依据，

建立胃癌围手术期精准诊治体系，并在全省推广应用。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

费不超过 50 万元；由省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

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申报，并上传中心推荐函(详

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1.2 胃癌诊疗新技术推广及应用研究（指南代码:3070102）

重点支持胃癌侵袭转移新标志物的临床应用研究；胃癌耐药

基因的研究；胃癌精准分期的研究；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

淋巴结示踪基础上手术廓清和消化道功能重建的临床研究。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 万元；由省肿瘤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 家）申

报，或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牵头申报；均须上传中心推荐函

(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2.消化系统疾病防治技术研究

2.1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门脉高压的综合防治研究及应用（指

南代码:3070201）

研究内容：聚焦慢性肝病、肝硬化门脉高压的诊治难点，构

建药物、内镜、介入（TIPS）、人工肝及消化重症医学等综合防



- 3 -

治体系；利用单细胞多组学技术筛选诊治靶点；开展出血危险因

素（如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等）、内镜与介入联合干预的临床研究，

形成合理规范的创新性综合诊疗方案；有效提高门脉高压出血止

血成功率、减少再出血。

绩效指标：开展门脉高压的多学科 MDT，筛选出肝硬化门脉高

压治疗相关靶点分子 1 个以上；形成专利 1项以上；优化治疗方

案，完成 200 例左右病例的临床验证研究，制定相关共识或标准 1

项以上。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

费不超过 50 万元；由省消化系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

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申报，并上传中心推荐

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2.2 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70202）

重点支持消化道早癌内镜诊疗适宜新技术推广及规范化研

究；消化道早癌诊断治疗生物标志物筛选、预警模型建立及应用

研究；消化道肿瘤癌前病变-早癌-进展期癌疾病进程中的基因组

三维结构研究；炎症性肠病治疗新方法的开发及有效性、安全性

评价；运用新型组学技术进行肝衰竭机制探索及治疗模式改进。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 万元；由省消化系统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

申报，或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牵头申报；均须上传中心推荐

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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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慢性肾病领域防治技术研究

3.1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全周期规范诊疗技术研究及应用

（指南代码:3070301）

研究内容：针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各种并发症发病率高、

控制率差等难题，聚焦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全周期（4小时标准化

血液透析治疗+44 小时居家自我管理）诊疗规范问题，开展临床队

列研究探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全周期诊疗技术，降低透析患者各

种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生存率。

绩效指标：开展 1000 例左右病例的临床验证研究；完成新技

术和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申请专利 1个以上；参与 1 项

以上国家级临床指南或共识的制定；全省不少于 30 家的医院推广

应用，建成血透析领域线上线下协同网络体系。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

费不超过 50 万元；由省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

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申报，并上传中心推荐

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3.2 慢性肾脏病相关疾病精准诊疗技术的研究（指南代

码:3070302）

重点支持慢性肾脏病预后及其并发症发生的风险评估预测模

型建立研究；重症肾脏病诊疗规范化研究；抗肿瘤药物对肾脏损

伤的临床特点以及潜在机制；慢性肾脏病诊疗适宜新技术的推广

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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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 万元；由省慢性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

申报，或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牵头申报；均须上传中心推荐

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4.骨科疾病领域防治技术研究

4.1 复杂脊柱畸形矫形技术创新及临床应用研究（指南代

码:3070401）

研究内容：针对复杂脊柱畸形矫形技术难题，重点从细胞组

织学、临床影像学、手术技术创新应用三方面开展系列研究。研

究椎间盘细胞凋亡机制，明确分子细胞学在复杂脊柱畸形病因和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开展临床影像的大数据分析，构建复杂脊柱

畸形的特征性诊断体系。进行矫形技术的创新及临床应用，完善

复杂脊柱畸形的规范化治疗体系。

绩效指标：基于细胞组织学研究，阐明复杂脊柱畸形发生的

分子机制 1种以上，形成专利 1 项以上；基于临床影像学研究，

明确复杂脊柱畸形的特征性表现；对传统脊柱矫形技术进行创新

改良，形成发明专利不少于 4 项，完成 300 例左右病例的临床验

证研究，完成新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形成复杂脊柱畸形

诊疗的新规范或共识。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

费不超过 50 万元；由省骨科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

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申报，并上传中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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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4.2 退变性腰椎侧弯诊疗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70402）

重点支持退变性腰椎侧弯病因学的分子细胞水平研究；骨质

疏松对于退变性腰椎侧弯手术决策的影响及围手术期的管理；验

证不同种类微创手术治疗退变性侧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分析退

变性侧弯矫形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

施；应用大数据分析总结退变性侧弯的流行病学特点。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 万元；由省骨科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

申报，或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牵头申报；均须上传中心推荐

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5.神经系统疾病防治技术研究

5.1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临床队列研究（指南代码:3070501）

研究内容：针对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早期诊断和治疗难题，聚

焦其非运动症状，通过开展大规模、多中心、规范化的肌萎缩侧

索硬化症临床队列研究，开展疾病早期诊断、鉴别诊断和预后预

测研究。通过建立多中心数据平台，结合临床大数据分析，从血

液、尿液、脑脊液、基因、多模态神经影像等多个层面筛选疾病

精准诊断标记物和治疗的靶点分子，建立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早期

诊断、预测预后体系，优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临床综合干预治疗

方案，开发精准个体化治疗新方法。

绩效指标：建立基于统一标准不少于 300 人的河北省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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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萎缩侧索硬化症队列。筛选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早期诊断标志

物 1个以上；提出有效预后预测指标 1个以上；形成专利 1 项以

上；优化多学科综合干预方案，完成新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

价；形成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诊疗新技术、新规范或共识。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

费不超过 50 万元；由省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

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申报，并上传中心

推荐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5.2 神经系统疾病诊疗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70502）

重点支持脑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

侧索硬化、常态脑老化等）精准诊断及治疗预后的特异性影像学

标志物开发和应用研究；可穿戴设备和深度数据分析在帕金森病

早期诊断中的应用研究；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脑膜癌病精准

诊疗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侧枝循环

建立的的作用和机制；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新技术；

局灶性癫痫发病机制精准医学研究，开发特异性分子标志物。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 万元；由省神经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

家）申报，或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牵头申报；均须上传中心

推荐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6.代谢性疾病领域防治技术研究

6.1 肥胖引发心脑肾并发症的精准防治技术研究（指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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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3070601）

研究内容：针对肥胖引发心脑肾并发症的早期精准防治问题，

聚焦肥胖引发心脑肾并发症的炎症及氧化应激研究，应用蛋白组

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的分析技术筛选疾病早期预防、治疗的

潜在靶点；开展临床队列研究，进行肥胖引发心脑肾并发症的临

床防治策略的探讨并进行验证研究，开发肥胖相关心脑肾并发症

精准防治新技术、新方案，提高我省肥胖相关并发症的整体防治

水平。

绩效指标：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筛选出肥胖及其引发心脑

肾疾病的预测指标；筛选出疾病相关靶点分子不少于 2 个，结合

疾病预测指标，形成肥胖相关心脑肾并发症防治的有效方案，并

进行多中心的临床验证研究，完成新方案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

全省范围内进行肥胖相关心脑肾损伤防治的适宜技术推广；申报

专利 1项以上；参与制定国家相关指南或共识。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

费不超过 50 万元；由省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

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家）申报，并上传中心推

荐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6.2 代谢综合征的精准防治研究（指南代码:3070602）

重点支持代谢综合征与机体肝脏 、脂肪、骨骼肌等能量代谢

相关器官功能损伤机制探讨及早期防治技术研究；肠道菌群异常

与代谢综合征的相互影响；特异性标志物对代谢综合征早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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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代谢综合征早期防治的特异性分子靶点的开发；微量元素

对代谢综合征及其并发症的影响。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10 万元；由省代谢性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联合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不少于 3

家）申报，或其协同创新网络成员单位牵头申报；均须上传中心

推荐函(详见附件)和所涉及的成员单位协议。

（二）公共卫生与公众健康

1.急性社区获得性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病原监测预警研究

（指南代码:3070701）

研究内容：针对急性社区获得性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多中心

临床研究，实时总结病原分布规律，依据病原学数据优化诊疗方

案。研发新型靶向测序技术用以快速检测病原体，进一步降低检

测耗时与费用。开展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疑难危重症会诊与机械

通气、体外膜氧合等呼吸支持技术培训，提升基层医院应对重大

疫情的救治能力。

绩效指标：开展河北省社区获得性肺炎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病原学多中心研究，总病例数不少于 600 例。开发新

型靶向测序技术用以快速检测呼吸道病原体，形成专利 1项以上，

靶向测序技术应用不少于 600 例。培训推广机械通气、体外膜氧

合等呼吸支持技术。

有关说明：由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本项目整体申报，须

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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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疫苗调配接种智能化分析调度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指南代码:3070801）

研究内容：针对疫苗调配、接种过程中数据源复杂、数据结

构不统一导致的溯源难、统计难、调度难等问题，聚焦疫苗储存、

流通、接种、统计等环节，开展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疫

苗智能调配、安全接种、精准溯源的智慧化分析调度系统研究，

建立疫苗全生命周期数据库，实现以数据互通驱动业务协同，实

现区域内工作能力分析与精准资源调配，保证应接尽接，快速建

立人群免疫屏障，保障疫情防控体系建设，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

系。

绩效指标：通过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疫苗全

生命周期数据库，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公共卫生应急疫苗接种指挥

调度平台，包含疫苗智能调配、疫苗接种率覆盖分析、接种能力

分布、智能接种溯源等模块，实现疫苗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和疫

苗接种的追根溯源。

有关说明：由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本项目整体申报，须

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3.大气细颗粒物成分对人群健康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及应用

（指南代码:3070901）

研究内容：针对大气细颗粒物成分对人群健康影响，聚焦关

键成分暴露导致的健康效应特征及健康风险，采集并整合多源数

据，定量评估细颗粒物不同成分对人群健康影响的暴露-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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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健康风险，筛选风险较大的成分，指导当地进行大气污染物的

精准减排，降低人群疾病负担。开展细颗粒物监测质量控制研究，

制定科学的监测技术规范。

绩效指标：建立细颗粒物监测技术规范 1 项以上，申报地方

性行业标准 1项以上；申报专利不少于 2项；获得细颗粒物组分

健康影响暴露-反应关系系数 1套以上；筛选出细颗粒物中危害较

大成分至少 3种，形成针对性的指导手册 1套以上，并在我省推

广应用。

有关说明：由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本项目整体申报，须

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三）智慧医疗和医工融合

1.肺癌智能化筛查诊断人工智能技术集成研发与应用（指南

代码:3071001）

研究内容：针对早期肺癌筛查、诊断的难题，探索临床影像

学和人工智能的医工融合，开发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系统，智

能完成肺结节的检测、早期肺癌诊断及分类评估。整合我省各级

医疗机构肺癌筛查大数据信息，构建省内三级诊疗 5G 智慧网络远

程会诊平台。编撰我省肺癌筛查指南，规范肺癌筛查各项标准，

建立我省肺癌筛查早诊的新体系，提升我省肺癌早期诊断水平。

绩效指标：研发 AI 智能软件系统新产品并进行推广应用。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以上。建立肺癌早期诊断-计算机智能诊断系

统网络平台，网络单位含盖 50 家医院。完成多中心肺癌筛查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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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完成 2万例以上临床数据收集并使用人工智能软件进行验

证；发布我省早期肺癌筛查标准或指南 1项以上。

有关说明：由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

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2.脑胶质瘤精准手术关键技术平台构建和应用（指南代

码:3071101）

研究内容：针对脑胶质瘤最大范围安全切除难题，聚焦基于

脑功能网络的肿瘤精准个体化手术问题，开展深度学习、多模态

影像融合技术、混合现实技术、3D 全息投影新技术医工融合，构

建功能区胶质瘤与周围重要结构可视化精准定位、手术决策和术

中精准操作技术平台，开展临床验证研究，达到肿瘤最大限度切

除和神经功能有效保护的优化效果。

绩效指标：突破传统手术治疗功能区胶质瘤的技术屏障，提

高手术治疗效果，形成肿瘤精准个体化的手术治疗新体系；形成

专利 1项以上；完成 200 例以上临床验证研究，完成新技术有效

性和安全性评价；建成功能区脑胶质瘤可视化精准定位、手术决

策和术中精准操作技术平台；形成功能区脑胶质瘤手术治疗新规

范或共识。

有关说明：由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

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3.心血管慢病数字疗法临床研究与应用（指南代码:3071201）

研究内容：针对心血管慢病患者知晓率、治疗率、达标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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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聚焦个体化临床诊治难题，研究可解释心血管慢病人工

智能框架与模型的关键技术方法，集成高质量多模态数据，开展

由软件程序驱动、循证医学为基础的治疗、管理、预防疾病目的

精准优化数字疗法，并在省级区域医疗网络中应用，提升心血管

慢病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病患医药负担。

绩效指标：开发符合我省实际需求的心血管慢病患者基于多

模态数据与可信人工智能的心血管慢病数字疗法产品 1 项以上；

建立心血管慢病临床数字化疗法研究队列不少于 2 项；依托区域

医疗网络应用落地，临床应用不少于 1000 病例，在不少于 5家二

级以上医院推广应用，制定 1项以上心血管慢病数字化智能管理。

有关说明：由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

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不超过 50 万元。

（四）人类遗传资源高水平利用

1.标准化单病种专病库建设研究（指南代码:3071301）

研究内容：针对我省临床样本资源库建设在技术标准、质量

控制、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问题，建设单病种标准化专病库及信息

共享服务系统，开展可示范性的技术标准研究，探索样本库伦理

规范，实现样本和临床数据同步采集，样本流转、冻存、使用全

程可追溯，确保样本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安全性；建立基于疾病

特点的临床数据标准化信息系统，对多模态、海量的生物医学和

临床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应用；探索形成生物样本库平台的高效

运行与资源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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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探索符合单病种特色的样本采集、处理、保存、

使用等的技术规范，制定符合临床科研需求的单病种数据处理分

析标准，针对单病种收集专病病例 1000 例以上，建立本专病可共

享的队列样本库、临床诊疗信息库和可开展预后研究的随访数据

库，建立资源开放应用机制，支撑不少于 3项省级以上科技计划

项目。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全部绩效指标；支持经费

不超过 50 万元。由建有人类遗传资源保藏平台的单位牵头申报；

项目申报单位须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人类遗传资源保藏批

准文件，须遵守《生物安全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有

关规定，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

（五）面上项目（指南代码:3071401）

支持常见病、多发病、罕见病、职业病、慢性传染病以及血

液安全康复护理、前沿诊疗技术、体医融合等临床诊治技术研究

与适宜技术推广应用。面向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

群开展综合防治技术及应用研究。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支持经费 5-8 万元。

三、申报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应

符合《2022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

2.项目申报单位对所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和项目研究的安全性

负责。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须签署承诺书作为附件上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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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书内容详见申报书）。

3.牵头申报单位须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

4.涉及人体被试和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须遵守《人类

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相关技术规范。

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须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等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

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

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涉及病原微生物的活动，须遵守《生

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5.项目内容涉及药物、医疗器械等医药产品开展临床试验研

究的，须提供临床试验批件、伦理审查意见和相关批件，须在网

上填报申报书时，将相关资料扫描，作为附件上传。

6.项目申报须符合本指南“有关说明”要求；指南“有关说

明”中要求整体申报的项目，请在项目申报书中“项目目标和考

核指标”中体现对绩效指标的全覆盖。

7.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 3年（即不超过 2025 年 6 月）。

8.涉及合作单位的，应提交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应明确申报

项目名称、任务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等内容，并签字盖章（公章

或科研用章）。

9.专项实行“无纸化”申报。申报材料包括：

（1）项目申报书；

（2）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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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

（4）指南中要求提供的相关附件的扫描件。

四、形式审查要点

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符

合《2022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

2.项目申报单位符合“有关说明”要求。

3.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规范，承诺书、盖章页齐全。

4.按照指南“有关说明”和“三、申报要求”提供相关附件。

5.按要求提供合作协议。

6.项目实施期限在 3年以内（即不超过 2025 年 6 月）。

7.指南中明确要求整体申报的项目，体现绩效指标全覆盖。

出现上述条件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由专家组审慎研究，确

定形式审查是否通过。

五、业务咨询电话

社会发展科技处 0311-85891880

附件：中心推荐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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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心推荐函

按照省科技厅《2022 年度河北省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和卫生健康创新专项指南要求，我中心推荐

（填写：申报单位名称）的

（填写：申报书项目名称）项目申报 2022 年度重点研发计划卫生

健康创新专项，申报指南代码 。

河北省 （填写：疾病领域）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