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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2021S108

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
合同任务书合同任务书

项目名称： 
结直肠癌早筛人群“1模型+1平台+1库”的数字社区示范应
用系统

计划类别： 公益性科技计划项目

委托单位(甲方)：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承担单位(乙方)：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

院）

归口管理单位(丙方)：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执行期限： 2021 年 06 月 至 2024 年 05 月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制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制

二〇二一年二〇二一年



填填  写写  说说  明明

一、 本合同任务书通过“宁波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按照系统提示在线填写。

二、 合同任务书中的单位名称，请按全称规范填写，并与单位公章一致。

三、 凡不填写内容的栏目，请用“/”表示。

四、 项目承担单位完成合同任务书的在线填写，提交归口管理部门、市科技局审

核确认，审核通过后，优先采用“线上签订”方式、使用电子签章完成合同任

务书签订。

五、 本合同任务书应以《项目申请书》为填报依据，任务书填报不得降低考核指

标，不得自行对主要研究内容作大的调整。本合同任务书和《项目申请书》

将作为项目过程管理、验收和监督评估的重要依据。



一、项目基本情况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结直肠癌早筛人群“1模型+1平台+1库”的数字社区示范应用系统

申报类别申报类别 重点项目

管理领域管理领域 公益-预防医学

技术来源技术来源 自主开发

技术创新方式技术创新方式 自主创新

拨款方式拨款方式 分期补助

学科分类学科分类 临床医学 学科代码学科代码 1002

开始日期开始日期 2021-06-01 完成日期完成日期 2024-05-31



备注说明备注说明 依据各市县申报指南填写项目申报备注内容，如：项目简介、产业
链协助说明、申请者曾主持项目及正在承担项目情况等。

项目简介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人，国家积极推进分级诊疗政策，制定基
层首诊和上下联动的行动原则。以完善疾病防治体系为目标，大型医院和区域
内社区卫生机构组成医联体，开展对社区居民的疾病筛查。本项目以**医院牵
头联合医联体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肠癌防治一体化需求，结合医院正在建设的
肠癌早筛管理平台，优化流程，探讨结直肠癌疾病早筛管理新模式。 根据现
有的结直肠癌诊治共识，在人群中尽可能的识别早筛人群，进行规范化全结肠
镜检查可有效提高筛查效率，但肠镜具有侵入性、费用高、易造成不适等特点
，是我国结直肠癌筛查依从性低的主要原因，同时，初筛识别早筛人群的方法
并未考虑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存在阳性预测值低，筛查效率低下等问题。现
有筛查方法在大人群开展结直肠癌筛查工作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本项目拟充
分发挥机器建模及人工智能的优势，进行结直肠癌早筛人群的大数据处理、训
练、建模，开发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评估模型，建立“1模型+1平台+1库”数
字社区示范系统应用，即：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结直肠癌病人特
征数据库和面向医院—社区—用户的结直肠癌智能评估与防治平台，开展示范
应用，运用一致性指数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
正确指数评价的筛查系统。为避免传统筛查模型的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本项
目结合宁波结直肠癌病人的实际情况，以问卷和临床数据采集等多种方式整理
结直肠癌病人相关数据库，并在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结直肠癌风险预测模型中
，建立“1模型+1平台+1库” 社区示范系统应用，有效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卫生经
济学效益。平台建设成效上打造早筛流程的创新模式，将原有批量检查纳入日
常工作，降低组织协调导致的成本压力，支撑项目可持续性；同时利用信息化
手段贯通医院和社区两端，就医环节更便捷和精准，体现项目可推广性；最后
居民全程健康数据共享汇总，社区医生实时掌握情况，为肠癌防治的成效分析
奠定基础，保证项目可复制性。 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 本团队依托的科室成立
于2005年，是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浙江省宁波分会副主席单位，浙江省医学
会肛肠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浙江省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宁波市医学会肛肠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单位。科室在XXX教授的带领下，在临
床和科研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9年，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带领
下开展了快速康复的结直肠外科技术创新。 2010年，与复旦大学上海肿瘤医
院合作成立了大肠癌诊治合作中心。 2012 年，首次在省内开展“全国大肠癌M
DT工程”培训班。 2013 年，建立宁波市临床特色重点专科。 2014年，开展亚
专科特色小肛肠，同年，建立了肠癌生物样本库。 2015年，成功参与申报国
自然青年基金，同时与中山六院合作，聘请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任东林教授作为我院客座教授 ，建立宁波地区痔瘘合作组。 201
6年，同11家三甲医院一起参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丁克峰教授开展临床多
中心研究。 2017年，组建了省级MDT团队。 2018年正式加入“中国大肠癌规范
化治疗千人培训计划”，成立千人计划培训基地及精英班设计培训基地，组建
示范中心和培训中心，建立专科医生认证标准，推广专科医生培养机制培训中
心，资质认定并挂牌，同年，成为了第一批肿瘤（消化系统）多学科诊疗试点
医院名单。 2019年，启动中国医师协会MDT专委会“星火计划”暨“肠想胃来”胃
肠道肿瘤MDT学术交流会。 2020年成功申请肿瘤外科——肛肠专业GCP药物
临床试验专业资格；同时担任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浙江分盟宁波分会副主任
单位；同年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起参选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同时本
科室近5年还承担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重大专项，浙江省自然基金
，宁波市重大专项，宁波市自然基金等科研项目共27项，发表SCI等论文48篇
，申请专利10个。 本项目合作团队与数据工程学院拥有宁波市面向生命健康
的智能大数据工程应用创新团队、宁波市重点学科等市级以上学科科研平台。
在数据分析与处理、互联网应用技术、智慧医疗等相关技术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教授团队长期从事医疗健康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算法、并行计算
的研究工作，围绕生命体征信号分析、时间序列异常检测与预测、时间序列语
义建模、时间序列半监督学习、数据流缺失数据预测等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在



数据流划分及特征提取、心电图诊断研究以及基于数据流计算的健康状况监测
和评估等多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近5年发表相关文
章11篇，申请发明专利4项，获得省级以上自然基金项目4项。 联合上述技术
团队共同参与本项目，能充分发挥传统建模及人工智能的优势，进行结直肠癌
人群的大数据处理，训练，建模，开发出最有效的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评估
模型，完全具备完成本项目的硬件条件和技术水平。



备注说明备注说明

项目简介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持续深人，国家积极推进分级诊疗政策，制定基
层首诊和上下联动的行动原则。以完善疾病防治体系为目标，大型医院和区域
内社区卫生机构组成医联体，开展对社区居民的疾病筛查。本项目以**医院牵
头联合医联体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肠癌防治一体化需求，结合医院正在建设的
肠癌早筛管理平台，优化流程，探讨结直肠癌疾病早筛管理新模式。 根据现
有的结直肠癌诊治共识，在人群中尽可能的识别早筛人群，进行规范化全结肠
镜检查可有效提高筛查效率，但肠镜具有侵入性、费用高、易造成不适等特点
，是我国结直肠癌筛查依从性低的主要原因，同时，初筛识别早筛人群的方法
并未考虑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存在阳性预测值低，筛查效率低下等问题。现
有筛查方法在大人群开展结直肠癌筛查工作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本项目拟充
分发挥机器建模及人工智能的优势，进行结直肠癌早筛人群的大数据处理、训
练、建模，开发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评估模型，建立“1模型+1平台+1库”数
字社区示范系统应用，即：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结直肠癌病人特
征数据库和面向医院—社区—用户的结直肠癌智能评估与防治平台，开展示范
应用，运用一致性指数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
正确指数评价的筛查系统。为避免传统筛查模型的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本项
目结合宁波结直肠癌病人的实际情况，以问卷和临床数据采集等多种方式整理
结直肠癌病人相关数据库，并在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结直肠癌风险预测模型中
，建立“1模型+1平台+1库” 社区示范系统应用，有效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卫生经
济学效益。平台建设成效上打造早筛流程的创新模式，将原有批量检查纳入日
常工作，降低组织协调导致的成本压力，支撑项目可持续性；同时利用信息化
手段贯通医院和社区两端，就医环节更便捷和精准，体现项目可推广性；最后
居民全程健康数据共享汇总，社区医生实时掌握情况，为肠癌防治的成效分析
奠定基础，保证项目可复制性。 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 本团队依托的科室成立
于2005年，是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浙江省宁波分会副主席单位，浙江省医
学会肛肠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浙江省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单
位，宁波市医学会肛肠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单位。科室在XXX教授的带领下，在
临床和科研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09年，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带
领下开展了快速康复的结直肠外科技术创新。 2010年，与复旦大学上海肿瘤
医院合作成立了大肠癌诊治合作中心。 2012 年，首次在省内开展“全国大肠癌
MDT工程”培训班。 2013 年，建立宁波市临床特色重点专科。 2014年，开展
亚专科特色小肛肠，同年，建立了肠癌生物样本库。 2015年，成功参与申报
国自然青年基金，同时与中山六院合作，聘请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任东林教授作为我院客座教授 ，建立宁波地区痔瘘合作组。 2
016年，同11家三甲医院一起参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丁克峰教授开展临床
多中心研究。 2017年，组建了省级MDT团队。 2018年正式加入“中国大肠癌
规范化治疗千人培训计划”，成立千人计划培训基地及精英班设计培训基地，
组建示范中心和培训中心，建立专科医生认证标准，推广专科医生培养机制培
训中心，资质认定并挂牌，同年，成为了第一批肿瘤（消化系统）多学科诊疗
试点医院名单。 2019年，启动中国医师协会MDT专委会“星火计划”暨“肠想胃
来”胃肠道肿瘤MDT学术交流会。 2020年成功申请肿瘤外科——肛肠专业GCP
药物临床试验专业资格；同时担任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浙江分盟宁波分会
副主任单位；同年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起参选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同时本科室近5年还承担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重大专项，浙江省自
然基金，宁波市重大专项，宁波市自然基金等科研项目共27项，发表SCI等论
文48篇，申请专利10个。 本项目合作团队与数据工程学院拥有宁波市面向生
命健康的智能大数据工程应用创新团队、宁波市重点学科等市级以上学科科研
平台。在数据分析与处理、互联网应用技术、智慧医疗等相关技术领域开展深
入研究。**教授团队长期从事医疗健康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算法、并
行计算的研究工作，围绕生命体征信号分析、时间序列异常检测与预测、时间
序列语义建模、时间序列半监督学习、数据流缺失数据预测等核心问题展开研
究，在数据流划分及特征提取、心电图诊断研究以及基于数据流计算的健康状
况监测和评估等多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近5年发表
相关文章11篇，申请发明专利4项，获得省级以上自然基金项目4项。 联合上



述技术团队共同参与本项目，能充分发挥传统建模及人工智能的优势，进行结
直肠癌人群的大数据处理，训练，建模，开发出最有效的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
险评估模型，完全具备完成本项目的硬件条件和技术水平。



二、承担单位二、承担单位

承承

担担

单单

位位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统一社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信用代码
123302004195298358 单位类型单位类型 其他

单位联系人单位联系人 胡素佩 联系手机联系手机 15058800034

归口管理归口管理

单位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 / /

详细地址详细地址 宁波市西北街41号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 工行鼓楼支行

银行账号银行账号 3901110009000135036



承承

担担

单单

位位

备备

注注

说说

明明

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

收入比例收入比例
0

企业建设研发机构情况企业建设研发机构情况 0

其他支撑条件：是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否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否新
设立的初创期企业
依据各市县申报指南填写承担单位支撑条件，如：企业现有资质条件、拥有
创新载体情况、获得科技金融支持情况，以及企业拥有科研团队和创新组织
情况等。

0



参参

与与

单单

位位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信用代码
联系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1 宁波诺丁汉大学
12330000776

47510XG 钱丹 15867888367

2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12330200730

164787W 方士杰 15888813071



三、项目组主要成员三、项目组主要成员

项项

目目

负负

责责

人人

姓名姓名 戴晓宇

证件号码证件号码 330302196806300831 证件类型证件类型 身份证

学学   历历 大学本科 学学   位位 学士

技术职称技术职称 正高级 移动电话移动电话 13605743974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
从事专业从事专业 肛肠外科

项项

目目

组组

其其

他他

成成

员员

姓名姓名
证件证件

类型类型

证件证件

号码号码

从事从事

专业专业

技术技术

职称职称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项目分工

1 林熠 身份证
310103197
708093222 队列研究 其他 宁波诺丁汉大学 队列研究

2 谢阳阳 身份证
340702198
910080528

肠癌数据
筛选

中级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

早筛数据筛
选

3 汪萌 身份证
341204198
902000419 生物信息 初级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

数据分析 模
型建造

4 陈根浪 身份证
330726197
811241714

计算机应
用

正高级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系统开发

5 刘璇 身份证
320311198
907134688

计算机应
用

中级
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
系统开发

6 蔡平 身份证
330225198
605093619 肛肠外科 中级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

临床早筛录
入

7 李坚炯 身份证
330281198
201014153 肛肠外科 副高级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

社区推广

8 吴周 身份证
330283198
712106431 肛肠外科 中级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

社区筛查

9 王力名 身份证
430525198
910212354 预防医学 中级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

模型构建



四、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四、项目主要研发内容（包括研发或转化内容、关键技术、主要创新点及技术路线等，不超过（包括研发或转化内容、关键技术、主要创新点及技术路线等，不超过1000字）字）

分条目阐述项目的研发内容，研究方法，关键技术，主要创新点等

（一）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1.基于机器建模及人工智能算法，纳入筛选的变量，构建结直肠癌
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 2.解决对内实施医院软件应用改造、对外打通区域居民健康档案连接、
内外整合早筛居民连续性资料，建设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库和面向医院—社区—用户的结直肠癌
智能评估与防治平台。 3.本项目结建立“1模型+1平台+1库”社区示范系统应用，有效提高研究的效
率和卫生经济学效益，将原有批量检查纳入日常工作，降低组织协调导致的成本压力，支撑项目可
持续性；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贯通医院和社区两端，就医环节更便捷和精准，体现项目可推广性。
（二）主要创新点 1.本研究充分发挥机器建模及人工智能的优势，进行结直肠癌人群的大数据处
理、训练、建模，开发出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评估模型，建立“1模型+1平台+1库”，即：结直肠
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库和面向用户的结直肠癌智能评估与防治平台；
开展示范应用，运用一致性指数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正确指数评
价预测平台的筛查效果。 2.实现对内实施医院软件应用改造、对外打通区域居民健康档案连接、
内外整合早筛居民连续性资料。健全标准化的数据管控体系，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数据编码统一匹
配和管理，规范数据统计口径和质量，提高数据交换效率。 3. 本项目通过建立肠癌早筛管理平台
，改变原有工作模式，实现肠癌防治一体化闭环管理，体现“信息多跑步，居民少跑路”的医疗服务
理念。在前期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医联体拟逐步向宁波其余社区居民全面开放，在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后续医院计划与浙江省其他辖区展开类似合作，构建一种可持
续、可推广和可复制的疾病早筛管理新模式，也为其他医疗机构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提供有效参考依
据。 4.平台建设成效上打造早筛流程的创新模式，将原有批量检查纳入日常工作，降低组织协调
导致的成本压力，支撑项目可持续性；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贯通医院和社区两端，就医环节更便捷
和精准，体现项目可推广性；最后居民全程健康数据共享汇总，社区医生实时掌握情况，为肠癌防
治的成效分析奠定基础，保证项目可复制性。通过平台建设，医院得到先发优势，社区医生提高了
肠癌防治能力，居民注重个人健康管理的同时又享受到便利，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五、主要研究成果和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效益五、主要研究成果和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效益（含产业化目标及成果提供形式）（含产业化目标及成果提供形式）

主主

要要

研研

究究

成成

果果

1.基于遗传算法实现对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的多变量特征筛选； 2.基于集成学习算法，纳
入筛选的变量，构建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 3.通过灵敏度、特异度、正确指数、
阳性预测值和一致性指数等指标综合评价预测模型的筛查效果和收益，为预测模型在人群中
的应用提供依据； 4.建立“1模型+1平台+1库”，即：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面向用
户的结直肠癌智能评估与防治平台和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库； 5.开展示范应用，并验证和
评估模型的准确率。运用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灵敏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和正确指数评价预测平台的筛查效果，综合评价平台效果和收益； 6.实现肠癌防治
一体化闭环管理，体现“信息多跑步，居民少跑路”的医疗服务理念。构建一种可持续、可推
广和可复制的疾病早筛管理新模式，也为其他医疗机构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 7.打造早筛流程的创新模式，实现居民全程健康数据共享汇总，社区医生实时掌握情况，
为肠癌防治的成效分析奠定基础。 8.申请核心专利1-3项； 9.发表SCI论文1-5篇； 10.培养研
究生5名，其中博士1-2名，硕士1-5名，社区专业早筛医护工作者10-100名。 11.建立1-20个定
点模范社区示范。 12.完成成果报告1份。 13.完成研究报个1份。



技技

术术

指指

标标

1.基于遗传算法实现对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的多变量特征筛选； 2.基于集成学习算法，纳
入筛选的变量，构建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 3.通过灵敏度、特异度、正确指数、
阳性预测值和一致性指数等指标综合评价预测模型的筛查效果和收益，为预测模型在人群中
的应用提供依据； 4.建立“1模型+1平台+1库”，即：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面向用
户的结直肠癌智能评估与防治平台和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库； 5.开展示范应用，并验证和
评估模型的准确率。运用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灵敏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值和正确指数评价预测平台的筛查效果，综合评价平台效果和收益； 6.实现肠癌防治
一体化闭环管理，体现“信息多跑步，居民少跑路”的医疗服务理念。构建一种可持续、可推
广和可复制的疾病早筛管理新模式，也为其他医疗机构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 7.打造早筛流程的创新模式，实现居民全程健康数据共享汇总，社区医生实时掌握情况，
为肠癌防治的成效分析奠定基础。



经经

济济

指指

标标

新增产值新增产值

（万元）（万元）

新增利润新增利润

（万元）（万元）

新增税金新增税金

（万元）（万元）

创汇创汇

（万美元）（万美元）

节汇节汇

（万美元）（万美元）

项目执行期项目执行期 0 0 0 0 0

预期项目完预期项目完

成一年内成一年内
0 0 0 0 0

社社

会会

效效

益益

（1）通过建立肠癌早筛管理平台，改变原有工作模式，实现肠癌防治一体化闭环管理，体现
“信息多跑步，居民少跑路”的医疗服务理念。在前期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医联体拟逐步向宁
波社区居民全面开放，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后续医院计划
与浙江省其他辖区展开类似合作，构建一种可持续、可推广和可复制的疾病早筛管理新模式
，也为其他医疗机构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2）本项目结合宁波结直肠癌
病人的实际情况，以问卷和临床数据采集等多种方式整理结直肠癌病人相关数据库，并在基
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结直肠癌风险预测模型中，建立“1模型+1平台+1库” 社区示范系统应用，
有效提高研究的效率和卫生经济学效益。平台建设成效上打造早筛流程的创新模式，将原有
批量检查纳入日常工作，降低组织协调导致的成本压力，支撑项目可持续性；同时利用信息
化手段贯通医院和社区两端，就医环节更便捷和精准，体现项目可推广性；最后居民全程健
康数据共享汇总，社区医生实时掌握情况，为肠癌防治的成效分析奠定基础，保证项目可复
制性。2020年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项目，宁波市计划完成152000例肠镜检查。经过统计，
目前参加筛查已有184800余人，评估阳性结果36200余例，其中10219例已完成肠镜检查。通
过平台建设，医院得到先发优势，社区医生提高了肠癌防治能力，居民注重个人健康管理的
同时又享受到便利，达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六、计划进度目标六、计划进度目标

起止年月起止年月 进度目标要求（每栏限进度目标要求（每栏限80字）字）

2021-06-01 至 2022-05-31
设计结直肠癌病人特征数据库，建立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并实现结直肠癌早筛人群风险预测模型，进行项目实验室

检测，整理实验结果；

2022-06-01 至 2023-05-31
完成数据清洗和整理，构建面向用户的结直肠癌智能评估
与防治平台，并开展示范应用，运用筛查效果指标与平台

预测效果综合评价平台；

2023-06-01 至 2024-05-31 开展社区推广，建立定点筛查平台，申请专利撰写SCI论
文申报科技奖，课题结题。



七、需增添的仪器及用途七、需增添的仪器及用途

单位：万元单位：万元

名称及规格型号名称及规格型号 数量数量 单价单价 金额金额 资金来源资金来源 用途说明用途说明

无 0 0 0 0 无

合计合计 0 / /



八、经费预算八、经费预算

一、预算编制说明一、预算编制说明

对项目各科目支出主要用途、与项目研发的相关性、必要性及测算方法、测算依据进
行详细说明；如同一科目同时编列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的，请分别说明。

材料费：市专项经费2万，自筹经费1万，共计3万，主要用于购买实验及项目调研时所需要用的若
干荧光定量PCR试剂盒、闪存和传感器等； 测试化验加工费：市专项经费4.5万，自筹经费5.5万，
共计10万，主要用于对收集数据库建立的样本进行测序、检测等，预计样本数量5000个，单价20元
，5000x20=100000元； 差旅费：市专项经费1万，自筹经费1万，共计2万，主要用于国内外参加结
直肠癌早筛的相关会议学习产生的差旅费用，预计参加4次，50000x4=20000元； 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市专项经费1万，自筹经费2.5万，共计3.5万，主要用于论文版面，专利申请
，等产生的费用，预计发表论文1-5篇，申请专利1-3项，论文20000+专利15000=35000元； 劳务费
：市专项经费4.5万，自筹经费7万，共计11.5万，主要分发用于研究生大量编程、数据调研收集和
实验等工作等工作，预计需5人，每人每月1000元，共计23个月,5x1000x23=115000元； 专家咨询
费：市专项经费1万，自筹经费2万，共计3万，征询相关专家意见，预计需30人次，每人每次1000
元，30x1000=30000元； 其它支出；市专项经费15万，其中7.5万用于合作单位宁波诺丁汉大学开
展病例调查分析工作，7.5万用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开展数据库建设工作，7.5x2=150000元
； 激励支出：市专项经费1万，自筹经费1万，共计2万，主要用于奖励对课程完成有重要贡献的成
员，预计奖励10人次，每人2000元，10x2000=20000元。



二、预算构成表二、预算构成表

金额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名称预算科目名称 小计小计

（一）市级（一）市级

专专

项经费项经费

（二）其他来源资金（二）其他来源资金

归口部门配归口部门配

套经费套经费
自筹经费自筹经费

其他渠道其他渠道

获得资金获得资金

一、经费支出一、经费支出

（一）、直接费用 48 29 0 19 0

1.设备费 0 0 0 0 0

（1）购置设备费 0 0 0 0 0

（2）试制设备费 0 0 0 0 0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0 0 0 0 0

2.材料费 3 2 0 1 0

3.测试化验加工费 10 4.5 0 5.5 0

4.燃料动力费 0 0 0 0 0

5.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
产权事务费

3.5 1 0 2.5 0

6.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 2 1 0 1 0

7.劳务费 11.5 4.5 0 7 0

8.专家咨询费 3 1 0 2 0

9.其他支出 15 15 0 0 0

（二）、间接费用 2 1 0 1 0

10.管理费 0 0 0 0 0

11.激励支出 2 1 0 1 0

合计合计 50 30 0 20 0

二、资金来源二、资金来源

（一）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30 / /

（二）其他来源资金 20 / /

1.归口部门配套经费 0 / /

2.自筹经费 20 / /

3.其他渠道获得资金 0 / /

总经费总经费 50 / /



按单位研究经费支出明细表按单位研究经费支出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小计 市级专项经费

其他来源资金

归口部门配套
经费

自筹经费
其他渠道获得
资金

1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
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承担单位 35 15 0 20 0

2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合作单位 7.5 7.5 0 0 0

3 宁波诺丁汉大学 合作单位 7.5 7.5 0 0 0

总计 50 30 0 20 0



九、约定条款九、约定条款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宁波市市级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甲方）与项目承担单位（以下简称乙方）及其归口管理单

位（以下简称丙方）为顺利完成本项目的研究开发任务，经协商一致，订立本任务合同

书。

二、本项目的总经费甲方补助总额本项目的总经费甲方补助总额30万元（首批经费补助万元（首批经费补助18万元，如有结转经费，结转万元，如有结转经费，结转

经费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拨付），归口管理单位视情况进行配套，其余经费由乙经费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拨付），归口管理单位视情况进行配套，其余经费由乙

方自筹。方自筹。

三、签约各方，共同同意：

1、

2、

3、

4、

5、

6、

7、

8、

9、

该项目的《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等申请资料为本任务合同的附件。该项目的《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等申请资料为本任务合同的附件。

项目经费开支、研究开发进度、研究开发成果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原则上以本任务

合同书为准，未涉及内容以项目申请书等申请资料为准，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得

单方更改。

合同签订后至项目（课题）完成止，乙方应于5月底前，向甲方提交上一年度的科技
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逾期不报，甲方有权暂停拨款。

如乙方挪用科研经费或无故不履行合同，甲方有权收回所拨补助经费。由于主观原因

致合同约定进度拖延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由乙方自理。

项目经费应专款专用，单独列账专款专用，单独列账，专项管理，并应按国家科技经费开支范围和现行

财务制度开支标准掌握使用。不合乎规定的，甲方有权拒付和追回已拨经费，情节严

重者应追究责任。

丙方应监督并保证合同执行，协调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有权根据项目进展

情况向甲方提出暂时中止或撤销合同的建议。

项目计划截止时间到期后三个月内到期后三个月内，乙方应按有关规定申请验收。

项目验收后乙方须在三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完整的验收资料和经费决算。

本合同一经签订，签订各方均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订合同各方：签订合同各方：

委 托 单 位（甲方）：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盖章）

单   位   负   责   人： 费小琛 （签名）

项目主管处室及项目主管人员： （签名）

2021  年  12  月  06  日

承 担 单 位（乙方）：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

（盖章）

单   位   负   责   人： 蔡挺 （签名）

项   目   负   责   人： 戴晓宇 （签名）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13605743974

2021  年  12  月  06  日

归口管理单位(丙方)： 宁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盖章）

单   位   负   责   人： 蒋志云 （签名）

经         办         人： 张颖 （签名）

联     系     电     话： 89183884

2021  年  12  月  06  日











— 4 —

附件 1

宁波市省市共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S01 呼吸病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曹超

2 2022-S02 医学影像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郑建军

3 2022-S03 肾脏病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罗群

4 2022-S04 胃肠病学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叶国良

5 2022-S05 血液病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裴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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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轮宁波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B01 运动医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李瑾

2 2022-B02 心身医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阮列敏

3 2022-B03 胃肠病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丁小云

4 2022-B04 重症医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朱建华

5 2022-B05 超声医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许幼峰

6 2022-B06 显微外科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魏鹏

7 2022-B07 内分泌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励丽

8 2022-B08 护理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谢浩芬

9 2022-B09 肿瘤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陈平

10 2022-B10 麻醉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陈骏萍

11 2022-B11 肛肠外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戴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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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2-B12 神经病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韩锟

13 2022-B13 乳腺外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李旭军

14 2022-B14 骨外科学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毛海蛟

15 2022-B15 医学影像学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汪建华

16 2022-B16 产科学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张百蕾

17 2022-B17 儿科学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邱海燕

18 2022-B18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丹丹

19 2022-B19 呼吸病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俞万钧

20 2022-B20 眼科学 宁波市眼科医院 袁建树

21 2022-B21 急诊医学 余姚市人民医院 李子龙

注：各学科每年进行绩效评估（带*学科一年半进行考核），建设停滞不前或成效不明显的，取消建设资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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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轮宁波市医学重点扶植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F01 肛肠外科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崔巍

2 2022-F02 胸外科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沈韦羽

3 2022-F03 乳腺外科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吴伟主

4 2022-F04 神经外科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王波定

5 2022-F05 神经病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谢国民

6 2022-F06 临床药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周华

7 2022-F07 麻醉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黄长顺

8 2022-F08 风湿病学与自体免疫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邬秀娣

9 2022-F09 产科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丁慧青

10 2022-F10 老年医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姚麒

11 2022-F11 胃肠外科 宁波市第一医院 严志龙

12 2022-F12 耳鼻咽喉科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王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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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2-F13 医学检验科 宁波市第一医院 罗守军

14 2022-F14 全科医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王胜煌

15 2022-F15 骨外科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庞清江

16 2022-F16 急诊医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蔡挺

17 2022-F17 烧伤外科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范友芬

18 2022-F18 甲状腺外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吴贤江

19 2022-F19 肝胆外科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陈云杰

20 2022-F20 口腔医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王梁

21 2022-F21 血管外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郎德海

22 2022-F22 康复医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郭旭

23 2022-F23 皮肤病学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许素玲

24 2022-F24 内分泌学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毛玉山

25 2022-F25 小儿外科学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诸建明

26 2022-F26 儿童保健学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吕兰秋

27 2022-F27 妇女保健学*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舒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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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2-F28 精神病学 宁波市康宁医院 吴向平

29 2022-F29 输血医学科* 宁波市中心血站 邓刚

30 2022-F30 病理学 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 汪春年

31 2022-F31 医学影像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李强

32 2022-F32 泌尿外科学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翁国斌

33 2022-F33 肾脏病学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包蓓艳

34 2022-F34 护理学 宁波市第六医院 冯乐玲

35 2022-F35 妇科学 余姚市人民医院 马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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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四轮宁波市市县共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X01 普通外科学* 宁波市海曙区第二医院 徐丽平

2 2022-X02 康复医学 宁波市第九医院 李新科

3 2022-X03 口腔医学 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 潘建

4 2022-X04 普通外科学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郝敬铎

5 2022-X05 神经病学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陈强

6 2022-X06 皮肤病学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王松挺

7 2022-X07 肿瘤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李嘉根

8 2022-X08 神经外科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高峰

9 2022-X09 肝胆外科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王金波

10 2022-X10 医学检验科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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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X11 超声医学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马苏亚

12 2022-X12 麻醉学 宁波市第六医院 袁力勇

13 2022-X13 运动医学 宁波市第六医院 刘华

14 2022-X14 围产医学 宁波明州医院 范琦慧

15 2022-X15 全科医学
宁波市鄞州区明楼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张静

16 2022-X16 心血管病学*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 刘立志

17 2022-X17 产科学 余姚市人民医院 邬远野

18 2022-X18 儿科学 余姚市人民医院 魏利锋

19 2022-X19 血液病学 余姚市人民医院 夏永明

20 2022-X20 骨外科学 慈溪市人民医院 童松林

21 2022-X21 耳鼻咽喉科学 慈溪市人民医院 陈建强

22 2022-X22 感染病学* 慈溪市人民医院 吴梓苗

23 2022-X23 妇科学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 张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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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2-X24 泌尿外科学 宁海县第一医院 翁责茗

25 2022-X25 儿童保健学 宁海县妇保院 黄敏辉

26 2022-X26 胃肠病学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盛红

27 2022-X27 感染病学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练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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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四轮宁波市军民（部门）共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类型

1 2022-G01 运动医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

部队第 906 医院
陆志剀 军民共建医学重点学科

2 2022-G02 康复医学* 宁波市康复医院 唐敏 部门共建医学重点学科

3 2022-G03 精神病学* 宁波市精神病院 付可登 部门共建医学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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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四轮宁波市中医医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Z01 中西医结合肝病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李红山

2 2022-Z02 中西医结合肾病学 宁波市中医院 钟光辉

3 2022-Z03 中医护理学 宁波市中医院 周建平

4 2022-Z04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宁波市中医院 崔 云

5 2022-Z05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 宁波市中医院 常淑华

6 2022-Z06 中医脾胃病学 宁波市中医院 王邦才

7 2022-Z07 中医治未病学 宁波市中医院 刘宏飞

8 2022-Z08 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 宁波市中医院 俞亚丽

9 2022-Z09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宁波市中医院 金 甬

10 2022-Z10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王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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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第四轮宁波市中医医学重点扶植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ZF01 针灸推拿学 宁波市中医院 陈 雷

2 2022-ZF02 中药学* 宁波市中医院 王 杰

3 2022-ZF03 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 宁波市第一医院 朱可奇

4 2022-ZF04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 宁波市镇海区中医医院 余 锟

5 2022-ZF05 中医儿科学 宁波市镇海区中医医院 毕美芬

6 2022-ZF06 中西医结合肝病学 宁波市北仑区中医院 杨将领

7 2022-ZF07 中医治未病学 余姚市中医医院 康年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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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第四轮宁波市中医市县共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计划

序号 编码 学科名称 建设单位 学科负责人

1 2022-ZX01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宁波市镇海区中医医院 邵小彬

2 2022-ZX02 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 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 李斌武

3 2022-ZX03 中药学 余姚市中医医院 倪观峰

4 2022-ZX04 中西医结合肾病学 余姚市中医医院 方亚君

5 2022-ZX05 中西医结合妇科学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金玲丽

6 2022-ZX06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学 宁海县中医医院 鲍红娟

7 2022-ZX07 中医康复学 宁海县中医医院 魏国奎

8 2022-ZX08 中医护理学 宁海县中医医院 魏茫茫

9 2022-ZX09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学 象山县中医医院 钟志明

10 2022-ZX10 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象山县中医医院 赵英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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