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017YFC0211705） 

--重庆课题部分研究计划书 

一、课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一）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拟开展的主要研究内

容，限 1000字以内。 

1.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1）拟重点解决大气污染对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及呼吸系统健康的慢性效应。 

（2）排除潜在混杂因素对大气污染与儿童青少年健康慢性效应关联的影响，并

建立暴露剂量反应关系模型。 

2.研究内容 

（1）大气污染对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的慢性效应研究 

i.大气污染暴露对先天性心血管病（CCVDs）发生及预后的影响 

基于中国出生缺陷监测数据，结合课题1的大气污染数据，构建大气污染与CCVDs

的回顾性队列数据库，分析母亲暴露于主要大气污染物种类、程度与 CCVDs 发生

的因果关联，建立中国人群的大气污染母胎暴露对 CCVDs 发生的定量关系模型。 

ii.大气污染长期暴露对青少年心血管疾病亚健康状态发生及预后的影响 

基于儿童青少年心血管健康队列，并追踪随访未满 18 岁的青少年，收集体格检

查、血压、血液生化、外周血管功能等指标，及时间-活动模式信息；分析大气

污染对心血管疾病亚健康状态的长期影响，并探索性分析亚健康状态与大气污

染暴露的共同作用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影响。 

（2）大气污染对婴幼儿及青少年呼吸系统疾病发生及预后的影响研究 

i.大气污染长期暴露对婴幼儿呼吸系统疾病发生影响 

基于儿童健康与营养动态监测队列构建规模为 1 万例的出生亚队列；完善

并扩充学龄儿童健康研究队列；在已有的婴幼儿慢性肺疾病队列基础上，扩展

多中心采集基地，将该队列的样本量扩至 1000 例，建立相应的信息与生物资源



库。 

    结合大气污染数据，利用上述一般人群与疾病队列的影响，明确主要大气

污染物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联，并分析母亲教育、营养、出生孕周等因素与大

气污染间的交互作用对疾病发生的影响，绘制其剂量效应关系。 

ii.大气污染长期暴露对儿童青少年呼吸系统疾病预后影响 

整合国内已建立的多个同质异构的儿童喘息性疾病注册队列数据库，同时建立

多中心注册队列信息标准，并进一步扩充注册队列样本。在控制疾病严重程

度、治疗情况等主要混杂因素下探索大气污染中长期累积暴露对于儿童哮喘病

人哮喘发作频率、发作间期等影响。 

（3）大气污染对 0-4 岁儿童死亡发生的影响 

整合中国儿童死亡监测、儿童营养与健康动态监测、大气污染等数据，分析大

气污染水平及防治相关政策对 0-4 岁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及总死亡率的影响；重

点分析不同人群及不同大气污染物暴露与 0-4 岁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及总死

亡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索地区、出生孕周等因素与大气污染的交互作用对死

亡率影响，从而探索敏感区域与人群。 

（二）课题采取的研究方法 

针对课题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拟采用的方法、原理、机理、算法、模型等 

限 1000 字以内。 

1.拟采用的方法： 

（1）本课题整合了国内多个现有队列，囊括了全国多个中心从孕期到青少年时

期的人群，收集了包括正常人群、早产儿、喘息性疾病人群中多个疾病（先天

性心脏病、哮喘等）结局信息，并通过随访获得多次患病信息，具有很好的人

群基础和随访信息。另外，本课题应用项目组的个体暴露评价关键技术，准确

评估研究对象中长期大气污染暴露在孕期、生后及儿童期对不同人群的慢性效

应，建立暴露-反应关系并探索大气污染物致病的敏感地区、敏感时期和作用阈

值。 

（2）本课题拟通过专家咨询和预调查等方式，建立标准化问卷，除采集基本信

息外，还采集研究对象家庭装修、家庭成员吸烟、油烟暴露、室外活动等情

况，最大程度排除大气污染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慢性效应的混杂因素，更加精准



地估计个体大气污染暴露情况。同时，本课题通过收集相关因素，可以探索其

他因素对大气污染与儿童青少年健康慢性效应关联的修饰作用/交互作用，同时

建立疾病的风险评估模型。 

（3）在统计方法上采用混合效应（多水平）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大气污染胎儿期

（母亲）与婴幼儿长期暴露对、反复性喘息、哮喘、慢性肺疾病等呼吸系统疾

病发生的影响；采用混合效应 Cox风险比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并在控制疾

病严重程度、治疗情况等主要混杂因素下探索大气污染中长期累积暴露对于儿

童哮喘病人哮喘发作频率、发作间期等影响。采用生态学设计利用广义线性模

型重点研究关键大气污染物与 0-4岁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及总死亡的关联，并识

别大气污染影响的 0-4岁儿童死亡的敏感区域和脆弱人群。基于中国儿童营养

与健康动态监测队列历史数据，采用混合效应的 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大气污

染长期暴露对 0-4 岁儿童生存率影响及程度；重点分析不同人群以及不同颗粒

物和化学污染物暴露与 0-4岁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及总死亡之间因果关系，

同时探索其他因素（如营养、出生孕周等）与大气污染对 0-4儿童死亡率影响

的修饰作用/交互作用，从而进一步确定大气污染敏感人群。 

2. 技术路线 



 

图 1 课题 5技术路线图 

 

 

（三）项目主要参与人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分   工 工作时间 

梁小华 重庆医科大学

儿童医院 

助理研究员 主持 8月 

     

     

     

     

 



（四）经费使用明细 

   项目负责人：梁小华                经额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金额 备注 

（1） （2） （3） 

1 一、 项目资金支出   

2 (一) 直接费用 20.0  

3 1、 设备费   

4 (1)设备购置费   

5 (2)设备试制费   

6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7 2、 材料费        2.0 购买检测试剂盒，问卷表与

宣传资料印刷费。 

8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血生化、AngⅡ、VA与基因

分型等检测。 

9 4、 燃料动力费   

10 5、 差旅费       3.0 完成干预试验到现场住宿、

餐费及交通。 

11 6、 会议费   

12 7、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3 8、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1.0 健康教育干预使用的信息传

播费。 

14 9、 劳务费      14 支付10位研究生参加项目的

劳务费。 

15 10、专家咨询费   

16 11、 其他支出   

17 (二) 间接费用   

18 其中：绩效支出   

19 二、 自筹资金   

20 合计 20.0  

  

     



     

 

 

 

 

 

 

 

 



 

 































































附件 1：

重庆医科大学 2021 年度

智慧医学项目立项名单
类别 编号 负责人 学院 名称

资助经费
（万元）

重
点
项
目

ZHYX202101 刘洋 口腔医学院
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图像分割方法在数字化口腔
的应用

5

ZHYX202102 郑伊能 第一临床学院
基于心音多域特征融合迁移学习的心脏舒张功能障
碍分级量化研究

5

ZHYX202103 夏茵茵
公共卫生与管

理学院
基于重庆市主城区 LUR 模型探讨妊娠期糖尿病精准
化管理下的外暴露和内暴露关联性研究

5

ZHYX202104 李丹 基础医学院 基于多模态深度学习的淋巴瘤精准病理诊断研究 5

ZHYX202105 黄成 医学信息学院
基于知识图谱的儿童青少年用眼健康信息智能聚合
与分发研究

5

一
般
项
目

ZHYX202106 尹琦
公共卫生与管

理学院
基于临床大数据的肿瘤治疗中抗生素使用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评估研究

3

ZHYX202107 黄桃 第一临床学院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重症信息系统构建及临床应用 3

ZHYX202108 杨德琴 口腔医学院
基于医学影像的三维重建与打印技术在根管外科手
术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3

ZHYX202109 梁小华 儿科学院
采用大样本队列研究评价不同降压药的疗效并构建
疗效预测模型

3

ZHYX202110 余维华 基础医学院 认知功能智能评估机器人的研发及临床应用 3

ZHYX202111 邹远 检验医学院
基于微流控芯片和智能手机的口罩诊断方法的开发
及其在新冠病毒检测中的应用

3

ZHYX202112 周明芳 第三临床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产后出血预测模型的研究 3

ZHYX202113 宋颖 第一临床学院 临床与 CT 图像一体化在原醛症分型诊断中的应用 3

ZHYX202114 王琪 基础医学院
基于显微红外光谱图像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推断血
肿形成时间的实验研究

3

ZHYX202115 李贤 医学信息学院
多能血管干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分化潜能的研
究

3

ZHYX202116 郁葱 口腔医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优化儿童舒适化诊疗的智能设备的研
发及应用

3

ZHYX202117 高西 第四临床学院 基于图像识别的皮肤病智能诊疗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3

ZHYX202118 庞华 第一临床学院
基于AI人工智能识别与分析技术在核医学医疗影像
肺部结节中的应用研究

3

ZHYX202119 张克标 第一临床学院
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高血糖危象患者预后预测
模型构建研究

3

ZHYX202120 王佳 医学信息学院
基于集成学习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变风险预测及评
估研究

3

ZHYX202121 冯一笑 第一临床学院
乳腺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的药物疗效评价及预测指
标研究

2

ZHYX202122 金鑫 儿科学院 主动脉弓发育不良AI辅助治疗方案制定的临床研究 2



类别 编号 负责人 学院 名称
资助经费
（万元）

培
育
项
目

ZHYX202123 王浩 第二临床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的问答机器人探索与应用 2

ZHYX202124 陈刚 第一临床学院
三维可视化模型结合增强现实技术在压力性尿失禁
吊带手术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2

ZHYX202125 杜志银 医学信息学院
基于真实世界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CI术后MACE风
险预测的机器学习模型研究

2

ZHYX202126 李新科 医学信息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诊断的抑郁症患者分类评估研究 2

ZHYX202127 唐晓君
公共卫生与管

理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糖尿病药物利用评价及个性化疗效评
估模型比较

2

ZHYX202128 王琦 第一临床学院
基于5G可穿戴设备的心电监测辅助诊断系统构建与
应用

2

ZHYX202129 王瑜婧 医学信息学院 基于增强现实的手术导航技术 2

ZHYX202130 万里平 医学信息学院
基于医学数据智能平台的白血病临床特征及用药规
律分析

2

经费合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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