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项编号：   2682022ZTPY038 

基础研究项目任务合同书

（医工结合培育专项）

项目名称：  雌激素纳米药物启动非基因组通路用于高原地区心肌缺血再灌

注保护的研究                

项目负责人：       王毅                                 

所在学院（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立项经费：         10 (万元)     

起止年限：2022-06-30至 2024-06-30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一、 项目信息表

项目名称
雌激素纳米药物启动非基因组通路用于高原地区心肌缺血再

灌注保护的研究

起始时间 2022-06-30 终止时间 2024-06-30

项目类型 专题研究项目(基础办)-医工结合培育专项

合作单位（有合作单位的，在附件上传合作协议）

单位名称 在本项目中分工 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姓名 王毅 性别 男

学历/学位 博士 出生年月 1984-03-06

手机 13398180200 职称 讲师（高校）

所在学院

（单位）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项目主要目标、研究内容

1、主要目标（不超过 500 字）

1. 构建一种级联响应雌激素纳米载体药物，并对其材料学相关参数进行

表征；

 2. 在细胞、组织及动物水平明确上述级联响应雌激素纳米载体药物对心肌

缺血再灌注（MI/RI）损伤的靶向作用和保护作用；

 3. 采用生物大分子分析技术 Biacore平台挖掘大鼠 MI/RI心肌细胞胞浆内

雌激素纳米载体药物的结合蛋白，探索其治疗 MI/RI 的非基因组作用通路。

2、研究内容（不超过 1000 字）

1. 制备级联响应纳米药物载体

 1.1 利用酵母单链抗体展示库技术筛选特异性心梗部位靶向全人源单联抗

体（scFv），用于修饰级联响应雌激素纳米载体

 1.2 合成 17α -雌二醇乙炔苯甲酸（17α -ethinylestradiol benzoic 



acid，EBA），使其能作为疏水主链。

 1.3 合成级联响应纳米载体材料，将功能化修饰的 PEG 与活性氧响应的酮

缩硫醇化学键合，利用 EBA 的羧基和羟基，将 EBA 制备成疏水骨架（EBA 

纳米粒）。

 1.4 具有靶向功能的级联响应性纳米载体的构建：将靶向肽 scFv 与级联

响应高分子纳米药物载体进行偶联反应，制备具有靶向功能的级联响应性药

物载体（靶向 EBA 纳米粒）

 2. 级联响应雌激素纳米载体药物性能研究

 2.1 对级联响应高分子材料进行结构及分子量确认

 2.2 对纳米粒大小、 zeta 电位、形貌等参数进行表征；测定靶向 EBA的

包封率，体外释药曲线等药剂学参数；并进行响应性体外评价

 2.3 利用人源心肌细胞，建立缺氧复氧损伤模型，研究靶向 EBA 细胞摄

取、分布、共定位情况

 3. 从细胞、组织及动物水平评价靶向 EBA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的保护作用

 3.1 利用人源心肌细胞，建立缺氧复氧细胞模型，研究上靶向 EBA对细胞

缺氧损伤的保护作用

 3.2 建立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模型，利用小动物超声心动图、核磁共振等

技术评估靶向 EBA 对模型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及体内分布情

况；

 4. 采用生物大分子分析技术 Biacore 平台挖掘靶向 EBA 保护 MI/RI可

能新机制

 4.1 使用 Biacore T200，通过垂钓法垂钓细胞质中可能与材料有相互作的

蛋白混合物

 4.2 回收细胞质裂解液中可能与靶向 EBA 有相互作用的蛋白，进行质谱鉴

定及生物信息学分析，预测可能的非基因组效应



三、项目绩效目标

发

表

论

文

2篇 其中 SCI1篇、EI0篇

申

请

专

利

1项
其中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

0项

授

权

专

利

0项
其中发明专利 0项、实用新型

0项

培

养

学

生

3名 其中博士生 0项、硕士生 3项

四、细则绩效指标（项目执行期内，负责人申请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申请数 1项

获批数 1项 经费数 30万元

其他纵向项目经费数 0万元

五、计划进度和阶段目标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阶段目标

2022-06-01
2022-12-31 合成制备靶向活性氧响应纳米载体

2023-01-01
2023-06-30 表征纳米材料

2023-07-01
2023-12-31 考察释药等

2024-01-01
2024-06-30 整理资料结题



六、项目成员信息表

姓名 工号/学号 职称 所在学院（单位）

王毅 10254 讲师（高

校）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雯婧 X14037 主管药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

战区总医院

侯腊梅 学生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容 学生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璐 学生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凯文 主管药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

战区总医院

杨耀 主管药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

战区总医院



七、项目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经费 编制说明

1 设备费 0.0
专用设备，不得购买办公电

脑和家具。

2 材料费 6.0 原材料、辅助材料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2.0
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

费用

4 燃料动力费 0.0

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

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

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

消耗费用等

5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

交流费
0.0

预算比例不超过总经费的

20%

6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

产权事务费
0.0

论文论著出版、文献资料检

索与购置、专用软件购置、

专利申请与保护的费用。

7 劳务费 2.0
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

用人员。预算比例不超过总

经费 20%

8 专家咨询费 —— ——

9 合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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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课题）任务书 

 

 

计划类别：            重点研发及转化项目            

项目资助方式：             项目补助                   

    项目（课题）名称：   高原地区人体可穿戴电子器件及   

      适应性健康保障研究         

    项目（课题）组织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项目（课题）负责人：            呼永河              

    起止年限：20 22 年 05 月至 20 25 年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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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任务书甲方为自治区科技厅，乙方为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丙方为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主管部门或地（市）科技局。 

2．项目（课题）任务书编号由自治区科技厅统一编制。 

3．项目（课题）密级由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提出建议，自

治区科技厅项目业务处核定。 

4．项目资助方式分为：!"#$%&'()%*+$,%

-$,.。 

5．项目（课题）经费来源与支出预算，须与自治区科技厅

下达的专项经费和自筹经费总数一致。 

6．任务书签订方式： 

各项目申报单位须通过西藏自治区科技项目管理系统（网址：

http://xmsb.tibetsti.cn）完成任务书签订工作。 

7．任务书 A4 一式三份，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一份；项目

（课题）承担单位主管部门或地（市）科技局一份；自治区生产

力促进中心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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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编号  

项目（课题）名称 高原地区人体可穿戴电子器件及适应性健康保障研究 

项目主管（推荐）

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项目

（课

题）承

担单位 

名  称 西南交通大学 

所在地 成都市金牛区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邮编 610031 

单位性质 

□事业型研究单位        □其他事业单位 

R大专院校              □转制为企业的科研院所 

□国有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 

□合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科技型企业            □其他 

其他主

要参加

单 位 

序号 单  位  名  称 

1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2 西藏蒙瑞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课题）负责

人 

姓 名 呼永河 性 别 R男   □女 

学 位 R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出生日期 1968.01 

职 称 R高级  □中级 □初级 □其他 研究方向 高原医学 

所在

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身份

证件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

电话 
13880596789 E-mail huyonghe@vip.126.com 

参加项目人数 
   26 人。

其中： 

高级 8 人，中级 6 人，初级 1 人，其他 11 人； 

博士 9 人，硕士 5 人，学士 12 人，其他 0 人。 

投入人月数     648   人月（本项目（课题）人月数） 

起始时间 2022 年 05 月 终止时间 2025 年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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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类型 □（应用）基础研究  R应用开发  □产业化开发  □其他 

所属技术领域 

□!"#$%  □!"&'%  □()*+,%  □-./,%  

□01234,% □567%8□9:;<%  □=>?@,%  

□=>AB%88□CDEF  □GHIJ88□!"KL8

R!".M88□!"4N88□!"OP@88□!"=Q8

□RSTU88□RSVW88□XY8

创新类型 □原始创新  R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主要研究内容

(100-500 字) 

青藏高原在我国发展及国防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针对

高原地区人体适应性健康保障进行深入研究符合推动西藏整体发

展，维护我国领土完整的军民融合战略需求。如何构建高原适应

性健康保障系统监测高原军民健康并评估心血管及肺部功能是本

项目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针对高原极端环境，研制可穿戴健

康监测装备获取生理信号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必要途径。基于团队

前期自主研发的可穿戴健康监测装备，拟通过研究具有高灵敏、

快响应等优点的柔性压力传感器，集成监测种类，实现对高原环

境下多种生理信号的长期监测。动态监测高原人群脉搏、心率、

血氧、呼吸、心电等生理信号，并在高原人群中验证其敏感性和

特异性。基于采集的生理数据与高原健康、疾病人群历史数据，

形成数据集，经算法处理后构建健康监测与预警系统，为高原环

境的作业人员易发的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提供可用的预

警、治疗、康复策略，实现维护高原军民健康的战略需求。 

预期成果 

R专利  □技术标准  □新产品（或农业新品种）  □新工艺 

□新装置 □新材料 □计算机软件�R论文论著 R研究报告 

□其他 

预期知识产权 获得国外发明专利 0 项，国内发明专利  1 项，其他 0 项。 

预期技术标准制定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 

产学研联合 R是     □否 

经费预算 85 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专项经费 85 万元。 

单位开户名称 西南交通大学 

开户银行（全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支行 

银行账号 440208850910000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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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信息表填表说明 

 

1．带□的条目，请根据条目后所列选项，打钩“R”。 

2．项目组织单位：指项目（课题）任务书的甲方单位，按公章

的详细名称填写，不要填简称。 

3．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所在地：项目承担单位，指项目任务

书的乙方。所在地只填到所在地（市）、县。 

4．项目（课题）承担单位性质，先按所列大类选项。 

5．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请根据承担单位上

级行政主管单位的隶属情况填写。 

6．参加单位总数：包括承担单位、合作单位、协作单位在内的

单位总数。 

7．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名称：请按公章的详细名称填写。地

址应详细到县（区）、街（路）门牌号。 

8．项目（课题）负责人：请按项目（课题）任务书填写。 

9．项目（课题）组人数：包括项目（课题）负责人在内的参加该

项目研究工作的所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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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目（课题）确定的目标与任务需求分析： 

本项目针对高原官兵作业绩效提升和临常驻人群健康监测的实际需求，提出

研制适用于高原恶劣环境具有监测人体多种生理数据功能的可穿戴式监测设备，

验证其敏感性和特异性，采集疾病分类人群的生理数据，构建高原心脏病、高原

性肺水肿预警系统。 

②项目研究内容及任务分解：（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技术

方案和创新点等。） 

研究内容： 

1、从柔性传感器入手研发适合高原环境的可穿戴器件 

研究高性能柔性多层级球冠式阵列微结构压力传感器的制备；研究高稳定性

三维碳基柔性传感电极构筑；研究与柔性传感器兼容的可穿戴器件制备工艺。 

2、动态监测高原生理信号，验证可穿戴器件敏感性和特异性 

构建高原官兵及本地常驻人群中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相关的生理参

数数据集；研究适合高原环境的可穿戴器件的的灵敏性和特异性。 

3、构建高原人群适应性健康保障体系 

以采集的模拟信号为基础，构建生理数据集；利用采集的生理参数开展生理

信息检测算法与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监测预警系统；研究高原人群高原

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健康保障体系。 

技术难点和问题： 

（1）高灵敏柔性力学传感器件制备技术。 

（2）柔性传感器与可穿戴器件的兼容性制备工艺。 

（3）多生理信号融合的高原适应性健康预警系统的构建。 

技术方案： 

本项目以提升柔性传感器在较大静态压力下灵敏度、稳定性等传感性能为目

标，聚焦柔性传感器与可穿戴器件的兼容与匹配效应，研发高原环境下可用健康

监测科穿戴器件，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构建多生理信号融合的适应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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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技术指标：（如形成的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新技术、新产品、

新装置、论文专著等数量、指标及其水平等。） 

（1）研制的高性能柔性压力传感器可实现 0 kPa、2.5 kPa 静态压力负载下

灵敏度分别不低于 18mV/Pa、0.2 mV/Pa，循环拉伸次数 10000 次以内，输出幅

值变化不超过 5%； 

（2）发表 SCI论文 1~2篇； 

（3）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4）产品推广销售 100万元~500万元。 

②主要经济指标：（如技术及产品应用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益等。） 

项目柔性传感器的顺利研制将为高原官兵、常驻高原人群、临时高原旅客商

务人群提供可动态进行健康监测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下一步早期预警、早期评

估生理状况奠定坚实基础，拟期进一步减少高原心肺疾病的发生，减轻高原医疗

负担，社会效益显著。 

本项目基于高灵敏性、低响应时间等特性的柔性传感器，研发适用于高原环

境的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在原型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标准化制备工艺，批量生

产，依托西藏蒙瑞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推广，拟期在多家单位开展应用示范。 

③项目实施中形成的示范基地、中试线、生产线及其规模等： 

项目完成后形成适用于高原环境的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及传感器，其能够动

态监测人体脉搏、心率、呼吸等的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相关指标，在多

个西藏本土单位进行应用示范。 

④人才队伍建设： 

本课题联合西南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和西藏蒙瑞

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研究高原环境柔性可穿戴装备。其主要包括高原官

兵及常驻人群健康生理数据采集、柔性压力传感器研制生产销售及可穿戴生理监

测预警系统研究。本课题拟由西南交通大学医学院牵头组建的 10~20 名临床医学

团队，负责高原生理数据采集；由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牵头组建

的 5~10 名博士研究团队，负责研制适用于高原环境的人体柔性传感器；由西藏



 

 - 11 - 

蒙瑞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建的 3~5 名推广团队，负责高原可穿戴设备的

推广。同时培养西南交通大学及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生 3~4

名。 

 
⑤科技报告： 

最终技术报告 

�项目技术总结报告 1 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至少呈交一篇项目技术总结报告：承担单位为

自治区级及以上单位，区外单位，科技重大专项，

经费大于等于 100万元的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技术进展报告 
�年度进展报告 0 篇 

�中期评估报告 1  篇 

专题技术报告 

£实验（试验）报告  1 篇 
£调研报告 0  篇 
£工程报告 0  篇 

�测试报告 0  篇 

�工作报告  0 篇 

�评估报告 1  篇 

 
⑥其他应考核的指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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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BCD.EFG;.E23 
年度 项目（课题）年度计划及年度目标 

2022.
05.01
~ 
2023.
04.30 

计  划： 

（1）进一步调研文献，完善和细化研究方案； 

（2）探究碳基柔性电极的应变增强机制，完善三维碳基材料电极可控

构筑方法； 

（3）利用有限元仿真软件对柔性多层级球冠式阵列微结构参数进行优

化。 

目  标： 

（1）完成三维碳基电极的可控构筑； 
（2）发表 SCI论文 1篇。 

2023.
05.01
~ 
2024.
04.30 

计  划: 

（1）研究传感器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兼容性； 

（2）制备高原环境可用的智能穿戴设备原型机，并对关键检测指标效

能进行优化。 

目  标： 

（1）完成多层级球冠式压力传感器结构设计与优化； 
（2）申请发明专利 1 项。 

2024.
05.01
~ 
2025.
04.30 

计  划： 

（1）采集的生理参数开展生理信息检测算法与预测分类研究； 

（2）研究高原官兵及本地常驻人群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预警

系统； 

（3）研究高原人群高原性心脏病、高原性肺水肿健康保障体系； 

（4）结题验收。 

目  标： 

（1）发表SCI论文1篇； 

（2）培养硕士研究生3~4名； 
（3）撰写项目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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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ABCDIJK7L1MNOP1Q@56MNR

S 

4-1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序

号 
预算科目名称 合计 专项经费 自筹经费 

1 一、经费支出 85 85 / 

2   1. 直接支出 72 72 / 

3   1.1设备费 8 8 / 

4 1.1.1购置设备费 8 8 / 

5 1.1.2试制设备费 0 0 / 

6 1.1.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0 0 / 

7 1.2材料费 16 16 / 

8   1.3测试化验加工费 12 12 / 

9 1.4燃料动力费 0 0 / 

10 1.5差旅/会议/国际（内）合作与交流费 11 11 / 

11 1.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9 9 / 

12 1.7劳务费 11.2 11.2 / 

13 1.8专家咨询费 4.8 4.8 / 

14 1.9其他直接相关支出 0 0 / 

15 2. 间接支出 13 13 / 

16 2.1 绩效 7.8 7.8 / 

17 2.2 其它间接支出 5.2 5.2 / 

18 二、经费来源 / / / 

19 1．申请从专项经费获得的资助 85 85 / 

20 2．自筹经费来源 0 0 / 

21    （1）其他财政拨款 0 0 / 

22    （2）单位自有货币资金 0 0 / 

23    （3）其他资金 0 0 / 

24 
年度资金安排 

第一年度 60 第二年度 17 第三年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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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012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承担单位性质分为，A、第一承担单位  B、其他承担单位。 

序

号 

单位名称 
组织机

构代码 
承担单

位性质 
任务分工 

研究任务

负责人 
专项经费 自筹经费 

（1） （2） （3） （4） （5） （6） （7） 

1 西南交通大学 
1210000
0450752
090P 

A 
基于传感器件，招募受试者在高原环境下对压力、

肌肉运动、脉搏、心率等生理信号进行收集收集并

开展医学分析 
呼永河 35.00 / 

2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1210000
0717835
507E 

B 
制备微纳结构柔性压点薄膜；研发柔性触觉传感

器、可穿戴电子器件及其配套采集电路，可捕捉人

体力学信号 
魏大鹏 40.00 / 

3 西藏蒙瑞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9154019
5MA6T
2UE224 

B 
使用不同的检测手段，对高原目标人群的生理指标

进行测试、对比与统计  
苑明龙 10.00 / 

累计 8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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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对各科目支出的主要用途、与项目研究的相关性及测算方法、测算依据进行详细分析说明。 

!"#$%&(72.00'() 

)!*+,- ./ 8.00'(012%&34567 

1!"#$%& 

1'()*+,-./$%:100000/1×21=2.0020 

2'34567$%8100000/1×21=2.0020 

3'94567$%: 100000/1×21=2.0020 

4':;!<;!=;./$%8100000/1×21=2.0020 

)8*9:- ./ 16.00'(012%&34567 

1!>?@ABCDEF& 

1'>?GHIJKLM8>?=;NOEPQRS?JKLMTUV PDMSTWX 10000

/Y×3Y=0.3020Z 

2'[\]CLM*^PQJK8_`abcde[\]CLMQfghijklmno*

^TWX 4000/l×50l=2.0020Z 

3'pqrstuabcdvwPQLMTxQ 2.3020ZJKyzePQ{|}TWXQ

f 50000/Y×2Y=1.0020~JKyzePQ�ÄÅTWX 20000/Y×4Y=0.8020~

ÇÉVGHI\KLM 0.502/kg×1ÑÖ=0.5020Z 

4'[\>?CÜá%PQwàâ)TxQ 2.5020Zhäãâ 5YåçY 20000'!h

äé 2YåçY 25000'!häèê 2YåçY 25000'!häë 5YåçY 10000'Z

íLâ)WX 20000/Y×5Y+25000/Y×2Y+25000/Y×2Y+10000/Y×5Y=2.502

0Z  

5'NOLMá%PìVíLTxQ 2.3020Zîïñá|óÅReòôöTõúùûüù

û†!°û!¢£§•TxQ 1.0020~n¶Gß®©èû™©´¨å PET'JK 2≠T

ç≠ 40000TxQ 0.8020~ÆØ∞?ö±ù\®≤≥x 50000/YTQ 1YTxQ 0.50

20Z 

6'¥µ∂C∑PQLMTxQ 5.0020ZFPC>?C∑∏ 500/π×200π=1.0020~{

òr OCA} 1.0020×2≠=2.0020~∫+C∑0EFT0.1020/1×101=1.0020~

NOEF¥µhªDGHILM 0.5020/kg×2kg=1.002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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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îºΩæLMTxQ 1.6020Zîïhä™´!ø¿!¡ø´!¬√D§!°û!ùû

•ôöTƒQ 1.0020~≈∆«!≈∆»!… \l!ÀÃÕ!Œœ!–—!“”!j‘

•íLTƒQ 0.6020Z 

);*<=>?@A-7./ 12.00'(012%&34567 

1'LM’÷8WX 2.7020Zß*^◊ÇÉÿŸR[b⁄¤‹Qno›fifl‡LM’÷ô

æT·‚CD�a„åSEM'T0.0820/‰Â×10‰Â=0.8020~ÊÁCD�a„åTEM'T

0.0820/‰Â×10‰Â=0.8020~GË√DÈ|óT0.0820/‰Â×10‰Â=0.8020~ 

XÁÍÎÁÏ(XRD)T0.0320/‰Â×10‰Â=0.3020Z 

2'I?’÷8ƒX 2.0020ZÌDÓåAFM'’Ôª, 0.0520/‰Â×20‰Â=1.002

0~CòÒ?ªT0.0220/Ú×50Ú=1.0020Z  

3'EF?57ô8ƒX 1.8020ZEFÛìÂÙ7ôT0.0220/Ú×30Ú=0.6020~E

Fıˆ7ôT0.0420/Ú×30Ú=1.2020Z 

4'˜¯˘XòªT2000/˙Ú˚×200˙=4.0020 

5'0EF¸µ&8500/˝×500˝=2.5020 

6) ôæ(˛ˇ!&810000/(×50(=5.0020 

)B*C:DE- 

FG 

)H*IJ/KL/MN)O*PQRST-7./ 11.0'(012%&34567 

1'"#&89.8020 

˚$%Ω&'(ïTX)*+,"-./01!23•-T4v5òôæ!67ôæ!8

9:;!ò<=>•TƒXx 10(?hr(˛∂ 20(?î@(˛ZA¯BïCDEFG

‡"#&«+HIJThr(˛KL 4500/M!NOPQ 1000/M!RS=T 800/MT

∑& 20000/(?Tç?,"U 3MXTå20000/(?+4500/M/(?×2M+1800/M×3

M'×10(?=3.4020~î@(˛KL& 3200/M!NO&PQ 1000/M!RS=T&

VW 80 0/MTWXXY∑&/ 2000 0/(?Tå2000 0/(?+320 0/M/(?×2 M+180

0/M×3M'×20(?=6.4020 

2'Z[&81.2020 

$%¸Ÿ˛4vESò<Z[T\]& 15000/?Tƒ 8(TƒXx 1.2020Z 

å±'&U/VW/XYZ[/\]^_`a- ./ 9.00'(0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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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Z[`a∏Ô&Dbc&•T3.0020/d×2d=6.0020Z 

2'Ve`fgh&!"ij<`fkM&Vxƒ 20lTçl 2000TQ&V 2000/l×20

l=0.4020Z 

3'mnopqrD`s&!Ωibt›◊uvw˝xyR&Vx 1.00 20/dT1 zop

×1.0020/z=1.0020Z 

4'5jN{∂|◊R}N&V8~fVez�ŸÄÅÇ•m*R}NkM!}NÉÑT5

|ÖÜLMTôæáà◊âä!pã){åáç•&Vx 1.0020Z 

6'"iéèDêë&Tz�kMëíµì&◊kMîï&•TxQ 0.4020Z 

åñ'ó9& ƒX 11.2020T~fò,Wôöfi8 

4∂$%;õR;õ* 4(T5;úù(˛ 1(Z;õ*mûó9&=30˝ü×0.082/ü/

(×4(=9.602~5;úù(˛ó9&V=8˝ü×0.22/ü/(×1(=1.602Z 

å†'oF°¢& ƒX 4.8020T~fò,Wôöfi8 

1!j<°¢:›Z[zu£É°¢T./§•u¶/ôITQfg;m'(ïßr(w®5

oFno°¢TU© 8000/(MVWTƒ 10(T2MÿŸTƒX 1.6020Z 

2!oF°¢8›Z[zu£É°¢T˜¯∫+ôI?5™´◊¨[TU© 800 0/(MV

WTƒ 10(T2MÿŸTƒX 1.6020Z 

3!c%æ≠8›Z[zu£É°¢TU© 8000/(MVWTƒ 10(T2MÿŸTƒX 1.60

20Z 

åÆ'îºØ∞fl‡ò,  ƒX 2.0020T~fò,Wôöfi8 

c%±9bXTZX≤9P≥¥/µW∂∑R 2%/ 2.0020Z 

©!Ù∞ò,(13.0020) 

4©0∏=Tπò5;∫&«+ªºTß*Ωr$%≠æ$%fiø∂∑R 15%ç/«+&

VTƒX 13.0020Z 

å¿'¡¬ 

«+&R 60%ç/¡¬mûT/ 7.820Z 

å©'î@Ù∞ò, 

扣除绩效后间接支出为 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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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 

项目（课题）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为本课题工作

时间（人月） 
是否有工资性

收入 
所在单位 

呼永河 男 54 
主任医师/
教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魏大鹏 男 40 研究员 27 有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苑明龙 男 33 总经理 18 有 
西藏蒙瑞仪器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研究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为本课题工作

时间（人月） 
是否有工资性

收入 
所在单位 

周绍兵 男 49 教  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郭泰林 男 44 教  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侯  君 女 39 副主任药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肖雯婧 女 38 主管药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温旭东 男 34 主治医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龙  盘 男 29 主治医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王  睿 女 39 
工程师/中
级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苟  伟 男 52 高级经济师 18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王  雄 男 55 主任医师 18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杨  光 男 33 副教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李西林 男 28 讲  师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杨毓杰 男 45 
工程师/中
级 

27 有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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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丽 女 35 
助理研究员

/中级 
27 有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魏  军 男 25 助理工程师 18 有 
西藏蒙瑞仪器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白宏斌 男 33 化学检验工 18 有 
西藏蒙瑞仪器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徐  科 男 25 化学检验工 18 有 
西藏蒙瑞仪器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李  艳 女 26 博士研究生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曹  敏 女 25 硕士研究生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李新阳 女 25 硕士研究生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青洪锐 男 25 硕士研究生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李瑛敏 女 25 硕士研究生 27 有 
西南交通大学医

学院 

谷明信 男 36 博士研究生 27 无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张梦琴 女 25 硕士研究生 27 无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苏  敏 女 26 硕士研究生 27 无 
中国科学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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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任务各方在共同遵守《西藏自治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的同时，还必须遵守以下条款： 

1．乙方必须按要求编报项目、经费执行情况和有关统计报表，

及时上报甲方汇总，逾期不报，自治区科技厅有权暂停拨款。 

2．任务执行过程中，乙方如需调整任务，应根据《办法》中有关

规定，向甲方提出变更内容及其理由的申请报告，经甲方审核后实施。

未经接到正式批准书以前，双方须按原任务书履行，否则后果由自行

调整的一方负责。 

3．乙方因某种原因（如：与可行性研究内容有出入、挪用经费、

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致使计划无法执行，而要求中止任务，

应视不同情况，部分、全部退还所拨经费；如乙方没有提出中止任务

的要求，甲方可根据调查情况有权终止任务的执行。 

4．乙方承担任务所需财政经费按《西藏自治区应用技术研究与

开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甲方根据科技计划经费开支的

规定，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甲方有权责成乙

方改正，如乙方拒不改正，甲方有权终止项目（课题）的实施。 

5．任务执行过程中，甲方无故终止任务时，所拨经费、物资不

得追回，并承担善后处理所发生的费用。甲方提出变更任务书有关内

容时，应与乙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后实行。 

6．乙方当年应验收的项目必须于项目执行期结束前 3 个月提出

验收申请；当年因故不能验收的项目，必须于项目执行期结束前 3 个

月提交情况说明。 

7．乙方承诺项目实施需要的配套资金等条件的，须在任务实施

时配套到位，并应协助甲方做好任务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8．丙方对乙方上报的任务书须认真核实，确认无误后在丙方栏

加盖公章，如发生乙方未按时完成任务，丙方将负连带责任。 

9．本任务书签订各方若有争议或纠纷时，按《办法》有关条款

处理。 

10．任务书正式文本一式三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丙方一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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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BF 
 

项目组织单位（甲方）：                          

科技厅业务处负责人（签字）: 

     

                                          （公   章） 

 

 

科技厅领导（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乙方）： 

项目（课题）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主管部门 

或地（市）科技局（丙方）：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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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本单位承担的 2022 年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高原地区

人体可穿戴电子器件及适应性健康保障研究 ”，所提交的项目

任务书中研究内容、考核指标、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

（课题）信息表、项目负责人及参加课题主要人员、经费预

算等与科技厅、财政厅下达的指标文件保持一致，如有不一

致或私自篡改内容，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我方承担。同时

本单位承诺按照任务书的要求，按时提交中期检查报告、年

度报告、科技报告等相关材料，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书

规定的科研任务、完成验收。如违反以上规定，我方愿意承

担一切责任。本单位承诺绝不编报虚假预算、套取专项资金，

绝不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如违反以上规定，我方愿

意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承诺。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承担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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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绩效目标考核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重点研发及转化

项目 课题名称 

高原地区人体可穿戴电子

器件及适应性健康保障研

究 

项目立项编号  任务执行期限 3 年 

项目负责人 呼永河 联系电话 13880596789 

二、项目经费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总经费 85 
其中自治区财政

资金 
85 

三、绩效目标（定量和定性） 

技术 

创新 

拟突破的
关键技术 

1、关键技术名称：高灵敏柔性

力学传感器件制备技术 

情况描述：针对传感器微纳结

构共形电极加工问题，采用

PECVD 技术实现碳纳米墙的

共形生长；研发柔性共形转印

技术，制备力敏结构化电极；

研究柔性膜层贴合与封装技

术，实现高灵敏柔性器件制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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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键技术名称：柔性三维碳

基传感电极构筑及应变增效

机制 

情况描述：针对由于传统柔性

传感器电极长期使用出现断

裂或脱落导致的传感器失效

问题，研究三维碳基结构电极

的构筑方法与应变增效机制，

分析不同构筑条件对碳基电

极的形貌、导电性、表面结构、

以及机械稳定性的影响，制备

具有优异机电稳定特性及导

电性的柔性电极。 

3、关键技术名称：多生理信号

融合的高原适应性健康预警

系统的构建 

情况描述：针对健康保障系统

构建中可能出现的数据量不

足，数据不准确的问题，首先

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和机器学

习，利用人群生理参数数据库

开展生理信息检测算法与预

测分类，而后采用神经网络预

测模型对高原急慢性心血管

暴露风险进行分类识别、评

估，构建预警模型。采用队列

研究的临床试验方法，纳入相

关受试者多种生理信号数据

指标，与现有临床诊断指标进

行比较验证，确保健康保障系

统与临床评估的一致性，并通

过神经网络学习不断减少搭

建适应性健康保障系统与临

床诊断的误差。 

技术 

创新 

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受理 2 项，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实用新型专利受

理 0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证书 0 项； 

技术标准
制定 

国际标准  0  项，国家、行业标准  0  项，地方、企业标
准     项，技术规程  0  项； 

认证、许
可 

科技型企业认定证明 0 项，新药证书 0 项，新品种审定证

书 0 项，选育新品系 0 项，科技成果 0 项，成果登记证明 

0 项，其它证明 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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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专著 论文 1  篇，专著 0  部，研究报告 0 篇，文献汇编 0 本； 

成果转化
应用 

转化 0  项，应用  0  项，示范基地（示范点）及规模：   

0   ，项目覆盖农牧户（人） 0  ，产值：   0  ； 

平台建设 
平台名称：  构建高原适应性健康保障系统  ； 

平台建设情况：     无      ； 

人才引进培养 

培养数：高级 0  人，中级  0 人，技能人才 0 人；博士 

1 人，硕士 2 人；  

引进数：高级职称  0 人，工程技术人员  0 人；博

士后 0 人，博士 0 人，其他  0  人； 

培训数：专业技术人员    人，科技特派员   人，农

牧民   人； 经济效益 

研制的柔性传感器和可穿戴设备对多项心肺健康相关指标进

行监测，在多家西藏本土单位开展应用示范，预期可获得

100 万元-500 万元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高原官兵、常驻高原人群、临时高原旅客

商务人群提供可动态进行健康监测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建立

高原心肺疾病保障体系，有望减少高原急性疾病的发生，减轻

高原医疗负担。 

学术价值 
通过研制基于高性能柔性压力传感器，可发表 SCI 论文 1-2

篇，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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