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天津医科大学 刘洋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批准资助您的申请项目。项目批准号： 

81301544 ，项目名称 异体脊髓支架联合环孢素 A 纳米阳离子脂质体修复脊髓损

伤的实验研究 ，资助金额 23.00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2014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 

请尽早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获取《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并按要求填写。计划书

电子文件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上传，由依

托单位确认后，自然科学基金委进行审核；计划书纸质文件（一式两份）由依托

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 

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依托单位提交计划书电子版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 16 点前，提交计划书电子修改版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8 日 16 点前；计划

书纸质版于计划书电子版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核后再行打印（建议双面打印），

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计划书纸质版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 16 点前。 

请按照依托单位规定时间，及时将计划书电子版和纸质版先后提交依托单位

进行确认审核。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按修改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

如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在计划书电子版报送截止日期前提出。计划书电子文件

和纸质文件内容应当保证一致。 

未说明理由且逾期不报计划书者，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医学科学部  

                                        2013 年 08 月 15 日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项目批准号 81301544 项目负责人 刘洋 申请代码 1 H0605 

项目名称 异体脊髓支架联合环孢素 A 纳米阳离子脂质体修复脊髓损伤的实验研究 

资助类别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依托单位 天津医科大学 

资助金额 23.00 万元 起止年月  2014 年 0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通讯评审意见： 

<1>本项目申请者试图利用环孢素A的免疫抑制作用及神经保护作用,解决异体脊髓支架免疫原性

的问题。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均为技术层面的思路。其科学问题较为明确，科学假设较为合理。该

项目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但申请者对其提出的科学问题和假设在异体脊髓支架移植的应用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以及预期结果尚未能很好把握。有待进一步探讨。该课题因路线明确，思路较清晰，

申请者在技术层面的逻辑性方面仍需仔细探讨，变量繁多，分组需要进一步细化。具备一定的可

行性。申请者多年从事与本项目相关的基础研究，具备负责本项目的研究能力。但针对其脊髓损

伤后异体移植技术以及和免疫抑制剂的单纯组合治疗，应对其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申请者

所在单位具备该研究所需材料样本及各种设备。 

 

<2>1. 脊髓损伤的治疗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申请人拟联合应用异体脊髓支架、环孢

素 A 纳米阳离子脂质体，对受损脊髓进行修复治疗。目前该类研究较多，申请书的原创性和新颖

性不突出。且由于脊髓损伤后的病例生理过程复杂，单一治疗修复受损脊髓的难度较大。 

2. 研究方案欠合理，研究内容过于简单。诸如脊髓支架与环孢素 A 的联合应用对轴突的再生作

用的影响在体外实验中没有涉及。 

3. 项目组成员构成尚可，依托单位提供的实验条件较完备。 

建议：不予资助。 

 

<3>   该研究立足于脊髓损伤这一临床实际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整个研

究立足于前期的工作基础，但整个研究创新性一般，研究内容基本合理，总体研究方案尚可，可

以在预计研究期限内实现研究目标，且研究团队具有很好的工作基础，鉴于以上，可以酌情资助。 

 

对研究方案的修改意见：  

     



                                                                 医学科学部 

2013 年 0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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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天津医科大学 班德翔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批准资助您的申请项目。项目批准号： 

81201399 ，项目名称 上转换纳米颗粒介导的光动力疗法修复大鼠脊髓损伤的研

究 ，资助金额 23.00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2013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 

请尽早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获取《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并按要求填写。计划书

电子文件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或通过电子

邮件发至 report@pro.nsfc.gov.cn 信箱，由依托单位确认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

委；计划书纸质文件（一式两份）由依托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自然

科学基金委 医学科学部。 

请按照依托单位规定时间，及时将电子和纸质计划书提交依托单位进行确认

审核。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依托单位报送计划书截止时间为 2012年 9月 10日。 

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按修改意见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对修改意见

有异议，须在计划书报送截止日期前提出。 

未说明理由且逾期不报计划书者，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医学科学部 

                                             2012 年 8 月 17 日      



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项目批准号 81201399 项目负责人 班德翔 申请代码 1 H0605 

项目名称 上转换纳米颗粒介导的光动力疗法修复大鼠脊髓损伤的研究 

资助类别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依托单位 天津医科大学 

资助金额 23.00 万元 起止年月  2013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通讯评审意见： 

<1> 应用基础研究，缺乏必要的预实验支持，创新和特色表述文字错误，对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阐述不明，难以预期该项目的应用前景，合作单位偏多，必要时与境外机构协作，说明本单位和

课题组研究条件欠佳。 

  

 <2> 1、防治脊髓损伤二个主要研究方向是：提高中枢神经元细胞再生能力及促进轴突再生，疤

痕形成是影响轴突再生的重要因素，该研究紧扣脊髓损伤防治关键，选题具有创新性及科学意义。

  

2、本研究引进了光动力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并与相关单位合作制作了新的上转换纳米颗粒，解

决了发射光穿透深度不足问题，为该研究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  

3、该研究团队具有了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预实验基础，相关协作单位已制备出为本研究所需的

关键纳米颗粒，使该研究具有较强可行性。  

4、该研究团队已发表较高质量相关学术论文，组成人员结构合理，支撑单位科研力量较强，为

该研究完成提供了保障。  

5、预计该研究结果将为急性脊髓防治提供有意义的实验室结果.  

 

  <3> 上转换纳米颗粒介导的光动力疗法修复脊髓损伤的研究目前国内外未见研究，创新性强；

该课题从临床需要出发，切合实际，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课题负责人研究基础好，并且能够将

研究结果及时发表到高水平杂志上。课题组成员组成合理，总体研究方案清晰可行。 

 

对研究方案的修改意见：  

     



                                                                 医学科学部 

2012年 8 月 17 日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天津医科大学 冯世庆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批准资助您的申请项目。项目批准号： 

81330042 ，项目名称 脊髓损伤分子病理机制及雪旺细胞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干预修复的研究 ，资助金额 290.00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2014 年 0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 

请尽早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获取《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并按要求填写。计划书

电子文件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sfc.gov.cn）上传，由依

托单位确认后，自然科学基金委进行审核；计划书纸质文件（一式两份）由依托

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 

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依托单位提交计划书电子版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 16 点前，提交计划书电子修改版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8 日 16 点前；计划

书纸质版于计划书电子版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核后再行打印（建议双面打印），

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计划书纸质版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 16 点前。 

请按照依托单位规定时间，及时将计划书电子版和纸质版先后提交依托单位

进行确认审核。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按修改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

如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在计划书电子版报送截止日期前提出。计划书电子文件

和纸质文件内容应当保证一致。 

未说明理由且逾期不报计划书者，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医学科学部  

                                        2013 年 08 月 15 日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项目批准号 81330042 项目负责人 冯世庆 申请代码 1 H0605 

项目名称 脊髓损伤分子病理机制及雪旺细胞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干预修复的研究 

资助类别 重点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依托单位 天津医科大学 

资助金额 290.00 万元 起止年月  2014 年 0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通讯评审意见： 

<1>本研究通过 microarray 和 iTRAQ 蛋白质组学技术观察损伤前后 miRNA 和关键蛋白变化，探讨

脊髓损伤的分子病理机制、揭示 ASCs 自我激活及诱导 BMSCs 向神经元方向分化的内在规律并观

察了联合细胞移植修复脊髓损伤的疗效及作用机理，本研究是对以前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从分子

水平阐述 ASCs 和 BMSCs 活化机制及诱导分化机制，为脊髓损伤后细胞干预治疗提供更多种子细

胞选择，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和一定的科学意义及应用前景，研究内容丰富，总体研究方案可行，

项目组研究能力较强，但 miRNA 和关键蛋白检测对其机制探讨是否足够请考虑。 

<2>项目科学意义较好，具备临床应用的价值和前景。学术思想创新性好，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

较好，项目组的研究能力较好，具备较大的科研产出可能。 

<3>1.脊髓损伤是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严重创伤性疾病，其修复一直是世界医学界的难题。随

着快速交通和高空作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不断增多的各种运动损伤，我国脊髓损伤的发病率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因此，本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科研、临床及社会价值。 

2.本研究项目旨在通过深入研究损伤后局部微环境改变的分子病理过程，明确细胞移植的修复机

理，突破相关基因的功能识别和表达调控是深入探索脊髓损伤修复的迫切需要，对今后靶点治疗

研究及创新药物研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同时有利于突破我国干细胞领域的重

大瓶颈，为实现脊髓损伤的有效修复和早期康复创造条件。 

3.本课题是在综合目前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并结合该研究团队已取得的丰富理论研究成果基础

上提出的，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同时实验方法成熟可靠，前期实验结果充分，技术路线切实可

行。  

4.该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事脊柱脊髓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具有雄厚的技术、人

才储备。相关研究成果多次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同时亦有成功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的经验。 

 

<4>SCI 后的脊髓功能修复及相关机制的研究一直是神经外科领域研究的难点和热点。种子细胞移

植的研究近 20 年一直方兴未艾，但由于脊髓损伤后其神经组织再生及脊髓内抑制性微观内环境

形成的机制太过复杂，始终无突破性进展。本项目在既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具有较好的科

研延续性，但仅是对现有治疗手段和病理机制研究的进一步改进和深入，并未提出新的理论或观

点及假说并加以验证，创新性较弱。该研究对今后 SCI 后神经功能再生修复研究具有一定借鉴和

参考意义，但该项目总体研究目标较为模糊，重点不突出，目标性不强。项目实施方案较为合理，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具备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科研团队实力较强，依托科研平台能够确保研究

的顺利进行。 

<5>该项目围绕脊髓损伤重大临床问题，采用 microarray 和 iTRAQ 蛋白质组学技术观察损伤前后

miRNA 和关键蛋白变化，探讨脊髓损伤的分子病理机制；揭示 ASCs 自我激活及诱导 BMSCs 向神经



元方向分化的内在规律；分析不同时期自体 ASCs 联合 BMSCs 移植修复脊髓损伤的疗效及作用机

理。 

研究内容合适，重点突出，研究方案合理。项目负责人前期基础好，团队组成和实验条件好。 

<6>      脊髓损伤是目前临床最常见、危害大的临床难题，本项目针对该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具有很好的科学意义。对于整个课题的评价如下： 

      1.选题立足于细胞移植治疗脊髓损伤开展工作，具有很好的科学意思和应用前景； 

2.申请人在大量研究基础上，拟通过高通量筛选揭示脊髓损伤后 microRNA 及蛋白表达的变化，

探讨雪旺细胞内在的激活机制，并确定自体激活的雪旺细胞与 BMSC 联合移植修复脊髓损伤的可

行性及其分子机制，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研究内容适当，但在应用高通量技术筛选出雪旺细胞激活的可能参与的

众多 microRNA 及蛋白质后，如何进行筛选关键分子？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解答，另外，雪旺细

胞属于终末分化的胶质细胞，如何使其研究具有更好的临床应用前景？需要仔细思考。 

4、研究组具有很好地研究工作基础，研究能力尚可。 

 

对研究方案的修改意见：  

     

                                                                 医学科学部 

2013 年 08 月 15 日 

 



脊髓损伤蛋白质组学及 iPS 治疗靶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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