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通知

（包干制项目）

安东敖蕾   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项目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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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资助您申请的项目。项目

批准号： ，项目名称：82101981 非对比增强弥散简化灌注分数活体急性心肌缺血再灌注

 ，资助经费：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年 月后微循环障碍演变可视化评估 30.00 2022 01

至 年 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2024 12

请您尽快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认真

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填报说明》并按要求填写《国家自然科学

。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您按修改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

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您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在电子版计划书报送截

止日期前向相关科学处提出。

请您将电子版计划书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

n）提交，由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核未通过

者，将退回的电子版计划书修改后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纸质版计划书（一

式两份，双面打印）并在项目负责人承诺栏签字，由依托单位在承诺栏加盖依托单

位公章，且将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订在其中一份计划书之后，一并报送至自然科

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纸质版计划书应当保证与审核通过的电子版计划书

内容一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进行审核，对存在问题的，

允许依托单位进行一次修改或补齐。

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电子版计划书、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并补交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截止时间节点如下：

1． 提交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视为计划书正式提2021年10月22日16点：

交时间）；

2． 提交修改后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9日16点：

3． 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其中一份包含申请书纸质签字盖2021年11月5日16点：

章页）的截止时间



4． 报送修改后的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2021年11月25日16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1年10月12日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电子版计划书，并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和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未说明理由且逾期不报计划书或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者，视为自动放

弃接受资助；未按要求修改或逾期提交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者，将视情况给予暂

缓拨付经费等处理。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项目批准号  82101981 项目负责人  安东敖蕾 申请代码1  H2701

项目名称
 非对比增强弥散简化灌注分数活体急性心肌缺血再灌注后微循环障碍演变可
视化评估

资助类别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依托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直接费用  30.00 万元 起止年月  2022年01月 至 2024年12月

 通讯评审意见:
<1>具体评价意见：
一、该申请项目的研究思想或方案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请详细阐述判断理由。
该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一种新的简化灌注分数模型，将心肌缺血后的病理改变可视化，有助于了
解发生发展过程，对于再灌注损伤的早期评估及并发症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二、请评述申请项目所关注问题的科学价值以及对相关前沿领域的潜在贡献。
需解决的科学问题是非对比增强简化灌注分数是否可以客观定量的反应心肌缺血再灌注后微循
环障碍发生发展过程。

三、请评述申请人的创新潜力与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研究者己经具备较好的前期研究基础，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合理可行，研究队伍人员组成合理
，实验条件具备，实验经费预算合理，能够保证研究的完成。

四、其他建议

<2>具体评价意见：
一、该申请项目的研究思想或方案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请详细阐述判断理由。
该申请项目拟通过建立大动物缺血模型，运用非对比增强弥散简化灌注分数评估再灌注治疗后
心肌损伤程度，该研究方法不仅准确性有待进一步证实，而且缺乏显著的创新性。

二、请评述申请项目所关注问题的科学价值以及对相关前沿领域的潜在贡献。
目前常规心脏磁共振技术评估心肌缺血再灌注后微循环损伤采集时间长，而且钆对比剂安全性
问题不容忽视，广泛应用于临床受限，该申请项目提出的非对比增强弥散简化灌注分数模型预
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其准确性令人信服程度低。

三、请评述申请人的创新潜力与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申请人前期与本项目相关的预实验不够完善；非对比增强弥散简化分数评估心肌缺血再灌注后
微循环障碍的准确性仍不是很确定。

四、其他建议

<3>具体评价意见：
一、该申请项目的研究思想或方案是否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请详细阐述判断理由。
心肌缺血再灌注治疗后微循环的变化较为复杂，本研究拟采用非对比增强弥散简化灌注分数评
估心肌缺血再灌注治疗后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包括梗死核心区、可挽救区、微血管闭塞区、
心肌内出血，与LGE、首过灌注、T1、T2-mapping及IVIM-DWI做对照，结合病理微循环评估结
果，有望使缺血再灌注后微循环障碍发生过程可视化。该申请项目的研究思想新颖，有很好的
创新性。

二、请评述申请项目所关注问题的科学价值以及对相关前沿领域的潜在贡献。



医学科学部

2021年10月12日

我国冠心病患病率逐年上升，急性心肌梗死为严重的心血管事件，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健康和
生活质量，即使及时获得PCI治疗，心外膜大血管得以再通，但仍可能存在冠脉微循环障碍，
对患者的预后有重要影响，本研究项目针对心肌缺血微循环障碍开展研究，属于前沿的领域，
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三、请评述申请人的创新潜力与研究方案的可行性。
申请人针对以往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IVIM）评估心肌梗死再灌注治疗后心肌灌注的变化过
程，受制于需8个以上多b值拟合成像的缺点，提出简化灌注分数的算法，具有很强的创新潜力
。对心脏MR研究有出色的前期研究基础，所在科研团队实力强，研究方案可行性高。

四、其他建议
 修改意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医学科学部

2018年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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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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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81873887 弥散加权不相干/偏相干运动成像对心肌复杂微循环特征的

 ，直接费用：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年 月至 年 月，有关评估 54.00 2019 01 20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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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n.nsfc.gov.cn），获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并按要求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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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书电子版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上

传，由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者，返回修改

后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为计划书纸质版（一式两份，双面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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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书电

子版和纸质版内容应当保证一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和报送计划书截止时间节

点如下：

1、提交计划书电子版截止时间为 （视为计划书正式提交时2018年9月11日16点

间）；

2、提交计划书电子修改版截止时间为 ；2018年9月18日16点

3、报送计划书纸质版截止时间为 。2018年9月26日16点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计划书电子版，并报送计划书纸质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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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项目批准号  81873887 项目负责人  吴连明 申请代码1  H1801

项目名称  弥散加权不相干/偏相干运动成像对心肌复杂微循环特征的评估

资助类别  面上项目 亚类说明  

附注说明  常规面上项目

依托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直接费用  54.00 万元 起止年月  2019年01月 至 2022年12月

 通讯评审意见:
<1>
一、简述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申请者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
新的体素内偏相干与不相干运动（IVPCIM）模型可以在体全面分析缺血性心脏病不同状态下（
梗死/顿抑/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组织微循环灌注演变，同时兼顾各向同性分布的小动脉和
小静脉以及各向异性分布的毛细血管。

二、具体意见
（一） 申请项目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
该项目拟借助新的体素内偏相干与不相干运动（IVPCIM）模型来全面分析缺血性心脏病不同状
态下（梗死/顿抑/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组织微循环灌注演变，试图找到相关参数及其对应
可挽救心肌的阈值，该研究结果有望为缺血性心脏病的临床干预提供新的依据。

（二） 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
该项目科学问题明确，有望解决现有模型无法全面描述心肌灌注特征的问题，创新性强。

（三） 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所采用的技术路线
项目研究内容、方案及采用的技术路线切实可行，逻辑性强。

（四） 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
申请人具有较好的临床背景和科研能力，在心血管成像及磁共振弥散成像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期
工作基础，所在单位及项目团队具备完善的配套实验条件及协作能力。

（五） 其它意见或修改建议

<2>
一、简述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申请者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
拟用弥散加权不相干/偏相干运动成像的IVPCIM模对心肌复杂微循环特征的评估

二、具体意见
（一） 申请项目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
有

（二） 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
有

（三） 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所采用的技术路线
IVPCIM模型的稳定性与准确性尚需验证

（四） 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
研究者己经具备一定研究基础及合作团队

（五） 其它意见或修改建议



<3>
一、简述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申请者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
本研究应用体素内偏相干与不相干运动(IVPCIM)模型来分析心肌组织复杂微循环灌注特征，主
要优势体现在该方法可以同时显示体素内各向同性分布的小动静脉和各向异性分布的毛细血管
，预期可以解决心肌组织灌注特征整体评价所存在的难题。

二、具体意见
（一） 申请项目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
本研究拟通过IVPCIM技术，探索微循环灌注与不同程度心肌缺血的相互关系，获得不同状态心
肌缺血（梗死/顿抑/缺血/再灌注损伤）病变心肌的微循环灌注参数，明确可挽救心肌定量评
价阈值，具有临床实践应用价值。

（二） 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
应用IVPCIM技术对心肌不同缺血状态的早期微循环损伤进行动态成像，获得微循环灌注指标，
研究假说明确，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

（三） 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所采用的技术路线
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合理，总体研究方案合理可行。

（四） 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
申请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发表过多篇SCI论文，在心脏磁共振成像领域是青年佼佼者。研究
平台具有支撑此项目的必备条件。

（五） 其它意见或修改建议

<4>
一、简述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申请者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
申请人通过弥散加权不相干/偏相干运动成像对心肌复杂微循环特征的评估，对缺血性性脏病
的诊治有重要意义。

二、具体意见
（一） 申请项目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
预期结果可靠，具有较强的科学价值。

（二） 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
研究问题明确，创新性强。

（三） 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所采用的技术路线
研究内容能验证科学问题，方法逻辑，可行性强。

（四） 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
申请人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具备完成该项目的研究条件。

（五） 其它意见或修改建议

<5>
一、简述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申请者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
该申请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以中华小型猪作为动物模型，进行多b值DWI/DTI成像、并以体素
内不相干运动、体素内偏向干运动、体素内偏向干与不相干运动这三种模型获取不同状态心肌
缺血（梗死/顿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微循环灌注参数，系统的检验与比较各个模型的准确
性并将结果与传统方法对比剂增强首过灌注成像相比较，同时检验不同状态的缺血心肌在微循
环参数是否存在不同、探索各微循环参数与心肌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及微循环障碍对不同层面
心肌运动功能的影响。
科学问题：探究通过弥散成像获得的微循环灌注参数能否用于心肌缺血程度的判定；探索不同
偏向干/不相干运动模型的准确性及其与体素内不相干运动、体素内偏向干运动结果进行比较
，建立非对比增强评估心肌复杂微循环障碍的精准模型。

二、具体意见
（一） 申请项目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



医学科学部

2018年8月16日

近年来的心肌非对比增强为研究热点，该项目与国际研究前沿相符，该项目预期结果包括：1.
对各种偏向干/不相干运动模型进行评估，找出准确性较高的模型，并将结果与对比剂增强首
过灌注成像相比较，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2. 揭示不同血流灌注条件与缺血性心肌病
中不同类型心肌病变的关系，评估可挽救心肌相应参数的阈值，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并为进
一步探究不同供血条件下心机的病理改变提供基础

（二） 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
该项目科学问题明确，研究非对比增强心肌弥散成像反应心肌复杂微循环灌注特征。比较不同
偏向干/不相干运动模型的准确性，并探究各关注参数与缺血性心肌病中不同缺血心肌病变的
关系。该项目采用了一系列较新的体素内偏相干/不相干运动模型，首次将其中一些模型运用
于实验动物、与病理结果对照，系统的比较这一系列模型的准确性，符合科学假说，创新性很
强，而且具有很强的临床应用价值。

（三） 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所采用的技术路线
此申请项目研究内容详实、方案合理、关键技术路线流畅明确，环环相扣，能够验证所提出的
科学问题。前期研究已发现根据IVIM模型算出的心肌梗死区域内微循环相关参数低于正常志愿
者，理论依据充足；研究者已在其机构实现多b值的心肌弥散技术，并已在既往研究中完成过
大小动物心肌缺血模型（猪和兔）的心脏核磁共振扫描，基础扎实，并具有坚实的团队支持，
后续试验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四） 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
申请人研究背景及研究能力很好， 申请人目前结题一项国自然青年基金项目，有相关分子影
像学研究经验，而且发表大量SCI文章。同时，申请者已全面了解核磁共振成像原理，接受了
良好的放射学基础研究训练，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具备独立进行创新性
研究的能力，在 MR 技术研发、图像后处理及分子影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备完成该项目的
研究条件。同时有坚实的医工交叉团队、多项人才计划支持。依托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具备相关研究的材料和设备基础。

（五） 其它意见或修改建议
无。
 修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