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创新点、技术方案、实施地点及规模）

  一、主要研究内容
1、多组学在包虫病诊断系统的应用研究；
2、泡型包虫病的影像学分型研究；
3、包虫病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的建立；
4、综合创新性技术在包虫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与推广。
二、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
        开展多组学在包虫病诊断系统的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包虫病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研究临床
诊疗创新技术，进一步优化临床干预和治疗策略，实施基础与临床紧密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为包虫
病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创新点
        围绕我国制定的2020年包虫病防治规划，结合我省防治包虫病的阶段性成果，实施包虫病的
早期诊断、智慧医疗、精准医疗等研究，为包虫病人的临床治疗、病情监测提供新手段，为降低包虫
病感染率和社会疾病负担提供科学支撑，为其他地区包虫病的防控提供指导借鉴。
四、技术方案
   （一）多组学在包虫病诊断系统的应用研究
    基于虫体蛋白组和外泌体蛋白组的包虫病特征抗原检测技术研究，基于基因组学策略的新型监测
技术及早期干预研究，基于代谢组学的包虫病营养代谢研究，寻找诊断包虫病的特异性标志物，构建
包虫病特异的诊断技术，评价指导临床干预效果。 
    （二）泡型包虫病的影像学分型研究
    采用目前的医学影像技术及各种技术公认的分类方式对形态学上通常差异巨大的泡虫病相关肝损
害进行分类，探究不同地区包虫病的形态学差异，建立肝泡型包虫病影像学分型，指导临床规范化诊
疗。
    （三）包虫病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的建立
    通过构建病灶影像大数据库，开发用于符合地方人群的肝包虫病医疗智能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
解决临床分型难点，减轻医务人员负担，提升诊断效率。
    （四）综合创新性技术在包虫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与推广
    起草泡型包虫病精准外科治疗专家共识、泡型包虫病三维可视化诊治专家共识，重点探索面向基
层的适宜性创新性诊疗技术，可应用可推广；远程+智能超声辅助诊断系统应用于包虫病诊断。
五、实施地点及规模
        本项目由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承担，依托青海省包虫病研究重点实验室、青海省包虫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临床包虫病创新诊疗团队，拟发现3-5个高效特异性早期诊
断标志物，建立包虫病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远程+智能超声辅助诊断系统应用于包虫病诊断至少100
例，起草相关临床诊疗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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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进度计划

（一）任务分解、分工（包括承担单位、参与单位任务分解及分工情况）

 本项目由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承担，无其他参与单位。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完成以下研究任务：多组学在
包虫病诊断系统的应用研究、泡型包虫病的影像学分型研究、包虫虫病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的建立、
综合创新性技术在包虫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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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年度（阶段）进度计划

序
号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计划进度及完
成的主要研究

工作

经费预算（万元）

总计 自筹科研经费 财政科技专项资金

1 2019-01-02 2019-12-31

开展多组学在
包虫病诊断系
统的应用研究
，筛选出特异
分子标志物至
少1个，发表论
文1篇，培养研
究生2名，远程
+智能超声辅助
诊断系统应用
于包虫病诊断2
0例。

200.0000 0.00 200.00

1 2020-01-01 2020-12-31

开展多组学在
包虫病诊断系
统的应用研究
，筛选出特异
分子标志物至
少2个，发表论
文2篇，培养博
士研究生2人，
培养研究生2名
，起草指南或
标准1项，申请
专利1项，远程
+智能超声辅助
诊断系统应用
于包虫病诊断4
0例。

100.0000 0.00 100.00

1 2021-01-01 2021-12-31

发表论文1篇，
培养研究生2名
，起草指南或
标准1项，建立
包虫病的人工
智能诊断系统1
套，远程+智能
超声辅助诊断
系统应用于包
虫病诊断40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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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指标（研究内容与技术指标相对应）

（成果包括申请的专利、登记的科技成果、颁布的技术标准、发表的论文著1、预期成果以及技术指标：
作，培养人才，研发的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建设的基地、平台、生产线等）（及时指标包括项目
产品主要性能指标或技术、工艺主要参数等）

1、筛选出特异分子标志物至少3个；
2、建立包虫病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1套；
3、远程+智能超声辅助诊断系统应用于包虫病诊断至少100例
4、起草指南或标准2项；
5、申请专利1项。

（包括项目执行期内实现的新增产值、销售收入、利润以及社会效益等）2、经济（社会）指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立从包虫病基础研究、早期诊断、临床诊疗、疗效监测的包虫病防治新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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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人员

（1）项目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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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联系人信息

项目联系人 庞明泉 电子邮箱
1105839011
@qq.com

移动电话
1399703459
9

固定电话
139970345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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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科研经费预算

（一）项目科研经费预算表
1.项目经费预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预算数

总计 自筹科研经费 资助经费

1 一、经费支出合计 300.0000 0.0000 300.0000

2 （一）直接费用 265.0000 0.0000 265.0000

3 1、设备费 0.0000 0.0000 0.00

4 （1）购置设备费 0.0000 0.00 0.00

5 （2）试制设备费 0.0000 0.00 0.00

6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0.0000 0.00 0.00

7 2、材料费 100.0000 0.00 100.00

8 3、测试化验加工费 75.0000 0.00 75.00

9 4、燃料动力费 0.0000 0.00 0.00

10
5、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

与交流费
30.0000 0.00 30.00

11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

识产权事务费
20.0000 0.00 20.00

12 7、劳务费 29.0000 0.00 29.00

13 8、专家咨询费 1.0000 0.00 1.00

14 9、其他费用 10.0000 0.00 10.00

15 （二）间接费用 35.0000 0.00 35.00

16 其中：绩效支出 14.0000 0.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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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费——购置/试制设备预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
分类

单价
(万元/
台件)

数量
（台件）

金额
（万元）

设备
类型

主要技术性
能指标

用途
（与研究任
务的关系）

累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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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承担单位与参与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参与单位

子任务经费

合计 自筹科研经费
财政科技专项资金

小计 其中：间接费用

1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300.00 0.00 300.00 35.00

累计 300.00 0.00 300.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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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违约责任

 1、承担单位在项目申报、科研期间存在不诚信行为，或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导致项目研发失败

后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无法追回的，省科技厅将依据相关规定视情况将承担单位、法定代表人、科研

项目主要负责人列入信用青海联合惩戒黑名单，三年内取消申报科研项目的资格。

 2、合同履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

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合同未经对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能将其在本合同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

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4、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5、合同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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