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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资〔2019〕286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根据《关于印发〈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通知》

(中组发〔2012〕12号)、《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管理办

法》(组通字〔2017〕9号)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组厅字

〔2018〕6号),现下达你单位第三批“万人计划”2019年特殊

支持经费 25 万元(具体见附件)。专项用于相关“万人计划”

入选人才开展自主选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

请切实加强经费管理，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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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部

2019年8月20 日

用于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工资、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用人

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中提取管理费。

附件：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经费安排

情况表

(此件不公开)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2019 年 8 月 23 日印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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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0 日

附件：

单位：万元

支持对象

序号 姓名 类别 所在单位 主管部门或地方 所属类型

1 赵海涛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央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特殊支持经费预算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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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部

2019年8月20 日

项目编号： 2021-I2M-1-00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

目标任务书

(重大协同创新项目)

项目名称：中国罕见病的精准诊疗研究

牵头单位(公章)：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参与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

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首席专家(签字)：张抒扬

执行期限： 2021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2 月

填报日期： 2021 年 10 月 08 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制

二〇二一年

任务书版本号： TAS21100310010101007013



任务书版本号： TAS21100310010101007013

(四) 任务分解： (项目下设任务不超过 5 个任务，项目任务分解情况和各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图示。围绕项目目标，根据需

要可对项目目标进行任务分解， 要求对分解的各任务能够相对独立表达、独立测度和独立评价， 各任务之间内容和单位、团队、

人员不得交叉重复)

1

绘制我国

罕见病分

布及药物

可及性地

图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

院

绘制我国 8

种重要罕见

病患病率地
图；完成

6000 例遗传

性罕见病二

代测序， 建立

我国罕见病

遗传变异库；

绘制我国罕

见病药物可

及性地图

完成流行病学数据

清理和药物可及性

数据采集；完成

3000 例罕见病患者
二代测序

完成我国罕见病分

布和药物可及性地

图绘制;完成 6000

例罕见病患者二代

测序并建立遗传变

异库。发表 5 篇论
文。

2023.12

首次绘制我国药物可

及性地图

2025.6

绘制我国罕见病疾病

负担地图

张抒扬

张波,刘

鑫,左玮,

高杨,蒋

鑫,刘明

生,聂敏,

张丁丁,

支玉香,

赵雪,韩

晓红,郑

昕,屈静

晗,梁春

苏,许婷

婷

320.000

2

罕见病精

准诊疗技

术攻关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

院

基于 NRDRS

罕见病队列

的生物标记

物研究;罕见

病精准治疗

研究;罕见病

诊疗策略的

总结与推广

发现罕见心肌病、

肌萎缩侧索硬化、

淋巴管肌瘤病、罕

见肾小管间质病、

女性泌尿生殖道发

育异常、 IgG4 相关

疾病、遗传性视网

膜变性和罕见血液

病等代表性罕见病

发现罕见心肌病、

肌萎缩侧索硬化、

淋巴管肌瘤病、罕

见肾小管间质病、

女性泌尿生殖道发

育异常、 IgG4 相关

疾病、遗传性视网

膜变性和罕见血液

病等代表性罕见病

2025.12

更新 100 项罕见病规

范化诊疗策略, 形成罕

见病诊疗指南或专家

共识 5 项。

徐凯峰

张文,睢

瑞芳,陈

晓巍,桑

新亭,关

鸿志,霍

力,田庄,

李景南,

邱正庆,

刘松,任

160.000



任务书版本号： TAS21100310010101007013

项目组成员(包括首席科学家，限在编人员和博士后，按所在单位排列)

1 张抒扬 女
1963-

03-29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391166

7211

11010119630329

4021
6

绘制我国罕见

病分布及药物

可及性地图

是

2 徐凯峰 男
1965-

10-06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370106

2854

31010419651006

2836
6

罕见病精准诊

疗技术攻关
是

3 陈丽萌 女
1971-

10-26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580139

1704

51012519711026

0044
6

基于多模态数

据融合的人工

智能罕见病辅

助诊断模式探

索

是

4 桑新亭 男
1963-

05-07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390139

3467

11010119630507

4073
8

罕见病精准诊

疗技术攻关
否

5 邱正庆 女
1962-

03-03
主任

医师
硕士

硕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571883

6608
11010119620303

402X
5

罕见病精准诊

疗技术攻关
否

6 陈晓巍 女
1958-

09-07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366131

9262

11010119580907

4048
8

罕见病精准诊

疗技术攻关
否

7 张文 女
1968-

12-09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366113

1264

51010219681209

6163
6

罕见病精准诊

疗技术攻关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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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书版本号： TAS21102010010101004027

项目编号： 2021-I2M-1-06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

目标任务书

(重大协同创新项目)

项目名称：组学大数据驱动的复杂疾病标识物识别及预测

预警

牵头单位(公章)：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

参与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

首席专家(签字)：吴爱平

执行期限： 2021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2 月

填报日期： 2021 年 10 月 07 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制

二〇二一年



2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

院

赵海涛 13901246374 zhaoht@pumch.cn

3
中日友好

医院
翟振国 18611706133

zhaizhenguo2011@126.c

om

1
疾病前沿组学计算技术
的开发及应用

苏州系统医学
研究所

陈东升 240.000

2

疾病多源数据整合和智

能化建模技术开发及应

用

苏州系统医学

研究所
吴爱平 240.000

3

中国上消化道恶性肿瘤

与肺癌大数据和智能化

预测预警模型及技术研

发

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
王贵齐 160.000

4

肝胆恶性肿瘤的复发预

后及靶向免疫疗效的多

组学生物标志物识别及

临床转化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

院

赵海涛 80.000

5

基于人工智能方法的肺

血管病智能风险预测和

预后模型的研发及应用

中日友好医院 翟振国 80.000

任务书版本号： TAS211020100101010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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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的多源数据

整合策略和

方法， 建立基

于人工智能

方法的疾病

风险评估技

术，实现传染

病变异流行

的早期预测

预警。

发多组学免疫信息

融合技术 1-2 种；

在生物信息、传染

病等研究领域发表

Top10 期刊论文

1-3 篇

势的预测预警模型；

开发一套多组学融

合技术框架；在生

物信息、传染病等

研究领域发表

Top10 期刊论文
3-5 篇

发布一套传染病和复

杂疾病的标志物识别

和风险评估计算体系

琳

3

中国上消

化道恶性

肿瘤与肺

癌大数据

和智能化

预测预警

模型及技

术研发

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

瘤医院

利用既往上

消化道恶性

肿瘤和肺癌

资料建立整

合数据库， 开

发肿瘤大数

据汇聚分析

平台， 构建恶

性肿瘤高危

人群预测预

警模型， 并利

用前瞻性筛

查资料对模

型进行验证
和筛选。

建成在线运行的

200 万例上消化道

恶性肿瘤筛查数据

库；发现 2-3 种上

消化道肿瘤和肺癌

的相关的新型诊治、

复发和预后预测标

志物；在肿瘤研究

领域发表 Top15 期

刊论文 1-2 篇

建成在线运行的

300 万例上消化道

恶性肿瘤筛查数据

库；发现 3-5 种上

消化道肿瘤和肺癌

相关的新型诊治、

复发和预后预测标

志物；辅助发现 2-3

种上消化道癌、肺

癌等恶性肿瘤的药

物靶标；在肿瘤研

究领域发表 Top15

期刊论文 2-3 篇

2024 年 6 月，开放上消

化道恶性肿瘤 200 万

筛查数据标准化数据

库; 2024 年 6 月，开放

肝胆恶性肿瘤 50 万个

单细胞测序数据的数

据库

王贵齐

赵东兵,

冯飞跃,

郭春光,

李仁达,

孙可欣,

刘勇,柯

岩

160.000

4 肝胆恶性

肿瘤的复

发预后及

靶向免疫

疗效的多

组学生物

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

院

通过多组学

及多维度数

据分析肝胆

恶性肿瘤的

复发转移、预

后及靶向免

建立稳定运行的

200 例肝胆恶性肿

瘤多组学及 50 万

个单细胞测序收集

及数据库；发现 1-2

种肝胆恶性肿瘤相

建立稳定运行的

300 例肝胆恶性肿

瘤多组学数据库和

100 万个单细胞测

序收集及数据库；

发现 2-3 种肝胆恶

2023 年 12 月，发现 3

种恶性肿瘤新型诊治、

复发和预后预测标志
物

赵海涛 杨晓波,

徐意瑶,

万雪帅,

李怡然

80.000



于临床推广。

图 7：任务 5 的技术路线

1. 技术可行性：项目负责人吴爱平在多组学数据分析以及多源数据整合方面

有很好的技术积累， 在传染病预测预警方向有丰富经验。任务一负责人陈

东升在前沿组学计算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有深厚功底。任务 3-5 负责人王

贵齐、赵海涛和翟振国在恶性肿瘤或呼吸病的样本采集、队列管理、多组

学应用、大数据分析和标志物识别等方面有全面技术支撑。

2. 资源可行性：公开可用的传染病和肿瘤大数据集，为本项目提供了坚实的

公共数据基础。本项目的三家参与团队， 分别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北京协和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 在恶性肿瘤和呼吸病方面有大量临床

资源和丰富的多组学数据。团队拥有成熟的高性能计算集群软硬件体系，

任务书版本号： TAS211020100101010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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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包括首席科学家，限在编人员和博士后，按所在单位排列)

1 吴爱平 男
1979-

12-31
研究

员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苏州系统医学研

究所

1816818

5810

36243019791231

0315
10

疾病多源数据

整合和智能化

建模技术开发

及应用

是

2 陈东升 男
1988-

07-15
研究

员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苏州系统医学研

究所

1353076

1601

42032319880715

0858
10

疾病前沿组学

计算技术的开

发及应用

是

3 王贵齐 男
1963-

10-08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

1367122

9223

23010319631008

1374
10

中国上消化道

恶性肿瘤与肺

癌大数据和智

能化预测预警

模型及技术研

发

是

4 赵海涛 男
1972-

02-14
主任

医师
博士

博士

研究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390124

6374

12010919720214

1031
10

肝胆恶性肿瘤

的复发预后及

靶向免疫疗效

的多组学生物

标志物识别及

临床转化应用

是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

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设立的“希

思科-恒瑞肿瘤研究基金项目(Y-HR2019) ”， 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基金项目， 主要

用于资助和鼓励中国临床肿 瘤学学者开展临床研究，推动我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

“希思科-恒瑞肿瘤研究基金项目(Y-HR2019) ”获资助课题已 经评出。贵单位的

赵海涛 医师申报的研究课题： 仑伐替尼联合卡 瑞利珠单抗用于晚期肝细胞癌的单臂

、非随机 、单中心临床研 究 ，通过基金学术委员会的认真讨论、严格审查，认为其

科学先 进，设计合理，可操作性强，决定予以立项并进行资助。

这是贵单位和 赵海涛 医师的光荣， 特此通告并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

2020-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