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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细胞逆转重要器官纤维化的分子机制和临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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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牵头承担单位：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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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04 日 

 



 

填 写 说 明 

 

一、任务书甲方即项目牵头承担单位，乙方即课题承担单位。 

二、任务书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按照系统提示在

线填写。 

三、任务书中的单位名称，请按规范全称填写，并与单位公章一致。 

四、任务书要求提供乙方与所有参加单位的合作协议，需对原件进行扫描后在

线提交。 

五、任务书中文字须用宋体小四号字填写。 

六、凡不填写内容的栏目，请用“无”表示。 

七、乙方完成任务书的在线填写，提交甲方审核确认后，用 A4 纸在线打印、装

订、签章。一式八份报项目牵头承担单位签章，其中课题承担单位一份，课题负责

人一份，作为项目任务书附件六份。 

八、如项目下仅设一个课题，课题任务书只需填报课题预算部分。 

九、涉密课题请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下载任务书的

电子版模板，按保密要求离线填写、报送。 

十、《项目申报书》和《项目任务书》是本任务书填报的重要依据，任务书填报

不得降低考核指标，不得自行对主要研究内容作大的调整。《项目申报书》、《项目任

务书》和本任务书将共同作为课题过程管理、验收和监督评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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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基本信息表 

课题名称  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研究 

课题编号  2020YFA0710802 

所属项目  工程化细胞逆转重要器官纤维化的分子机制和临床转化研究 

所属专项  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 

密级 ■公开 □秘密 □机密 单位总数 3 

课题类型  □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示范研究□其他 

课题活动类型  ■基础前沿□应用研究□试验发展 

课题研究 

所属学科 

 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课题成果应 

用的主要国 

民经济行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卫生 

 医院 

 综合医院 

课题的社会 

经济目标 

 卫生事业发展 

 诊断与治疗 

经费预算 总需求 453.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需求 453.00 万元 

课题周期节点 
起始时间 2020 年 12月 结束时间 2025 年 11 月 

实施周期 共 60 个月 预计中期时间点 2022 年 08 月 

课题 

承担 

单位 

单位名称  南开大学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单位所在地 天津市  天津市  津南区  组织机构代码 

 

121000004013593

721 

通信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同砚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00350 

银行账号  120066032010149600156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曹雪涛 

单位开户 

名称 
 南开大学 

开户银行

（全称） 
 301110000166|交通银行天津南开大学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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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负责 

人 

姓 名  杨军 性 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1968-06-21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所在单位  南开大学 

最高学位 ■博士□硕士□学士□其他 

职 称 ■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其他 职务 无 

电子邮箱 

 

yangjun106@nankai.edu.c

n 

移动电话  13802008496 

课题 

联系 

人 

姓 名  刘雅婷 电子邮箱  liuyating@nankai.edu.cn 

固定电话  022-85358126 移动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课题 

财务 

负责 

人 

姓 名  张红星 电子邮箱  zhanghx@nankai.edu.cn 

固定电话  022-23500073 移动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其他 

参与 

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事业型研究单位 
121000007178261

921 

2 上海科技大学 大专院校 
123100000550588

599 
 

课题参

加人数 
 30 人。其中： 

高级职称 6 人，中级职称 6 人，初级职称 4 人，其他 14 人； 

博士学位 10 人，硕士学位 10 人，学士学位 10 人，其他 0 人。 

课题 

简介 

(限 500 

字以
内) 

 当前对重要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逆转器官纤维化分子机制的认知不足，严重限

制了器官纤维化变革性治疗技术的研发。基于我们前期在组织医学免疫学、组织

工程学及细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基础，本课题拟紧密围绕“重要器官纤维化演变

特征和探索工程化细胞发挥逆转器官纤维化作用”这一重要科学问题，首先构建

小动物纤维化模型和人纤维化组织模型，通过单细胞测序等组学手段，解析器官

纤维化发生前及发生后不同阶段的组织微环境特性，揭示肝、肾、肺纤维化发生

发展的关键细胞亚群及调控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变化规律；进一步综合利用基因编

辑和生物活性材料等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人 MSC/HSC/iPSC 衍生的肝、肾、

肺纤维化类器官芯片系统，综合采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组织化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多组学联合分析方法，阐明工程化细胞与肝、肾、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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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化组织/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肝、肾、肺纤维化组织的免疫应答及转分

化等系列分子和细胞级联事件的影响要素与规律，揭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
肺纤维化的共性及组织特异性关键调控因素与分子机制，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

肾、肺纤维化的医学转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第4页/共72页



一、目标及考核指标、评测方式/方法 

请填写下表。 

课题目标、成果与考核指标表 

 

 

课题目标 1 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考核指标
2
 考核方式

（方法）及

评价手段 4 
指标 

名称 

立项时已有

指标值/状态 

中期指标值/

状态 3 
完成时指标值/状态 

当前对重要器官纤维化

发生发展及逆转器官纤

维化分子机制的认知不

足，严重限制了器官纤

维化变革性治疗技术的

研发。本课题拟紧密围

绕“重要器官纤维化演

变特征和探索工程化细

胞发挥逆转器官纤维化

作用”这一重要科学问

题，构建小动物纤维化

模型和人纤维化组织模

型，通过单细胞测序等

组学手段，解析器官纤

1：阐明纤维

化的发生发

展机制 

■新理论 ■新原理  □

新产品  □新技术  □新

方法  □关键部件 ■数

据库  □软件 □应用解

决方案    □实验装置/

系统   □临床指南/规范  

□工程工艺 □标准  ■

论文   ■发明专利   □

其他         

指标 1.1：

获得组织纤

维化进程的

细胞信息 

已获得 8-10

例测序结果 

肝、肾、肺纤

维化组的单

细胞测序及

验证（不同进

程各 2 例，共

18 例） 

肝、肾、肺纤维化

组的单细胞测序及

验证（不同进程各

3-5 例，共 27-35 例） 

发表SCI高

水 平 论 文 

3-5 篇 

指标 1.2：

获得组织纤

维化进程的

微环境信息 

已获得 8-10

例组学分析

结果 

肝、肾、肺纤

维化组的多

组学分析，包

括蛋白质组

学、分泌体组

学、代谢组学

等（不同进程

各 2 例，共

18 例） 

肝、肾、肺纤维化

组的多组学分析，

包括蛋白质组学、

分泌体组学、代谢

组学等（不同进程

各 3-5 例，共 27-35

例） 

发表SCI高

水 平 论 文 

3-5 篇；申

请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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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化发生前及发生后不

同阶段的组织微环境特

性，揭示肝、肾、肺纤

维化发生发展的关键细

胞亚群及调控因素的相

互作用及变化规律；综

合利用基因编辑和生物

活性材料等现代生物工

程技术，研发人干细胞

衍生的肝、肾、肺纤维

化类器官芯片系统；综

合采用基因组学、蛋白

组学、代谢组学、组织

化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信息学等多组学联合

分析方法，阐明工程化

细胞与肝、肾、肺纤维

2：建立纤维

化类器官模

型 

■新理论 ■新原理  □

新产品  ■新技术  ■新

方法  □关键部件 □数

据库  □软件 □应用解

决方案    ■实验装置/

系统   □临床指南/规范  

□工程工艺 □标准  ■

论文   ■发明专利   □

其他         

指标 2.1：

建立肝、肾、

肺的纤维化

类器官模型 

已建立由多

能干细胞分

化成的肝类

器官模型 

由多能干细

胞分化成的

肝、肾、肺类

器官纤维化

模型的建立

及鉴定 

建立人肝、肾、肺

纤维化类器官，其

组织结构与功能表

达与在体组织相似

度不低于 40%；明

确类器官仿生构建

技术及分子调控机

制 

发表SCI高

水 平 论 文 

3-4 篇；申

报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3

项，PCT 日

本 专 利 1

项。 

指标 2.2：

建立类器官

芯片 3D灌

注培养在线

监测系统 

具有成功建

立可视化心

肌类器官芯

片系统的基

础 

优化类器官

芯片灌流培

养系统的多

组件参数，明

确系统功能

调控要素 

建立工程化细胞与

纤维化类器官共培

养芯片灌注培养-在

线高通量 检测系

统；以现有金标准

检测技术对照，可

用于工程化细胞安

全性、有效性的体

外评价 

发表SCI高

水 平 论 文 

2-3 篇；申

报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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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细胞间的相互

作用，及其对肝、肾、

肺纤维化组织的免疫应

答及转分化等系列分子

和细胞级联事件的影响

要素与规律，揭示工程

化细胞逆转肝、肾、肺

纤维化的共性及组织特

异性关键调控因素与分

子机制。为工程化细胞

逆转肝、肾、肺纤维化

的医学转化提供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依据。 

 

 

3：工程化细

胞逆转器官

纤维化的机

制 
■新理论 ■新原理  □

新产品  ■新技术  ■新

方法  □关键部件 □数

据库  □软件 □应用解

决方案    □实验装置/

系统   □临床指南/规范  

□工程工艺 □标准  ■

论文   ■发明专利   □

其他         

指标 3.1：

揭示工程化

细胞对微环

境、微环境

组织/细胞、

工程化细胞

和免疫细胞

表型和逆转

纤维化功能

的影响及调

控机制 

已初步建立

肝、肺纤维化

的小鼠及细

胞共培养模

型 

揭示工程化

细胞、纤维化

器官及免疫

细胞群体及

单细胞水平

的变化特征 

解析工程化细胞与

纤维化免疫及细胞

微环境的相互作用

及逆转纤维化的分

子机制 

发表SCI高

水 平 论 文

3-4 篇；申

报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2

项。 

科技报告考核指标 

序号 报告类型 5 数量 提交时间 公开类别及时限 6 

1 2021 年度总结报告 1 2021 年 11 月 延期公开 

2 中期总结报告 1 2022 年 08 月 延期公开 

3 2021-2022 年度总结报告 1 2022 年 11 月 延期公开 

4 2022-2023 年度总结报告 1 2023 年 11 月 延期公开 

5 2023-2024 年度总结报告 1 2024 年 11 月 延期公开 

6 结题验收报告 1 2025 年 11 月 延期公开 

其他目标与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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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课题目标”，应从以下方面明确描述：（1）研发主要针对什么问题和需求；（2）将要解决哪些科学问

题、突破哪些核心/共性/关键技术；（3）预期成果；（4）成果将以何种方式应用在哪些领域/行业/重

大工程等，并拟在科技、经济、社会、环境或国防安全等方面发挥何种的作用和影响。 

2.“考核指标”，指相应成果的数量指标、技术指标、质量指标、应用指标和产业化指标等，其中，数量

指标可以为论文、专利、产品等的数量；技术指标可以为关键技术、产品的性能参数等；质量指标可

以为产品的耐震动、高低温、无故障运行时间等；应用指标可以为成果应用的对象、范围和效果等；

产业化指标可以为成果产业化的数量、经济效益等。同时，对各项考核指标需填写立项时已有的指标

值/状态以及课题完成时要到达的指标值/状态。同时，考核指标也应包括支撑和服务其他重大科研、

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科学普及需求等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效益。如对国家重大工程、社会民生

发展等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成果转让并带动了环境改善、实现了销售收入等。若某项成果属于开创

性的成果，立项时已有指标值/状态可填写“无”,若某项成果在立项时已有指标值/状态难以界定，则

可填写“/”。 

3.“中期指标”，各专项根据管理特点，确定是否填写，鼓励阶段目标明确的项目课题填写中期指标。 

4.“考核方式方法”，应提出符合相关研究成果与指标的具体考核技术方法、测算方法等。 

5.“科技报告类型”，包括项目验收前撰写的全面描述研究过程和技术内容的最终科技报告、项目年度或

中期检查时撰写的描述本年度研究过程和进展的年度技术进展报告以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撰写的包含

科研活动细节及基础数据的专题科技报告（如实验报告、试验报告、调研报告、技术考察报告、设计

报告、测试报告等）。其中，每个项目在验收前应撰写一份最终科技报告；研究期限超过 2 年（含 2 年）

的项目，应根据管理要求，每年撰写一份年度技术进展报告；每个项目可根据研究内容、期限和经费

强度，撰写数量不等的专题科技报告。科技报告应按国家标准规定的格式撰写。 

6.“公开类别及时限”，公开项目科技报告分为公开或延期公开，内容需要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出版专

著或涉及技术诀窍的，可标注为“延期公开”。需要发表论文的，延期公开时限原则上在 2 年（含 2 年）

以内；需要申请专利、出版专著的，延期公开时限原则上在 3 年（含 3 年）以内；涉及技术诀窍的，延

期公开时限原则上在 5 年（含 5 年）以内。涉密项目科技报告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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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一）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拟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限 1000

字以内。 

1. 关键科学问题： 

（1）肝、肾、肺纤维化发生发展的机制 

通过单细胞测序及多组学手段，解析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不同阶段的组织微环境特

性，揭示肝、肾、肺纤维化发生发展的关键调控细胞亚群及其分子调控机制，为工程化

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的医学转化提供理论基础。 

（2）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的关键调控因素和分子机制 

阐明工程化细胞与肝、肾、肺纤维化组织/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纤维化组织

的免疫应答及转分化等分子和细胞级联事件的影响要素与规律，揭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

肾、肺纤维化的共性以及组织特异性的关键调控因素和分子机制，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

肾、肺纤维化的医学转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2. 关键技术问题：器官纤维化微环境及工程化细胞与纤维化类器官互作评价技术 

（1）构建小动物模型，结合对人纤维化组织的研究，确立基于高通量组学技术，筛选/

鉴定纤维化发生发展进程中组织结构、组成、差异细胞群体及基因/蛋白表达等，

并建立评价系统； 

（2）开发以干细胞及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为基础的人纤维化类器官模型构建技术； 

（3）优化工程化细胞与人纤维化类器官共培养工艺，研发可视化类器官芯片动态培养

及实时在线检测平台技术。 

3.主要研究内容： 

(1) 结合纤维化动物模型和人纤维化肝、肾、肺组织，筛选、鉴定纤维化发生发展进程

中组织结构与细胞组成的变化特性与发挥关键调控作用的细胞亚群/分子及其变化

特征，揭示纤维化发生发展机制； 

(2) 构建人源化小鼠的肝、肾、肺纤维化动物模型、人干细胞衍生的肝、肾、肺纤维化

类器官，研发可体外稳定培养的纤维化组织/类器官细胞模型； 

(3) 基于微流控等在线高通量检测技术，发展肝、肾、肺纤维化类器官组织芯片系统； 

(4) 构建工程化细胞与纤维化组织/类器官组织芯片动态循环共培养系统，研究工程化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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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与纤维化组织/类器官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纤维化关键调控细胞和免疫分子的影响，

阐明工程化细胞对纤维化器官的免疫调控、再生修复的共性及特异性核心通路与分

子机制。 

（二）课题采取的研究方法 

针对课题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拟采用的方法、原理、机理、算法、模型等 

限 1000 字以内。 

 

1．研究肝、肾、肺纤维化发生发展机制 

用纤维化小鼠模型、人纤维化组织，综合 CRISPR/Cas9 文库筛选技术、单细胞测序、代

谢组学及免疫组化等技术，高通量筛选纤维化进程中组织特异性结构、组成、差异细胞

群体与分子；用基因敲除、敲入、突变等基因修饰小鼠构建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纤维化

模型和细胞共培养模型，通过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技术，研究纤维化进程

中相关基因、蛋白、细胞亚群、组织结构等的改变，阐明肝、肾、肺纤维化发生发展机

制，为纤维化类器官构建提供组织特异性微环境物理、化学、生物分子网络时空信息。 

2. 构建人源肝、肾、肺纤维化类器官 

研制仿生肝、肾、肺纤维化组织细胞外基质理化特性的支架材料，结合基因测序、代谢

组及蛋白组学等技术，研究生物材料所承载的生物、化学、物理信号对人干细胞增殖与

分化的影响，优选类器官支架材料；采用悬滴/微流控技术，结合基因编辑、细胞因子/

小分子化合物及力学信号诱导技术，制备人干细胞、生物材料复合的多细胞聚集体，研

究聚集体内微环境的调控要素，探索仿生调控干细胞定向分化、自组装构建肝、肾、肺

正常/纤维化组织类器官；采用生化、细胞、组织学及联合多组学检测技术，对比人组

织相应参数，确证所构建纤维化类器官具有仿生纤维化器官的组织结构及病理指标，确

立正常/纤维化类器官规模化构建技术。 

3. 构建人类器官芯片及实时在线检测系统 

结合柔性结构色基底和微流控组装系列类器官及其与工程化细胞共培养芯片；进一步优

化芯片结构、灌流液组成及流速等工艺参数，建立类器官芯片灌注培养系统；分析类器

官的合成及代谢等指标的多元检测特性，结合核酸/蛋白原位杂交、光/电/磁等传感器

检测系统，研发类器官灌流培养-实时在线高通量检测平台；调控灌流液中的药物、细

胞因子等，经时采集芯片系统内的细胞及灌流液，结合 ELISA、qRT-PCR、Western 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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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基因、代谢组学等高通量组学技术，系统评价纤维化类器官芯片系统的病/生理

功能及药效评价功能。 

4. 研究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化的机制 

利用工程化细胞治疗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及纤维化类器官芯片-在线检测系统，综合单

细胞测序、蛋白及代谢组学等多组学协同关联分析，经时鉴定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化的

关键细胞及分子，系统研究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化过程中抗炎、免疫调控、组织修复、

逆转纤维化等系列分子与细胞级联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规律，绘制工程化细胞在体

内与纤维化组织的相互作用时空图谱，揭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的分子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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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创新点 

围绕基础前沿、共性关键技术或应用示范等层面，简述课题的主要创新点。具体内容应

包括该项创新的基本形态及其前沿性、时效性等，并说明是否具备方法、理论和知识产

权特征。每项创新点的描述限 500 字以内。 

1、创新点 1：建立可视纤维化类器官芯片及其高通量实时监测平台 

目前工程化细胞体内移植疗效评价多采用鼠等小动物，其临床转化意义有限。利用

猪、猴等大动物进行体内功能验证的研究较少，且受技术等条件限制未能开展大规模研

究。为了有效地推动工程化细胞的临床应用转化，研发人源组织模型替代动物实验，建

立实现体外在人组织及分子水平研究工程化细胞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平台技术，已成为

当前生物工程技术领域的前沿性研究热点。本课题拟基于课题组的前期工作基础，综合

利用生物活性材料、干细胞诱导分化、小分子药物诱导等新技术，结合微流控、微制造

等先进技术，仿生构建人源化小鼠、精准切割组织切片及人干细胞源肝、肾、肺纤维化

类器官；结合柔性结构色基底和微流控系统组装细胞聚集体及类器官，以构建可视类器

官芯片，发展实时在线高通量类器官组织芯片检测技术平台，并用于解析工程化细胞逆

转器官纤维化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体外研究，为促进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

的临床转化提供创新性技术。 

2、创新点 2：利用类器官芯片及多组学功能协同关联分析，揭示工程化细胞与肝、肾、

肺纤维化组织的相互作用及逆转纤维化的分子机制 

当前，MSC、HSC 等细胞在逆转器官纤维化方面展现出一定疗效，但发挥作用的机理

不明，个体性差异显著，疗效有待提高。因而，阐明工程化细胞发挥器官纤维化逆转作

用的机制，并制定临床精准治疗方案，以进一步提高器官纤维化逆转的疗效，是该领域

亟待开展的工作。目前工程化细胞移植疗效评估多采用基因组测序、质谱等方法检测移

植后移植物或宿主基因、蛋白等变化情况，本课题组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仿生构

建并利用体外人源细胞的类器官组织芯片系统，结合生物信息学将基因组学、蛋白组学、

代谢组学、组织化学等多组学进行功能协同关联分析，研究并阐明肝、肾、肺纤维化发

生发展的规律、纤维化类器官的构建规律及工程化细胞与纤维化类器官组织的相互作用

规律；揭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的免疫调控、促组织修复的分子机制，为

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临床转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大数据支撑。具有技术和理

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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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课题的科学、技术、产业预期指标及科学价值、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限 500 字以内。 

通过本课题研究将阐明肝、肾、肺纤维化发生发展进程中组织微环境特征及其变

化规律、构建人源细胞的肝、肾、肺正常/纤维化类器官及其可视类器官芯片、建立类

器官芯片在线高通量监测技术平台、揭示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纤维化的分子机制，

为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化临床转化提供体外精准评价技术和理论基础，对有效提高工程

化细胞逆转纤维化医学转化研究效率、推进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 

本课题创新性地构建基于人源细胞的纤维化类器官芯片系统，并与多组学功能协

同关联分析，揭示肝、肾、肺纤维化及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化的免疫调控、促组织修复

等分子机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研究过程中将发表一系列高影响因子 SCI 论文（15

篇），申请相关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 7件，PCT 专利 1件），培养学科带头人（1-2

人），培养硕博士研究生（10 名以上），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在国际组织工程和工程化细胞

转化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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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题年度计划 

按每 6 个月制定形成课题的计划进度，应将课题的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年度计划中。 

年度 任务 考核指标 成果形式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5 月 

1. 设计、制备纤维化组织特异

性类器官支架，研究其与细

胞的相互作用； 

2. 基于干细胞基因编辑技术，

构建肝、肾、肺类器官模型； 

3. 构建器官纤维化小鼠模型。 

1. 明确纤维化组织特异性类器官支架

材料学理化特性、生物活性及其调控

要素； 

2. 类器官细胞亚型的免疫染色及多组

学分析，确证其再现对应组织/器官

的主要细胞类型，建立标准构建技术

及流程； 

3. 建立器官纤维化小鼠模型构架技术。 

发表 SCI 论

文 1 篇。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11 月 

1. 系统表征并优化纤维化组

织特异性类器官支架性能

及其对干细胞粘附、增殖、

分化及组织化等细胞命运

的影响； 

2. 基于干细胞基因编辑、生物

材料技术，构建肝、肾、肺

类器官血管化复合模型； 

3. 完善小鼠纤维化模型构建

技术。 

1. 建立纤维化组织特异性类器官支架

材料的制备工艺，阐明其对纤维化类

器官构建的影响及调控规律； 

2. 类器官细胞类型及血管细胞的免疫

染色、单细胞测序、免疫染色及表达

谱验证，确立血管化复合类器官的构

建技术； 

3. 建立器官纤维化小鼠模型。 

血管化复合

类器官； 

器官纤维化

小鼠模型； 

发表 SCI 论

文 1 篇； 

申报专利 1

项。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5 月 

1. 构建肝、肾、肺纤维化类

器官模型； 

2. 在类器官及小鼠模型中，

初步解析器官纤维化发生

发展进程中起关键调控作

用的细胞亚群/分子及其

变化特征； 

3. 在类器官及小鼠模型中，

初步解析器官纤维化发生

发展得微环境特征； 

4. 探索纤维化类器官与工程

化细胞（源自课题 1）的共

培养：研究静态共培养条

件对类器官、工程化细胞

的影响。 

1. 建立基于纤维化组织特异性类器官

支架的纤维化类器官构建技术； 

2. 建立基于药物及小分子的纤维化类

器官的培养技术； 

3. 建立基于基因编辑干细胞的纤维化

类器官的培养技术； 

4. 以单细胞测序等方式，初步明确器

官纤维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细胞

亚群/分子及其变化特征（反馈课题

1、3 和 4）； 

5. 以蛋白组学分析小动物纤维化模型，

初步描绘器官纤维化的微环境特征

（反馈课题 1，3 和 4）； 

6. 明确类器官与工程化细胞共培养基

本（细胞比例、培养基组成等）对类

器官、工程化细胞的活性、结构、功

能的影响（反馈课题 1）。  

纤维化类器

官； 

发表 SCI 论

文 1 篇；申

报专利 1

项。 

2022 年

6 月 

 

1. 完善肝、肾、肺类器官纤

维化模型； 

1. 进一步综合利用单细胞测序和免疫

组化、scRNA-seq 技术，在单细胞基

因、蛋白表达水平明确纤维化类器

 

发表 SCI 论

文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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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 在类器官及小鼠模型中，

进一步解析器官纤维化发

生发展进程中起关键调控

作用的细胞亚群/分子及

其变化特征。 

3. 在类器官及小鼠模型中，

进一步解析器官纤维化发

生发展进程中的微环境特

性。 

4. 研究静态共培养条件对类

器官、工程化细胞（源自

课题 1）及其相互作用的影

响。 

官中细胞亚型及表达谱，阐明类器

官纤维化过程中细胞层面的变化； 

2. 进一步结合分泌组学、外泌体组学等

多组学分析，明确器官纤维化发生发

展过程中的微环境特性，阐明纤维化

发生发展机制（反馈课题 1,3 和 4）； 

3. 明确类器官与工程化细胞共培养条

件对类器官和工程化细胞功能表达、

迁移生物学行为的影响规律（反馈课

题 1）。 

申报专利 1

项。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5 月 

1. 设计基于微流控技术的类

器官芯片结构及系统组

成； 

2. 在类器官模型中，验证器

官纤维化发生发展进程中

起关键调控作用的因子及

细胞亚群，明确其与纤维

化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 

3. 使用小鼠模型，探讨工程

化细胞（源自课题 1）在纤

维化进程中可发挥作用的

关键节点和作用机理。 

1. 阐明芯片结构及灌流培养系统物理

化学微环境要素调控规律； 

2. 以基因编辑、敲低、过表达等方式探

明器官纤维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

因子及其机制（反馈课题 1,3 和 4）； 

3. 初步明确工程化细胞在小鼠模型中

逆转纤维化效应的关键作用节点及

机理（反馈课题 1,3 和 4）。 

发表 SCI 论

文 2 篇，申

报专利 2

项。 

2023 年

6 月 

 

2023 年

11 月 

1. 优化微流控芯片系统，研

究芯片结构、微流控系统

参数对类器官结构与功能

表达的影响； 

2. 构建纤维化类器官与工程

化细胞（源自课题 1）的非

接触式动态共培养模型，

探索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

化的关键因子及作用机

制。 

3. 在小鼠模型中，研究工程

化细胞（源自课题 1）与纤

维化组织的相互作用及其

对介导器官纤维化的关键

调控细胞和免疫分子的影

响。 

1. 明确可控系统组件参数对类器官生

物学特性的影响规律，建立微流控

类器官组织芯片 3D 灌流培养系统； 

2. 建立系列工程化细胞与肝、肾、肺

纤维化类器官非接触式动态共培养

组织芯片系统； 

3. 基于工程化细胞与类器官非接触式

共培养系统，以多组学分析（分泌

体组学、外泌体组学等），初步解析

工程化细胞逆转肝、肾、肺类器官

纤维化的关键液性因子（反馈课题

1,3 和 4）； 

4. 以基因编辑、敲低、过表达等方式，

明确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化的关键

液性因子的调控机制（反馈课题 1,3

和 4）。 

5. 结合单细胞测序及多组学研究，初步

揭示小鼠模型中工程化细胞通过与

纤维化组织相互作用以及逆转纤维

类器官芯片

灌注培养系

统； 

发表 SCI 论

文 2 篇，申

报专利 2

项，PCT 专

利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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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作用机制（反馈课题 1,3 和 4）。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5 月 

1. 研发基于材料结构色的可

视化类器官芯片，筛选高

通量检测组件优化实时在

线检测组件、构建可视化

在线高通量检测系统； 

2. 设机构化组织芯片结构，

研发纤维化类器官与工程

化细胞（源自课题 1）的接

触式动态共培养模型； 

3. 探索工程化细胞（源自课

题 1）逆转纤维化的细胞间

相互作用及关键调控要

素。 

4. 建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

纤维化模型，进行工程化

细胞（源自课题 1）植入研

究。 

1. 建立可视化类器官芯片实时在线检

测系统； 

2. 建立系列工程化细胞与纤维化类器

官接触式共培养组织芯片系统； 

3. 基于接触式动态共培养模型，以多

组学分析结合基因编辑、敲低、过

表达等手段，明确工程化细胞逆转

肝、肾、肺类器官纤维化的细胞间

相互作用的调控机制（反馈课题 1,3

和 4）； 

4. 初步建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纤维

化模型，及建立工程化细胞植入治

疗的方法。 

可视化类器

官芯片在线

检测系统； 

发表 SCI 论

文 2 篇  

2024 年

6 月 

 

2024 年

11 月 

1. 评价并完善纤维化类器官

/工程化细胞（源自课题 1）

共培养的可视化芯片-在

线高通量检测系统； 

2. 在小鼠模型、免疫系统人

源化的小鼠模型中，探索

工程化细胞（源自课题 1）

在不同纤维化微环境中与

免疫细胞相互作用机制； 

3. 以小动物模型及人纤维化

组织为对照，开展利用可

视化纤维化类器官与工程

细胞共培养在线高通量在

检测平台，研究工程化细

胞（源自课题 1）逆转纤维

化进程中相关级联关键细

胞、蛋白及基因变化。 

1. 建立系列纤维化类器官/工程化细

胞共培养的可视化芯片-在线高通

量检测系统 

2. 在小鼠模型、免疫系统人源化的小

鼠模型中，以单细胞测序等方式，

明确工程化细胞通过与微环境中免

疫细胞相互作用逆转纤维化的作用

机制（反馈课题 1,3 和 4）； 

3. 建立可视化类器官芯片在线高通量

检测平台用于评价工程化细胞逆转

纤维化功能的评价体系。 

 

工程化细胞

与类器官共

培养芯片在

线检测系

统； 

发表 SCI 论

文 2 篇 

2024 年

12 月 

 

2025 年

5 月 

1. 利用类器官芯片在线高通

量检测系统、小鼠模型、

免疫系统人源化的小鼠模

型及多组学解析，全面研

究工程化细胞（源自课题

1）对纤维化器官进行免疫

调控、再生修复的共性核

心通路及组织、纤维化分

期特异性调控的分子机

制。 

1. 综合基于类器官芯片、小鼠模型、

免疫系统人源化的小鼠模型的系统

研究，阐明工程化细胞发挥逆转纤

维化效应的共性通路，并揭示其时、

空特异性调控的分子机制（反馈课

题 1,3 和 4）。 

 

发表 SCI 论

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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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2025 年

11 月 

系统性分析纤维化类器官构

建、类器官芯片及实时在线检

测系统、工程化细胞逆转纤维

化研究结果，完善并总结研究

成果，撰写技术报告 

完成课题总结报告 
课题结题报

告； 

发表 SCI 论

文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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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题组织实施机制及保障措施 

1、课题的内部组织管理方式、协调机制等，限 500 字以内。 

本课题由南开大学牵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上海科技大学共同承担。

严格执行国家和科技部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做到专款专用。课题实施严格执行承担单位

法人责任制。责任单位与合作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实行子课题负责人负责制。课题负责

人负责课题总体研究方案的设计、研究任务分配、实施进展推进及总体协调，子课题负

责人负责各合作单位所承担子课题研究内容的组织实施与进展总结，并及时互通信息及

研究进展，实现技术联合和资料、成果共享。 

为确保课题的顺利实施，课题组设专职秘书 1 人，协助课题负责人进行课题的总体

统筹协调与日常管理，并负责与合作单位的联系、课题实施及总结相关材料的汇总整理、

归档等，定期召开课题秘书组视频会议，及时总结通报各课题任务完成、成果产出情况

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定期组织课题研究进展推进会。 

 

2、课题实施的相关政策，已有的组织、技术基础，支撑保障条件，限 500 字以内。 

本课题承担单位均为高等院校、研究所，拥有承担国家重点研发专项、863、973

等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丰富经验。课题实施严格遵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管理规定。 

本课题依托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生物活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

国科院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定量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医学免疫学、

生物活性材料、干细胞生物学领域取得了系列国际一流的原创性成果，已具备拟开展工

作相关的实验经验、实验空间及设备，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和大型仪器设备等

支撑。 

课题骨干已取得系列创新性理论与技术基础：具备肝脏及肺脏疾病（损伤、修复、

纤维化、肿瘤）等小鼠模型的建立经验，并在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靶向治疗等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具有多组分组织诱导性组织工程支架的研发基础，并在生物材料

调控血管化肝类器官构建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制备了外周血生成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

并熟练掌握各种基因敲低、敲除、过表达等操作。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Nature、Science、

Nature Cell Biology、J Immunol、Biomaterials 等相关领域著名杂志上。研究过程中

形成了一支多学科交叉的转化医学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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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实现项目总目标的支撑作用，及与项目内其他课题的协同机制，限 500 字以内。 

课题 2 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纤维化模型和基于人干细胞的肝、肾、

肺纤维化类器官模型，创建纤维化相关器官芯片-实时在线检测系统，阐明器官纤维化

发生发展及细胞逆转纤维化的分子机制。课题 2 是本项目的理论支撑。课题 2 不仅为

课题 1 的工程化细胞设计与功能提高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而且实现体外工程化细胞初

筛，为课题 3 临床前研究与课题 4 临床研究提供优选的工程化细胞，并为课题 3、4 的

实验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课题 3、4 的工程化细胞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也将为完

善课题 2 的机制研究提供相关信息及实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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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识产权对策、成果管理及合作权益分配 

限 500 字以内。 

课题研究成果管理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 

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执行。课题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专著、 

论文等成果均标注专项经费资助字样和项目编号。课题秘书将定期总结项目研究成果， 

并按《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档案管理规范》和有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管理规定要 

求将项目实施所取得的实验报告、数据手稿、图纸、声像及其他形式的科学数据进行收 

集整理，建立档案，所有科学数据无条件、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的平台。合作单位间

均签署合作协议，保障各方的责任和权益。实施过程中各合作单位间资源共享、协同创

新，各课题研究成果归课题承担单位所有，课题组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归课题组共同所

有，各单位需为知识产权成果或商业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成果发布后根据国家规定向所

有科技工作者和公众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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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 

限 500 字以内。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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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题参加人员基本情况表 

填表说明： 1.专业技术职称：A、正高级  B、副高级  C、中级  D、初级  E、其他； 

2.投入本课题的全时工作时间（人月）是指在课题实施期间该人总共为课题工作的满月度工作量；累计是指课题组所有人员投入人月之和； 

3.课题固定研究人员需填写人员明细； 

4.是否有工资性收入：Y、是  N、否； 

5.人员分类代码：B、课题负责人  C、项目/课题骨干  D、其他研究人员； 

6.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其中高校要具体填写到所在院系。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专业技

术职称 
职务 

最高 

学位 
专业 

投入本课题的

全时工作时间 

（人月） 

人员分类

代码 

在课题中分

担的任务 

是否有

工资性

收入 

工作单位 

1 杨军 女 1968-06-21 身份证 正高级 无 博士 生物技术 30 
课题负责

人 

肝肾正常/

纤维化类器

官芯片系统

构建及工程

化细胞逆转

纤维化的机

制 

是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 毕嘉成 男 1985-09-06 身份证 副高级 无 博士 免疫学 30 课题骨干 

器官纤维化

发生发展的

机制及工程

化细胞逆转

纤维化的机

制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 

3 林照博 男 1976-04-25 

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

通行证 

副高级 无 博士 
干细胞生

物学 
30 课题骨干 

肺、肝纤维

化类器官构

建及工程化

是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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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逆转纤

维化的机制 

4 郑虹 男 1965-09-12 身份证 正高级 副院长 博士 外科学 30 课题骨干 

肝肾纤维化

患者样品组

织病理切片

分析及相关

病理学评价 

是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5 陈亮 男 1984-01-28 身份证 副高级 无 博士 
细胞生物

学 
30 课题骨干 

调控 MSC 的

相关分子机

制研究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6 王政禄 男 1976-11-11 身份证  正高级 

生物样

本资源

共享中

心主任 

硕士 病理学 30 课题骨干 

肝肾纤维化

及逆转相关

病理学评价 

是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7 张妍 女 1988-10-20 身份证 中级 无 博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30 课题骨干 

基于人源干

细胞诱导分

化构建肾、

肝正常/纤

维化类器官 

是 
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8 曹磊 男 1988-03-02 身份证 中级 无 博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30 课题骨干 

正常类器官

功能及纤维

化逆转效果

的评价 

是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9 印志琪 女 1980-05-31 身份证 中级 无 学士 检验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基于人源干

细胞诱导分

化构建肾、

肝纤维化类

器官病理学

是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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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10 马婷婷 女 1989-12-24 身份证 初级 无 硕士 
病原微生

物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基于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

肾、肝类器

官 纤维化

的体内评价 

是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1 梅霜 女 1992-03-17 身份证 中级 无 博士 遗传学 24 
其他研究

人员 

工程化间充

质干细胞蛋

白组学分析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12 黄盈盈 女 1988-11-20 身份证 中级 无 博士 免疫学 24 
其他研究

人员 

免疫系统人

源化动物模

型构建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13 程晨 女 1986-02-07 身份证 初级 无 硕士 

兽医微生

物与免疫

学 

24 
其他研究

人员 

工程化间充

质干细胞的

制备及其免

疫功能评价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14 黄琛 女 1995-05-29 身份证 初级 无 硕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24 
其他研究

人员 

间充质干细

胞额组织修

复功能分析

评价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15 郑超越 女 1995-11-08 身份证 初级 无 学士 免疫学 24 
其他研究

人员 

工程化间充

质干细胞单

细胞转录组

学分析 

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16 谢敬辉 男 1992-01-13 身份证 其他 无 硕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利用工程化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纤维

化肾脏类器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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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效果评

价及机制研

究 

17 王雪萍 女 1994-02-19 身份证 其他 无 硕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33 
其他研究

人员 

利用工程化

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纤维

化肝脏类器

官效果评价

及机制研究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8 陈国强 男 1995-03-02 身份证 其他 无 硕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40 
其他研究

人员 

工程化人间

充质干细胞

制备及其功

能评价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9 葛敏 女 1990-02-03 身份证 其他 无 硕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18 
其他研究

人员 

工程化间充

质干细胞制

备条件的优

化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 秦政 男 1999-10-25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基于人源干

细胞诱导构

建肝脏类器

官及纤维化

模型构建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1 张雪 女 1996-11-13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基于人源干

细胞诱导构

建肾脏类器

官及纤维化

模型构建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2 曲展源 男 1997-05-18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生物化学 30 其他研究 基于人源干 否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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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子生

物学 

人员 细胞诱导构

建肝脏类器

官及纤维化

模型构建 

23 许莹莹 女 1990-03-20 身份证 其他 无 硕士 
细胞生物

学 
40 

其他研究

人员 

免疫细胞表

型分析 
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24 王宇航 女 1990-04-21 身份证 其他 无 硕士 
分子免疫

学 
40 

其他研究

人员 

免疫细胞功

能分析 
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25 张力天 男 1994-08-25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基础医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工程化间充

质干细胞体

内分布分析 

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26 朱燕 女 1998-02-19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分子生物

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肝脏及肾脏

纤维化动物

模型病理分

析 

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 

27 叶沁颖 女 1995-12-07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生命科学

专业 
38 

其他研究

人员 

生物信息分

析及间充质

干细胞逆转

肝肺纤维化

类器官机制

探索 

否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28 王腾飞 男 1994-12-17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生命科学

专业 
38 

其他研究

人员 

肝类器官及

肝类器官纤

维化模型构

建及纤维化

机制探索 

否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29 毛倩 男 1996-01-05 身份证 其他 无 学士 
生命科学

专业 
38 

其他研究

人员 

肺类器官及

肺类器官纤
否 

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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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化模型构

建及纤维化

机制探索 

30 翟丽丽 女 1984-05-05 身份证 中级 无 博士 肿瘤学 30 
其他研究

人员 

基于人源干

细胞诱导分

化构建肾、

肝正常/纤

维化类器官

的体内评价 

是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附属天

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固定研究人员合计 915 ／ ／ ／ / 

  流动人员或临时聘用人员合计 0 ／ ／ ／ / 

  累计 9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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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费预算 

课题（2020YFA0710802）承担单位基本情况表 
表B1 

填表说明：1.组织机构代码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标准代码，单位若已三证合一请填写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无组织机构代码的单位填写“000000000”； 

2.单位公章名称必须与单位名称一致。 

课题编号 2020YFA0710802 执行周期（月） 60 

课题名称 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研究 

课

题

承

担

单

位 

单位名称 南开大学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单位主管部门 教育部 隶属关系 中央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121000004013593721 

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 曹雪涛 

单位所属地区 天津市 天津市 津南区 

电子邮箱 xb@nankai.edu.cn 

通信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同砚路38号 

邮政编码 300350 

相

关

责

任

人 

课题负责人 

姓名 杨军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南开大学 

电话号码 022-23498038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yangjun106@nank

ai.edu.cn 
邮政编码 300071 

通信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

109室 

课题财务负责人 

姓名 张红星 

电话号码 022-23500073 手机号码 13174897824 

传真号码 022-23501532 

电子邮箱 zhanghx@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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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预算表

表B2 课题编号： 2020YFA0710802 课题名称：
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逆
转机制研究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科目名称 合计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其他来源资金

（1） （2） （3） （4）

1 一、经费支出 453.00 453.00

2 （一）直接费用 378.50 378.50

3 1、设备费 4.00 4.00

4 （1）购置设备费 4.00 4.00

5 （2）试制设备费

6 （3）设备改造费

7 （4）设备租赁费

8
2、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
流费、其他支出 101.71 101.71

9 （1）劳务费 63.70 63.70

10 （2）专家咨询费 8.20 8.20

11 （3）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 29.81 29.81

12 （4）其他支出

13
3、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
/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272.79 272.79

14 （1）材料费 185.69 185.69

15 （2）测试化验加工费 73.44 73.44

16 （3）燃料动力费

17 （4）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13.66 13.66

18 （二）间接费用 74.50 74.50

19 二、资金来源 453.00 453.00

20 （一）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453.00 453.00 /

21 （二）其他来源资金 /

22   1、地方财政资金 /

23   2、单位自筹资金 /

24   3、其他渠道获得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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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费——购置/试制设备预算明细表

表B3   课题编号： 2020YFA0710802 课题名称： 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研究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 1.设备分类：购置、试制；

2.购置设备类型：通用、专用；

3.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其他来源资金；

4.试制设备不需填列本表（10）列、（11）列、（12）列、（13）列；

5.设备单价的单位为万元/台套，设备数量的单位为台套；

6.10万元以下的设备不用填写明细。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分类

功能和技
术指标

单价 数量 金额
资金
来源

购置或试
制单位

安置单位
购置设
备类型

主要生
产厂家
及国别

规格型号
拟开放共享范

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无记录

单价10万元以上购置设备合计 / / / / / / /

单价10万元以上试制设备合计 / / / / / / /

单价10万元以下购置设备合计 2 4.00 / / / / / / /

单价10万元以下试制设备合计 / / / / / / /

累计 2 4.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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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

表B4 课题编号：2020YFA0710802 课题名称： 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研究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 1.单位类型分课题承担单位、课题参与单位；
2.组织机构代码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标准代码，单位若已三证合一请填写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组织机构代码的单位填写“000000000”。

序
号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任务分工
研究任务
负责人

合计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其他来源资

金
小计

其中：间接
费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南开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40135

93721
课题承担
单位

，承担基于生物材
料技术调控干细胞
仿生构建肝、肾正
常/纤维化类器官及
类器官芯片-在线检
测系统；结合患者
组织切片、小鼠模
型及类器官芯片研
究平台，研究工程
化细胞逆转肝肾纤
维化机制

杨军 179.00 179.00 29.40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71782

61921
课题参与
单位

承担基于小鼠模型
研究肝肾肺纤维化
发生发展机制及工
程化细胞逆转纤维
化机制，构建人源
化小鼠模型用于工
程化细胞逆转肝纤
维化的研究。

毕嘉成 152.00 152.00 25.00

3 上海科技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1000005505

88599
课题参与
单位

承担肝、肺纤维化
类器官体系的构建
，并开发基于类器
官与工程化细胞共
培养的系统，于体
外研究肝肺纤维化
发生发展机制及工
程化细胞逆转肝肺
纤维化的分子机制
。

林照博 122.00 122.0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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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研究经费支出预算明细表

表B4 课题编号：2020YFA0710802 课题名称： 器官纤维化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研究  金额单位：万元

填表说明： 1.单位类型分课题承担单位、课题参与单位；
2.组织机构代码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标准代码，单位若已三证合一请填写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组织机构代码的单位填写“000000000”。

序
号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任务分工
研究任务
负责人

合计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其他来源资

金
小计

其中：间接
费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累计 453.00 453.00 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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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说明

一、 对课题承担单位、参与单位前期已形成的工作基础及支撑条件，以及相

关部门承诺为本课题研发提供的支撑条件等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牵头单位：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活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致力于材料学与生物医学
交叉领域的再生医学前沿性研究，多年来形成了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并在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领域涵盖了多个学科研究方向，包括纳米医学、生物材料与再生
医学、血液净化、生物传感与医学诊断等。杨军教授带领的“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实
验室”，近十余年里通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973、863、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在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工程化细胞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承担重要国家项目奠定了工作基础。杨军教
授课题组已取得的主要相关研究基础包括：设计制备了系列水凝胶、纳米纤维及多
孔海绵状高分子材料组织工程支架，并已成功用于三维细胞培养；通过研究细胞与
支架材料的相互作用，解析并发现了支架材料理化特性对细胞粘附、增殖及分化功
能表达的影响，提出了基于生物材料调控细胞外微环境仿生构建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进一步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生物合成了钙粘素融合蛋白材料，成功实现了生物材料仿
生细胞间相互作用促进细胞粘附、调控细胞命运；成功构建了钙粘素改性生物材料
介导的间充质干细胞聚集体，显著改善 hMSCs 的功能表达及定向分化潜能，为进
一步研制工程化细胞及肝肾肺正常/纤维化类器官奠定了基础。杨军带领的“生物材
料和再生医学实验室”形成了生物材料、生物医学、组织工程学交叉的学科背景，并
掌握了材料合成、微加工、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工程化组织构建等系列实验
技术。本研究依托的

南开大学同时拥有理科、工科、医学为基础的各类大中型实验仪器开放研究平
台，在分析、检测等费用上给予校内最大优惠，为课题实施提供完备的支撑条

件。

参与单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
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于 2006 年 2 月共同建立。先进院于 2017 年成立
了合成生物学研究所，获批了“中国科学院定量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广东
省合成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深圳市人工诊疗微生物自动化合成工程实验室”、
“深圳合成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等科研载体平台项目，并于 2018 年获批“深圳
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深圳市合成生物学研究院”。 项目具体研
究工作将在先进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合成免疫学研究中心展开。合成生物学研
究所建设有设施完善的生化实验室、细胞间与 SPF级实验动物房，具备本项目
开展所需的小动物成像仪、流式细胞仪（分析型）、流式细胞分选仪、化学发光
成像仪、大中型低温离心机等各种仪器设备，将为本项目的开展提供充足的硬
件条件支撑。因此，本项目受资助经费将用于研究消耗的直接支出，不需用于
购置仪器设备。

上海科技大学为上海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建设, 在建设六年内规模已经
迅速成长。近年更在诸多顶级期刊如 Nature、Science、Cell 上发表许多优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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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仅是 2020 年上半就已发表十余篇），成为发展水平的有力证明。在硬
件方面，除了标准规格的实验室（含必需仪器、充分的空间以及足够的人力资
源）及完整的后勤系统（如高效的管理及行政系统）外，亦拥有完整的、先进
的共同核心平台，如共聚焦荧光显微镜、流式分析仪、高分辨率质谱仪、细胞
电转仪、荧光定量 PCR 仪等等。除此之外，核心平台更在近期添购超高分辨
律显微镜、CyTOF 质谱分选仪、Covaris 匀浆器（染色质免疫沉淀用）等，完
全符合本项目实验的特殊需要。林照博研究员课题组的专攻方向为多能干细胞
及体细胞重编程。已取得的主要相关研究基础包括：阐明干细胞由全能性转化
为多能性的关键机制、发现体细胞转化为诱导多能干细胞过程中的重要调控因
子、建立将人类多能干细胞转化为间充质干细胞的成熟平台、构建将体细胞转
分化为肝实质细胞的操作流程、建立多种人体类器官的培养体系并开发出了一
种小鼠胎盘绒毛类器官的培养条件。除此之外，实验室娴熟于人类外周血转化
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流程以及对干细胞的各种基因编辑操作，如敲降、敲除、
敲入、CRISPR/Cas9 筛选等，为本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充分的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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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说明

二、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参照课题预算申报书内容，

对本课题直接费用进行说明，间接费用无需说明；说明按照课题进行，不需要

按照参与单位分别说明,课题承担单位与课题参与单位应协商确定本课题各科目

预算的分解情况；如同一科目同时编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

请分别说明。

课题经费预算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各科目具体情况如

下：

1.设备费   

设备费预算 4.00 万元，占课题直接经费的 1.06%，全部来源于专项经费。

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4.00 万元，具体预算如下：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生产商

申购数

量

单价

（万元） 用途

1 正负压恒

压泵

苏州汶颢微流控

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等具有相关资

质的公司

1 3.85

构建工程化细

胞与肝、肾纤

维化类器官灌

流培养-在线检

测微流控芯片

系统

2

涡旋混合

器

VORTEX-
6

其林贝尔等具有

相关资质的公司
1 0.15 用于实验所需

试剂的混合

总计 4.00

2.劳务费、专家咨询费、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其他支出(分类简

要说明） 

（1）劳务费 

劳务费预算 63.70 万元，占课题直接经费的 16.83%，全部来源于专项经费。

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26.78 万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预算 17.90
万元、上海科技大学预算 19.02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 3 个任务单位 5 年课题实

施期间参与课题工作的研究生助研津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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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人员

月劳务费标

准（元）
人数

月数/人（5
年合计）

金额（万

元）

1 博士研究生 1800 7 35 44.10
2 硕士研究生 817 8 30 19.60

总计 63.70

（2）专家咨询费 

专家咨询费预算 8.20 万元，占课题直接经费的 2.17%，全部来源于专项经

费。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2.40 万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预算 4.00
万元、上海科技大学预算 1.80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以会议形式给予课题组指导

的专家劳务费，具体如下：

序

号
人员类别

咨询方

式
人数

人均标

准
次数 天数 /次 金额

(万元)

1 高 级 职 
称 人员

会议 4 2000 4 2 6.40

2
在校或研

究单位科

研人员

到校访

问交流
2 900 5 2 1.80

总计 8.20

（3）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 

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预算 29.81 万元，占课题直接经费 7.88%，全部

来源于专项经费。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16.60 万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预算 9.37 万元、上海科技大学预算 3.84 万元。

1） 会议费：3.45 万元，南开大学承办

鉴于当前类器官芯片领域的飞速发展，课题执行期内承办“器官纤维化类

器官芯片学术研讨会”1 次，邀请国内干细胞、生物材料、芯片在线检测等相

关领域的学者共同研讨，会议 2天，参会人员 40人。按照《南开大学会议费管

理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会议伙食费 150元/人天，合计 1.2万元（150*2*40）；其他费用（包括

会议室和会议器材设备租赁、交通费、资料印刷费、医药费等），100元/人天，

合计 0.8万元（100*2*40）；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 5人，专家往返交通

费 2400元/人，住宿 500元/人，合计 1.45万元（2900*5）； 会议费总合计

3.45万元。

2） 参加国内外会议，合计 26.36万元。南开大学预算 13.15万元；中

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预算 9.37万元，上海科技大学预算 3.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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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会议名称

次

数

人

数

天

数

往返

交通

费

（元/
人）

住宿

费

(元/
人/
天)

伙食

及市

内交

通

（元

/人/
天)

注册

费

（元

/人）

金额

(万元)

2021 年项目年

度会（上海，

天津-上海）

1 3 2 1100 500 180 0 0.74

1
2021 年项目年

度会（上海，

深圳-上海）

1 2 2 2400 500 180 0 0.75

2022 年项目年

度会（天津，

上海-天津）

1 4 2 1100 380 180 0 0.89

2
2022 年项目年

度会（天津，

深圳-天津）

1 2 2 2600 380 180 0 0.74

2024 年项目年

度会（西安，

天津-西安）

1 4 2 1600 350 180 0 1.06

2024 年项目年

度会（西安，

深圳-西安）

1 2 2 2000 380 180 0 0.623

2024 年项目年

度会（西安，

上海-西安）

1 4 2 1600 380 180 0 1.09

2023，2025 年

项目总结会议

（天津-南京）

2 4 2 800 380 180 0 1.54

4
2023，2025 年

项目总结会议

（深圳-南京）

2 2 2 2400 380 180 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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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 年

项目总结会议

（上海-南京）

2 4 2 280 380 180 0 1.12

5 细胞治疗国际

研讨会
2 2 3 1100 500 180 2000 2.06

6
国际再生医学

与干细胞研讨

会

2 2 3 1200 400 180 2600 2.22

7
2021/2023 年全

国生物材料大

会

2 3 3 1200 400 180 2000 2.96

8 中国细胞生物

学年会
2 3 3 1100 380 180 1500 2.57

9
中华医学会肝

纤维化、肝硬

化学术会议

1 3 1 1000 500 180 800 0.74

10 中国免疫学年

会
5 3 2 2000 500 180 540 5.85

总

计
26.36

3） 国际合作交流费 

无。

（4）其他支出

     无

3.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 (预算 10万元以上的单一品种的材料费、单次或单批测试化验加工、单

项燃料动力费以及单价 10万元以上的资料、专用软件以及定制软件等进行重点

说明，包括测算方法、测算依据等。其他简要说明。） 

（1）材料费 

材料费预算 185.69 万元，占课题直接经费的 49.06%，全部来源于专项经

费。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65.16 万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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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9 万元、上海科技大学预算 53.84 万元。

本课题拟开展肝肾肺纤维化发生发展以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的研究，需

购买研究所需实验动物、培养基/血清等细胞培养所需试剂、流式/免疫组化抗体、

PCR 等分子生物学实验所需试剂、耗材和肝肾肺正常/纤维化类器官及灌流培养

芯片系统构建中生物材料及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所需试剂、耗材等，具体如

下：

序 单价
金额
（万

号
材料名称 供应商

（元）
数
量

单位
元）

E-Cadherin-F1          

 c 融合蛋白
南京金斯瑞 5600 6 1 mg/管 3.36

VE-Cadherin-2          

 Fc 融合蛋白
南京金斯瑞 5600 6 1 mg/管 3.36

N-Cadherin-3          

 Fc 融合蛋白
南京金斯瑞 5600 6 1 mg/管 3.36

4          

 VEGF-Fc 融合蛋白 南京金斯瑞 5600 6 1 mg/管 3.36

5          

 Collagen CORNING 650 2 100 mg/
管

0.13

6          

 微流控玻璃芯片 大连微拓 3600 3 4 个/组 1.08

7          

 PLGA(50:50) Sigma 3745 2 5 g/管 0.75

8          

 聚乙烯醇 Aladdin 129 1 500 g/瓶 0.01

9          

 壳聚糖 Sigma 5000 2 2 g/管 1

10      

 肝素 Sigma 5237 2 500 KU/
管

1.05

Stem11      

 Aggrewell TM
cells

2500 8 5 块/盒 2

12      

 
Human Angiogenesis 

Array C1 Raybiotech 5500 3 Kit 1.65

13      

 
Human Inflammation 

Array C1 Raybiotech 5500 3 Kit 1.65

14      

 
Human Cytokine 

Array C5 Raybiotech 5500 3 Kit 1.65

15      

 
PSCeasy®人多潜能
干细胞复苏培养基

CELLAPY 660 5 100 ml/
瓶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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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SCeasy®人多潜能
干细胞铺底工作液

CELLAPY 400 20 100 ml/
瓶

0.8

17      

 
PSCeasy®人多潜能

干细胞消化液
CELLAPY 200 4 500 ml/

瓶
0.08

18      

 
PSCeasy®人多潜能

干细胞培养基
CELLAPY 1200 20 500 ml/

瓶
2.4

19      

 
DMEM/F12（1:1）

培养基
Gibco 85 136 500 ml/

瓶
1.16

20      

 DMEM Life 
Technologies 60 250 500 ml/

瓶
1.5

21      

 
Advanced 

DMEM/F12
Life 

Technologies 450 80 500 ml/
瓶

3.6

22      

 Stemflex kit Life 
Technologies 3400 15 500 ml/

瓶
5.1

23      

 Neurobasal Life 
Technologies 500 5 500 ml/

瓶
0.25

24      

 N2 supplement Life 
Technologies 600 10 5 ml/瓶 0.6

25      

 B27 supplement Life 
Technologies 700 10 5 ml/瓶 0.7

26      

 
6/12/24/96 孔细胞培

养板
BIOFIL 1000 9 200 个/

箱
0.9

27      

 15 ml 离心管 CORNING 600 31 500 个/
箱

1.86

28      

 50 ml 离心管 CORNING 662.4 31 500 个/
箱

2.05

29      

 10 ml 移液管 CORNING 241 22 200 个/
包

0.53

30      

 细胞滤网 BD 525 20 100 个/
箱

1.05

31      

 T75 滤膜培养瓶 CORNING 1200 27 100 个/
箱

3.24

32      

 
胎牛血清（标准级） Excell Bio 2300 20 500 ml/

瓶
4.6

33      

 
胎牛血清 （干细胞

级）
Life 

Technologies 5000 10 500 ml/
瓶

5

34      

 Lipofectamine 2000 Life 
Technologies 2000 5 0.3 ml/

管
1

35      

 Lipofectamine STEM Life 
Technologies 1000 5 0.1 ml/

管
0.5

36      

 Nucleofector Kits Lonza 4500 2 Kit 0.9

37      

 
Human TGF-beta3 

(E.coli) PeproTech 1542 5 10 µg/管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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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Human HGF PeproTech 5544 1 100 µg/
管

0.55

39      

 Human FGF-4 PeproTech 1542 1 25 µg/管 0.15

40      

 Human BMP-2 PeproTech 1542 5 10 µg/管 0.77

41      

 Human IL-1beta PeproTech 1542 10 10 µg/管 1.54

42      Human TNF-alpha PeproTech 1542 2 50 µg/管 0.31

43      Human EGF L7 PeproTech 1050 20 2 µg/管 2.1

44      

 Human IL-2 PeproTech 1625 16 10 µg/管 2.6

45      

 Murine IL-2 PeproTech 1625 20 10 µg/管 3.25

46      

 LIF Millipore 2000 5 10 µg/管 1

47      

 Noggin PeproTech 1200 5 20 µg/管 0.6

48      

 R-spondin1 PeproTech 1200 5 20 µg/管 0.6

49      

 FGF10 PeproTech 1200 5 25 µg/管 0.6

50      

 XAV-939 SELLECK 1000 5 10 mg/
管

0.5

51      

 Y27632 Stemcell 1000 5 5 mg/管 0.5

52      

 CHIR99021 Tocris 2300 5 10 mg/
管

1.15

53      

 PD0325901 Stemgent 3000 5 2 mg/管 1.5

54      

 SparkZol Reagent SparkJade 425 5 100 ml/
瓶

0.21

55      

 
荧光定量 PCR 试剂

盒
Invitrogen 1031 40 包 4.12

56      

 逆转录试剂盒 QIAGEN 1642 10 盒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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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hemQ SYBR qPCR 

Master Mix Vazyme 3200 12 2500 rnx 3.84

58      

 
HiScript RT 
SuperMix Vazyme 2000 12 200 rnx 2.4

59      

 脱脂奶粉 BD 650 2 500 g/瓶 0.13

60      

 Tween-20 Sigma 427 1 500 ml/
瓶

0.04

61      

 TMB 显色液 Solarbio 180 1 100 ml/
瓶

0.02

62      

 
PAGE 凝胶快速制备

试剂盒（10%）
雅酶 318 4 盒 0.13

63      

 
5*蛋白质上样缓冲

液（DTT) Beyotime 125 5 10 ml/瓶 0.06

64      

 BSA Amresco 670 1 100 g/瓶 0.07

65      

 
山羊血清封闭液工

作液
中杉金桥 80 20 10 ml/瓶 0.16

66      

 
细胞周期与细胞凋
亡检测试剂盒

Beyotime 326 5 50 次/
盒

0.16

67      

 
细胞衰老 β-干乳糖

苷酶试剂盒
Solarbio 658 1 100 次/

瓶
0.07

68      

 CCK-8 试剂盒 Beyotime 400 5 5 ml/盒 0.2

69      

 活/死细胞试剂盒 Sciencell 3465 1 1000 次
/盒 0.35

70      

 ALT 检测试剂盒 广州东林 450 5 盒 0.23

71      

 AST 检测试剂盒 广州东林 450 5 盒 0.23

72      

 ALB 检测试剂盒 Abcam 700 5 盒 0.35

73      

 ALP 检测试剂盒
北京百奥莱

博
320 5 盒 0.16

74      

 GGT 检测试剂盒
北京百奥莱

博
750 5 盒 0.38

75      

 TBil 检测试剂盒 广州东慧 330 5 盒 0.17

76      

 
PEG-IT 慢病毒浓缩

试剂盒
SYSTEMBI

O 3334 6 盒 2

77      

 DNA loading buffer Solarbio 270 1 100 ml/
瓶

0.03

78      

 
Super Page GelRed®, 

10,000× in water
EVERBRIG

HT 450 40 0.5 ml/
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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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50*TAE Solarbio 120 7 500 ml/
瓶

0.08

80      

 1kb DNA Ladder EVERBRIG
HT 38 61 0.5 ml/

管
0.23

81      

 琼脂糖 Biowest 210 6 100 g/盒 0.13

82      

 T4 ligase Promega 1000 6 100 µl/
管

0.6

83      

 Phusion Taq NEB 3000 5 盒 1.5

84      

 常用限制性内切酶 NEB 2200 20 盒 4.4

85      

 苏木素 Solarbio 430 5 500 ml/
瓶

0.22

86      

 伊红 Solarbio 330 5 500 ml/
瓶

0.17

87      

 FITC 标记鬼笔环肽 Solarbio 1280 1 300T 0.13

88      

 改良 masson 试剂盒 Solarbio 290 2 盒 0.06

89      

 糖原染色试剂盒 Solarbio 320 2 盒 0.06

90      

 核蛋白提取试剂盒 上海生工 220 2 盒 0.04

91      

 ripa 裂解液（强） Beyotime 180 4 100 ml/
瓶

0.07

92      

 BCA 定量试剂盒 Thermo 210 5 500 次/
盒

0.11

93      

 DAPI 封片剂
Southern 
Biotech 400 5 20 ml/瓶 0.2

94      

 4%多聚甲醛 Solarbio 60 8 500 ml/
瓶

0.05

95      

 
Matrigel， growth 

factor reduced BioCoat 3000 20 10 ml/管 6

96      

 
Matrigel，hESC 

qualified BioCoat 3000 20 10 ml/管 6

97      

 手术剪等手术器械 国产 2000 4 套 0.8

98      

 
SPF 级 C57BL/6 小

鼠

斯贝福（北
京）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25 280
0 只 7

99      

 NOD-SCID-γc-/-小鼠 百奥赛图 240 300 只 7.2

100   Anti-CD3  Biolegend 1041. 5 100 µg/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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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t antibody 6 管

101   Anti-CD8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1909.

6 5 100 µg/
管

0.95

102   Anti-CD19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911.4 5 100 µg/

管
0.46

103   Anti-CD69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170 3 100 µg/

管
0.65

104   Anti-IFNγ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868 3 100 µg/

管
0.26

105   Anti-T-bet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790 2 100 µg/

管
0.56

106   Anti-IL-4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1996.

4 2 100 µg/
管

0.4

107   Anti-GATA3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734.

2 2 100 µg/
管

0.55

108   Anti-IL-17A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170 2 100 µg/

管
0.43

109   Anti-RORγt  
fluorescent antibody

ThermoFishe
r

2714.
8 2 100 µg/

管
0.54

110   Anti-F4/80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1128.

4 4 100 µg/
管

0.45

111   Anti-CD206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170 3 100 µg/

管
0.65

112   Anti-CD263  
fluorescent antibody

ThermoFishe
r 2810 3 100 µg/

管
0.84

113   Anti-CD4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387 5 100 µg/

管
1.19

114   Anti-CD25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1649.

2 3 100 µg/
管

0.49

115   Anti-Foxp3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2734.

2 2 100 µg/
管

0.55

116   Anti-Gr-1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998.2 4 100 µg/

管
0.4

117   Anti-CD11b  
fluorescent antibody Biolegend 1258.

6 4 100 µg/
管

0.5

118   
True-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 
Buffer Set

Biolegend 1215.
2 2 120 次/

管
0.24

119   

Anti-
Asialoglycoprotein 
Receptor 1/HL-1 

antibody

Abcam 3500 2 100 µl/
管

0.7

120   Anti-eNOS antibody Abcam 4795 2 100 µl/
管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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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Anti-Integrin beta 1 
antibody Abcam 4387 2 100 µl/

管
0.88

122   Anti-Albumin 
antibody Abcam 4947 2 100 µl/

管
0.99

123   Anti-VEGF antibody Abcam 5643 3 100 µl/
管

1.69

124   Anti-E Cadherin 
antibody Abcam 4479 2 100 µl/

管
0.9

125   Anti-Integrin alpha 2 
antibody Abcam 4290 2 100 µl/

管
0.86

126   Anti-SOX17 antibody Abcam 4631 2 100 µl/
管

0.93

127   Anti-YAP1 antibody Abcam 5325 3 100 µl/
管

1.6

128   Anti-Von Willebrand 
Factor antibody Abcam 4392 2 100 µl/

管
0.88

129   Anti-FOXA1 
antibody Abcam 4527 2 100 µl/

管
0.91

130   Anti-Ku80 antibody Abcam 4262 2 100 µl/
管

0.85

131   Anti-Oct4 antibody Abcam 4201 3 100 µl/
管

1.26

132   Anti-MMP2 antibody Abcam 5293 3 100 µl/
管

1.59

133   Anti-PI 3 Kinase p85 
alpha antibody Abcam 4446 3 100 µl/

管
1.33

134   Anti-FAK antibody Abcam 5087 3 100 µl/
管

1.53

135   Anti-N Cadherin 
antibody Abcam 5249 3 100 µl/

管
1.57

136   Anti-Cytokeratin 18 
antibody Abcam 4963 3 100 µl/

管
1.49

137   
Anti-alpha smooth 

muscle Actin 
antibody

Abcam 4927 3 100 µl/
管

1.48

138   Anti-GGT1 antibody Abcam 4478 2 100 µl/
管

0.9

139   Anti-YAP1 (phospho 
S127) antibody Abcam 4741 2 100 µl/

管
0.95

140   Anti-Collagen I 
antibody Abcam 4241 2 100 µl/

管
0.85

141   Anti-Collagen II 
antibody Abcam 3185 2 100 µl/

管
0.64

142   TIMP1 (D10E6) Cell 3300 2 100 µl/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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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bit mAb Signaling 
Technology

管

143   Ki-67 (8D5) Mouse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700 3 100 µl/

管
1.11

144   BrdU (Bu20a) Mouse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200 3 100 µl/

管
0.96

145   
VE-Cadherin 

(D87F2) XP®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600 2 100 µl/

管
0.72

146   

Phospho-p44/42 
MAPK (Erk1/2) 
(Thr202/Tyr204) 
(D13.14.4E) XP®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5694 2 100 µl/

管
1.14

147   
p44/42 MAPK 

(Erk1/2) (137F5)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4140 2 100 µl/

管
0.83

148   
Phospho-Akt 

(Ser473) (D9E) XP®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4380 2 100 µl/

管
0.88

149   Akt (pan) (C67E7)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600 2 100 µl/

管
0.72

150   
EGF Receptor 

(D38B1) XP®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600 2 100 µl/

管
0.72

151   

Phospho-EGF 
Receptor (Tyr1068) 
(D7A5) XP®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4380 2 100 µl/

管
0.88

152   VEGF Receptor 2 
(D5B1)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600 2 100 µl/

管
0.72

153   
Phospho-VEGF 

Receptor 2 (Tyr1175) 
(19A10)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4160 2 100 µl/

管
0.83

154   β-Actin (13E5) 
Rabbit mAb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3400 3 100 µl/

管
1.02

155   Goat anti-Rabbit 
Alexa Fluor 488 Invitrogen 3024 2 1 mg/管 0.6

156   Goat anti-Rabbit 
Alexa Fluor 546 Invitrogen 3488 2 1 mg/管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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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Goat anti-Mouse 
Alexa Fluor 546 Invitrogen 3488 2 1 mg/管 0.7

158   Goat anti-Mouse 
Alexa Fluor 488 Invitrogen 3024 2 1 mg/管 0.6

159   Goat anti-Rabbit-HRp 优抗 80 30 100 µl/
管

0.24

160   Goat anti-Mouse-HRp 优抗 80 30 100 µl/
管

0.24

总计 185.69

（2）测试化验加工费 

测试化验加工费预算 73.44 万元，占全部直接经费的 19.40%，全部来源于

专项经费。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24 万元、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预算

27.54 万元、上海科技大学预算 21.9 万元。

主要用于肝肾肺正常/纤维化类器官及其灌流培养芯片系统构建中生物材

料理化特性检测、类器官芯片加工及细胞与分子生物学检测等；另一方面用于

基于小鼠模型、患者组织切片和类器官模型解析肝肾肺发生发展及工程化细胞

逆转机制中基因、蛋白、代谢等水平检测及动物饲养管理费用，在综合考虑了

相关资质、技术水平、成本效益等因素后，初选了部分测试加工单位，但并不

排除实际实施中因不可预见因素更换的可能性。相关测试单位均为科研协议价

（低于市场价）。具体内容见下表：

序

号

测试化验加工

的内容

测试化验加工

单位

计量

单位

单价

（元/单位

数量）

数量

金额

（万

元）

1 透射电镜测试
南开大学大型

仪器平台
个 200/样品 70 1.4

2 扫描电镜测试
南开大学大型

仪器平台
个 30/样品 50 0.15

3 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测试

南开大学、中

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

院和上海科技

大学校内大型

仪器平台

小时 200/小时 150 3

4 原子力显微镜

测试

南开大学大型

仪器平台
小时 200/小时 7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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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置荧光显微

镜

南开大学大型

仪器平台
小时

20 元/小
时

170 0.34

6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南开大学、中

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

院内大型仪器

平台

小时 100/小时 460 4.60

7

酶标仪、凝胶

成像仪，

western 曝光

仪等

南开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内

大型仪器平台

小时 20/小时 200 0.4

8 流式细胞仪

南开大学、中

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

院等具有检测

资质的公司或

单位

小时 120 /小时 500 6.0

9 RNA-seq 分

析

华大基因等具

有相关资质的

公司

个 800/样品 60* 4.8

10 蛋白质谱检测

华大基因等具

有相关资质的

公司

个 2000/样品 32* 6.4

11 串联质谱分析

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仪器平台

个 400/样品 240* 9.6

12 代谢组学分析

华大基因等具

有相关资质的

公司

个 1000/样品 90* 9

13

PDMS 类器官

灌流培养芯片

模具设计与制

备

苏州汶颢微流

控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等具有

相关资质的公

司

套 18000/套

3（
肝肾

肺各

1 套）

5.4

14 实验动物饲养

费

南开大学、中

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

院内实验动物

天 1.2/天/只

1000
只. 

60 天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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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具有相

关资质的部门

15
10  

Genomics 单
细胞测序

贝瑞和康等具

有相关资质的

公司

组 24500/组 3* 7.35

16

精准切割患者

组织切片病理

学

南开大学附属

第一中心医院

病理科、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

和上海科技大

学内的评测中

心或具有相关

检测资质的公

司

例

800/例

（包括切片、

H&E,SS，I
HC 和

ISH）

80*
（肝

肾纤

维化

患者

各

40 例）

6.4

总计 73.44

（肝肾纤

维化患者

各 50 例）
　

*注：各类样品检测数量测算依据请参照申请书中研究内容及检测技术部分；第

9、10、11、12、15 和 16 项具体样品预算依据如下：

9) RNA-seq 分析：肝肾肺 3 种器官正常组织、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建模早、晚期、

工程化细胞对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的早、晚期的逆转效果的转录组分析。各包

含每个组织两个重复样本及 2 组生物学重复，（3+6+6）*2*2=60，共计 60 个样品。

10) 蛋白质谱检测：工程化细胞、肝肾肺 3 种器官正常组织、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

建模早、晚期、工程化细胞对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的早、晚期的逆转效果的蛋

白质谱分析。各包含 2 组生物学重复，（1+3+6+6）*2=32，共计 32 个样品。

11) 串联质谱分析：细胞工程化前后、肝肾肺 3 种器官正常组织、肝肾肺 3 种器官纤

维化建模早、晚期、工程化细胞对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的早、中、晚期的逆转

效果的全扫描蛋白质分子量测定、二级质谱分析。各包含每个组织两个重复样本

及 3 组生物学重复，（2+3+6+9）*2*2*3=240，共计 240 个样品。

12) 代谢组学分析：肝肾肺 3 种器官正常组织、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建模早、晚期、

工程化细胞对肝肾肺 3 种器官纤维化的早、晚期的逆转效果的代谢组学分析。各

包含每个组织两个重复样本及 3 组生物学重复，（3+6+6）*2*3=90，共计 90 个样

品。

15) 10  Genomics 单细胞测序：肝肺 2 种类器官的纤维化模型组、工程化细胞对肝肺

2 种类器官的纤维化模型的治疗组，共 3 组。

16) 南开大学附属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是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审批通过、具有

进行人类遗传资源收集（保藏）活动资质的单位。本课题将严格遵守患者知情同意

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采集不同分期的肝肾纤维化患者组织，肝肾各 40 例，进

行组织病理学检测，研究并验证基于小鼠模型及类器官芯片研究揭示的器官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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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发展机制及工程化细胞逆转机制。纤维化组织切片病理检测包括：H&E 染色、

特殊染色（SS）、免疫组织化学（IHC）和原位杂交（ISH）等。 

（3）燃料动力费 

    无

（4）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物费预算 13.66 万元，占全部直接经费的

3.61%，全部来源于专项经费。其中，南开大学预算 10.66 万元（其中包含 PCT
日本发明专利 1 项）、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预算 1.50 万元、上海科

技大学预算 1.50 万元。

主要用于支付课题研究成果发表相关资料检索、购买、论文发表、专利申

请等费用，具体如下：

序

号
内容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万元)

1 PCT/日本专利 1 80000/件 8.00
2 中国发明专利 9 5000/件 4.50
3 文献全文检索 30 120/篇 0.36

4 国内外相关标准、专利

全文资料查阅购买
20 250/件 0.50

5 标书及相关报告制作费 0.30
总计 13.66

最新政策说明：

（1）论文发表支出。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代表作和“三类高质

量论文”，发表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规定据实列支，其他论

文发布支出均不允许列支。对于单篇论文发表支出超过 2万元人民币的，需经

该论文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对论文发表的必要性审核通过

后，方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相关的论文发表支

出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列支。不允许使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

项资金奖励论文发表，对于违反规定的，追回奖励资金和相关项目结余资金。

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要对论文发表的必要性以及与项目研究的相关性等

进行审核；对于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等的论文，要从严审核、加强管理。

在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过程中，相关管理专业机构将加强对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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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中列支论文发表情况的核验。

（2）间接费用。改革间接经费预算编制和支付方式，不再由项目负责人

编制预算，由项目管理部门（单位）直接核定并办理资金支付手续，资金直接

支付给承担单位。

（3）预算绩效负责制。实行科研项目责任人预算绩效负责制，重大项目

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

（4）差旅费。允许项目承担单位对国内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费、市内交

通费和难以取得发票的住宿费实行包干制。

（5）鼓励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聘用优秀高校毕业生。为促进科研项

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结合当前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要求，

对鼓励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聘用优秀高校毕业生的有关政策说明如下：

一是聘用范围和形式。在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鼓励聘用高校毕

业生（本、硕、博）作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工作，并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用人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置博士后岗位，并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聘用、管理。

二是支出渠道及相关标准。科研项目经费的“劳务费”科目可以列支项目

聘用的高校毕业生、博士后相关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其标准参照当地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确定；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可用于单位聘

用的高校毕业生、博士后开展相关研究的支出，开支标准仍根据当地相关标准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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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说明

三、其他来源资金来源说明（需说明资金的来源、用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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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书签署 

 

甲乙双方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国务院关于

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科技

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科发资

〔2017〕152号）、《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科教〔2016〕113 号）、《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监督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科发政〔2015〕

471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政策和管理要求，依据项目立项

通知，签署本任务书。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甲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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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课题承担单位（乙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 

                                                （公章） 

                                              年   月   日 

 

 

课题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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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天 津 市 卫 生 健 康 科 技 项 目

任 务 合 同 书

项目名称： 节拍剂量卡培他滨抑制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的实验研究

项目类别： 自筹项目

起止年限：2020 年 8 月 至 2023 年 7 月

承担单位：（加盖公章）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项目负责人： 李姗霓 电话： 13752007899 传真：022-23626212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邮编： 300192 电子邮箱： 13752007899@163.com

合（协）作单位：（加盖公章）

项目委托单位：（加盖公章）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二○年制

Z C 2 0 0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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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合同书适用于列入天津市卫生健康科技项目填写。

2．任务合同书中文字须用宋体小四号字填写。凡不填写

内容的栏目,请用“无”表示。对于选择栏目，采用将所选

项空格涂黑的方式确定。

3．项目编号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统一规定，应将项目编

号填入任务合同书封面。

4．合同书正本必须用电子文档录入和打印（A4 纸），

左侧装订，一式 4 份，天津市卫生健康委 2 份，返项目承担

单位 2 份。

5.《项目申报书》是本任务合同书填报的重要依据,任务

合同书填报不得降低考核指标,不得自行对主要研究内容作

大的调整。《项目申报书》和本任务合同书将共同作为项目

过程管理、验收和监督评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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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天津市卫生健康科技项目管理暂行方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委托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李姗霓 承担天津市卫生健康科技项目中

的 自筹项目节拍剂量卡培他滨抑制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的实验研究 项目

的科研任务。市卫生健康委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跟踪管理；项目承担单位按

合同书约定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实施研究工作；协助方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

委对项目进行管理。各方就本项目的实施与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签订如下

合同书。

一、项目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项目研究内容、目标、技术难点、创新点：

研究内容：为了研究 CAP 对免疫细胞的影响，本研究首先采用改良 Kamada 的二袖套法

建立 Lewis-BN 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模型，通过肝脏组织病理 Banff 评分评价模型构建

的有效性；随后利用不同的药物组合（节拍剂量 CAP、FK 和节拍剂量 CAP+FK）对大鼠

肝移植模型进行灌胃饲养，观察不同给药方式下大鼠基本生理条件的变化；最后经时

采集大鼠外周血，检测总淋巴细胞数、T淋巴细胞数、CD4+和 CD8+T 的表达以及 IL-2

和 IFN-γ的分泌，对肝组织进行 Banff 评价，明确 CAP 对免疫细胞的影响。

研究目标：

一、分析外周血排斥相关淋巴细胞、细胞因子以及病理评分变化证实 CAP 免疫抑制效应；

二、证实节拍剂量 CAP 术前诱导方案有效抑制排斥反应；

三、分析对比节拍剂量 CAP 与 FK 免疫抑制功效，为寻找最佳用药方案提供实验依据。

技术难点：无

创新点：首次从科学实验角度，观察证实节拍剂量 CAP 对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抑制效

用，对比与一线免疫抑制剂 FK 的影响及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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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完成后成果提供形式及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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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专利等数量、指标等）：

发表 SCI 论文 1-2 篇，中文核心论文 2篇。

预计经济指标（如:研究项目通过产业化和实际应用后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

节拍剂量卡培他滨用于优化肝癌肝移植后治疗方案，可以大幅减少免疫抑制剂服药剂量,

极大地减少患者经济负担。

预计项目实施后可形成的社会效益（如:项目通过实际应用后，对提高学科建设水平的贡

献，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防病、治病等方面取得的综合效益）：

探讨节拍剂量 CAP 术前诱导方案抑制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有效性，为优化肝癌肝移

植治疗方案提供实验理论依据，具有极大地临床转化价值和指导意义。

学科梯队建设（如：培养学科梯队骨干及博士、硕士等）：

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各一名

其它应考核的指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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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机制

课题参与单位的任务分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负责课题设计、数据分析、实验病理、流式检测、免疫检测及论文撰写；

课题组培养的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负责动物模型建立；

课题组培养的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负责动物饲养及数据整理；

合作模式、知识产权与成果分配约定：

无

四、项目的计划进度及目标

时间进度 项目计划完成的内容及目标

2020 年 8

月～2020 年

11 月

查阅资料、熟悉实验方法摸清实验条件，定制试剂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0 月

建立稳定大鼠急性排斥反应模型，确定排斥反应最佳取材时间节点及灌药方法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0 月

随机分组对照建立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模型，留取标本数据及并检测外周

血淋巴细胞数及细胞因子含量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6 月

统计分析变化趋势及相关性，撰写论文及结题报告



正
式
合
同
书

5

五、项目经费 单位：0 万元

（一）经费来源 （二）经费支出预算

科 目
经费

额度
科 目 支 出

合计 合计

一、财政拨款 一、科研业务费 5000 元

二、单位匹配经费 二、实验材料费 13000 元

三、其它来源 三、仪器设备费 0 元

四、协作费 0 元

五、管理费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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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所在单位及部门

技术职称、

行政职务
现从事专业 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 备注

负责人
李姗霓 女 43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

副主任医师 移植内科 课题设计、数据分析、论文撰写

主要

参加人

郑虹 男 55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院领导、器官移植中心

主任医师 移植外科 课题指导

王 政 禄 男 4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生物样本库、病理科

主任医师 移植病理 实验病理

参

加

人

王 辉 男 48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

主治医师 移植外科 动物实验指导

曹 磊 男 32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生物样本库

助理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流式检测、免疫检测

张 赛 男 29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 无 博士研究生 动物模型建立

周 云 辉 男 25 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无 硕士研究生 动物饲养、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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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同书签订各方签章

任务下达单位：

负责人（签字）

市卫生健康委审定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盖章）

帐 户 名：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帐 号： 12120000401354205H （公 章）

开户银行：建行天津南开支行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

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审定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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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共同条款

任务各方需共同遵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科技项目及经费相关管

理规定。

1．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按要求编报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经费预、

决算和有关统计报表，及时上报市卫生健康委，逾期不报，市卫生健

康委有权做出处理。

2．任务执行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如需调整任务、人员，应根

据有关规定，向市卫生健康委提出变更内容及其理由的正式申请报

告，经市卫生健康委审核同意后备案。未经正式批准以前，双方须按

原合同书履行，否则后果由自行调整的一方负责。

3．项目承担单位因某种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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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项目承担单位没有提出中止任务的要求，市卫生健康委

有权根据调查情况作出中止任务的处理。

4．项目承担单位完成项目研究内容，并达到项目验收考核指标

后，应及时向市卫生健康委提出结题验收申请。市卫生健康委应按有

关规定组织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验收前应向市卫生健康委提交

验收申请、经费决算单及相关材料。

5．该项目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归市卫生健康委和项目承担单位共

有。项目承担单位享有该成果的使用权、专利申请权、著作权和有限

转让权。项目承担单位在转让该成果时须征得市卫生健康委的同意。

6．项目承担单位在该项目研究中发表的有关论文、出版的著作

及成果转让文件材料等须注明“天津市卫生健康科技项目”。

7．市卫生健康委根据相关规定，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凡不符

合规定的开支，市卫生健康委有权提出调整意见。必要时，有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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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调整或撤销。

8．本合同书所协议的其它条款如下：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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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基础信息表

项目名称

节拍剂量卡培他滨抑制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的实验研

究
起止年限 2020.8-2023.7

项目类别 自筹项目

承担单位

名 称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法 人 沈中阳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24 号 邮 编 300192

单位类别
□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 □事业单位

□其它
隶 属 □直属单位 □其它

参加单位 1
名 称 无 所在地

参与方式 □合作 □协作 □技术承接方 □技术依托方

参加单位 2
名 称 无 所在地

参与方式 □合作 □协作 □技术承接方 □技术依托方

项目负责

人及主要

参加人

项目负

责人

姓 名 李姗霓 性别 女 出生 1976 年 12 月

学历/学位 博士/博士 职务 无 职称 副主任医师

电 话 13752007899 E-mail 13752007899@163.com

工作单位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第一参加

人

姓 名 郑虹 性别 男 出 生 1965 年 9 月

学历/学位 博士/博士 职务 副院长 职称 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第二参加

人

姓 名 王政禄 性别 男 出生 1976 年 11 月

学历/学位 硕士/硕士 职务
生物样

本库主任
职称

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项目简介

（包括项

目目标、创

新点、预期

成果等，

100 字以

内）

首次用科学实验分析外周血淋巴细胞、细胞因子以及组织病理评分证实 CAP 免疫抑制

效应；证实节拍剂量 CAP 术前诱导方案有效抑制排斥反应；对比与 FK 免疫抑制功效，

为寻找最佳用药方案提供实验依据,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 2篇。

预期

成果和

效益

专利 件，其中发明专利 件；著作权 件；论文论著 2篇；技术标准或生产
规范 项；新产品 个；应用推广 项；新工艺 项；新装置新设备 项；
新材料 项；人才引进 人；人才培养 2 人；其他 ；
预期经济效益: 减少肝癌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的使用剂量,极大减少患者经济负担.
预期社会效益：为改善肝癌肝移植患者预后及新型治疗方案的确定打下坚实的理论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