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医学科技奖拟推荐项目公示内容

1.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申请奖项级别： 一等奖

2.项目名称

移植干细胞源性神经网络组织修复脊髓损伤的系列研究

3.推荐单位

中山大学

4.推荐意见

脊髓损伤是一种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创伤性疾病，目前

临床上尚无有效治疗策略。因此,脊髓损伤修复研究已成为

当今生物医学领域国际竞争的热点和主攻方向。本项目在国

际上率先构建组织工程神经网络组织或类脊髓组织重建脊

髓损伤后受损神经环路这一设想开展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等资助下潜心研究，探索神经营养素-3 与其

受体 TrkC 相互作用促进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的机制，创建

组织工程神经网络组织及类脊髓组织，并证实移植组织工程

神经网络组织或类脊髓组织可与宿主脊髓神经网络整合，起

到修复脊髓神经网络的神经元中继器作用，接收上、下行神

经通路信息，并将神经信息传递给损伤处两侧断端的宿主神

经元，改善脊髓运动和感觉功能。因此，该项目在国际上率

先揭示了组织工程神经网络组织及类脊髓组织重建脊髓损

伤后受损神经环路的机制，并提出修复脊髓损伤的“组织工

程神经元中继器”假说，从而打破了“脊髓内形成上、下行

神经传导通路的再生神经纤维必需要穿越全横断脊髓损伤

处才能够修复受损伤脊髓”的传统观念。该成果具有新颖性



和原创性，写入全国医学生规划教材，载入中国科技发展史。

研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性神经网络组织或类

脊髓组织、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等新策略，为临床转化治疗

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基于以上科研成果，共发表了论文 20 篇，其中包括

Avanced Science、Biomaterials 等国内外学术权威期刊上

SCI 论文 19 篇，总影响因子 148.37 分，SCI 总他引 346 次，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培养博士硕士 17

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托举人才及广东省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助力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建设。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其申报第四届广东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成年哺乳动物脊髓神经网络是由其中的中间神经元联络

上、下行神经传导通路以及运动神经元等元件构成。完全性

脊髓损伤的结果是破坏了脊髓神经网络结构，导致神经元之

间形成的神经传导通路功能障碍，瘫痪肢体运动。时至今日，

完全性脊髓损伤的神经网络重建是尚未解决的关键科学问

题，这是目前还没有较好修复策略问世的主要原因所在。因

此，脊髓损伤修复研究已成为当今生物医学领域国际竞争的

热点和主攻方向，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

规划》制定的重大项目之一。

为了解决上述关键科学问题，本项目在国际上率先在体外

联合应用神经营养因子及其受体、成体组织干细胞定向诱导

分化和生物支架材料等组织工程新技术，构建具有突触传递



功能的外源性神经网络组织和类脊髓组织。在此基础上，将

这两种干细胞源性组织移植到全横断脊髓损伤处，在改善受

损伤组织微环境的同时与其诱导的内源性新生神经元动态

整合及功能协同，起到修复神经传导通路的神经元中继器作

用，接收上、下行神经信息，并将神经信息传递给损伤处两

侧断端的宿主神经元。以此方式促进外源性神经网络组织或

类脊髓组织与宿主脊髓神经网络组织的功能性整合，促使脑

源性兴奋性神经信息得以有效地传递到脊髓运动神经元，从

而提升瘫痪肢体的运动和感觉功能。以上研究阐明了外源性

神经网络组织和类脊髓组织的构建机制以及这两种干细胞

源性组织移植修复全横断脊髓损伤神经网络组织的作用机

制，为安全有效地治疗脊髓创伤性疾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具

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和实验依据。

本项目研究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在内

的 13 项国家及省市级基金资助。本项目全部研究在国内完

成，共发表 20篇研究论文。代表性论著主要发表于 Advanced

Science、Biomaterials 等国内外学术权威期刊上，总影响

因子 148.37，SCI 总他引 346 次，单篇最高 SCI 他引为 58

次，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和验证。本项目提出的组织工程神

经元中继器理论和研究证据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

《中国学科史研究报告系列-中国解剖学科史》，载入中国

科学发展史。组织工程神经网络构建技术及组织工程神经元

中继器修复脊髓损伤的假说先后写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的面向全国医学本科生使用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组织学与胚胎学》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临床医

学专业本科生使用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再生医学》。

项目研究内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3 项。



本项目培养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11 名，培养并获得

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6 名和培养并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 2

名。其中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托举人才 1 人次（2018

年），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次（2020 年）。项

目第 1 完成人是学科带头人，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

大项目课题，组织和实施过系列基因修饰干细胞移植修复完

全性脊髓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宝钢优秀教师和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等称号。

6.客观评价

【学术公认程度】

本课题历时 6年，在包括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科技

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在内的 13项国家和省市级基金的资助

下完成，相关的研究结果已在 Advanced Science、Biomaterials

等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20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的论文 7篇，

影响因子大于 5-10 的 SCI 论文 6 篇。被包括 Nature Review

Materials、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等 SCI收录杂志他引 346次，单篇最高引用次数为 58

次（检索证明附件）。应用文献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技术，

Yuh-Shan Ho表明本团队在应用干细胞修复脊髓损伤方面为过去

20 年国际上科研产出最多的团队（Ho YS, World Neurosurgery,

2020, 140:423-427）；张安仁团队通过 2014-2018年间文献计量

学分析表明：“影响力相对较高的作者为 Zeng YS，其在该领域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MSCs 结合明胶海绵支架在脊髓损伤治疗中

的促轴突再生和神经网络修复作用”（叶佳美等，中国康复理论

与实践 2020,26:00-406）。



由于应用组织工程神经网络组织修复脊髓损伤的独特性、创新

性以及未来的潜在应用价值。本项目工作受邀参加2018年第609

次“香山科学会议”并做“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移植策略在修复

脊髓损伤中的研究”专题报告，受到与会国内外同行的热烈讨论

与普遍认可（附件第1页）。以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理论假说

为支撑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81330028），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2017YFA0104700）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81898003）等国家级重点/

重大项目资助。2021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中国学科史研

究报告系列-中国解剖学科史》中评述了本项目提出的组织工程

神经元中继器理论和研究证据改变了“成年哺乳动物脊髓内再生

的下行神经传导束轴突必须穿越全横断脊髓缺损区才能恢复脊

髓自主运动功能”的传统观念，载入中国科学发展史（附件第页）。

组织工程神经网络构建技术及其在修复脊髓损伤中的特色研究

于2015年写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全国医学本科生使

用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附件4第2

页）；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修复脊髓损伤的假说于2017年写入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使用的全国

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再生医学》，为全国医学教育增添了新的知

识点（附件第页）。

【部分引证和评价实例】

重要科学发现 1：修复脊髓损伤的“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假

说

中国科学院戴建武团队引用了本项目的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

器修复脊髓神经环路的理论（代表性论文 1），认为组织工程神

经元或者内源性干细胞分化的神经元通过连接上行和下行的神

经纤维，中继神经信息的方式，对运动和感觉功能的修复起了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Fan CX, et al., Acta Biomaterialia, 2017,

51:304-316）。此外，他们认为组织工程中继器（代表性论文 1）

移植到脊髓损伤处不但可以重新作为桥梁恢复脊髓的神经信息

传递功能，还能够适应和改造损伤处的微环境，对抗炎症和胶质

瘢痕、对抗兴奋性神经毒性物质和钙超载的对组织细胞造成损

害，最终实现对动物运动功能的良好修复（Chen X, et al.,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18 Jul;7(14):e1800315.）。对移

植类脊髓组织重建脊髓神经环路、更高效率中继神经信息和重建

自主运动功能的创新性进行了大篇幅的介绍和积极评价（代表性

论文 4）。Shen, H, et al.,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2, 32,

2110628)

浙江大学方马荣团队引用本项目关于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

修复脊髓损伤的理论（代表性论文 1），认为脊髓损伤后很有必

要聚焦于补充新的神经元在损伤处重新建立起神经信息传递的

环路（Liu XH, et al., 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 2019

Mar;82(3):296-303）。

美国 SUNY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 Jacet Paluh团队评价了应用

于比格犬的神经干细胞源性神经网络组织促进神经再生并与再

生的神经纤维建立兴奋性突触对于其中继神经信息和重建自主

运动功能的重要意义（代表性论文 2）（Olmsted ZT and Paluh JL.,

Frontiers in Cellular Neuroscience. 2021 Apr 26;15:667590）。

德国海德堡大学 Radhika Puttagunta 团队认同我们构建的

MSC源性神经网络组织（代表性论文 3）能与宿主神经环路整合，

促进脊髓损伤后功能修复（Liu SW, et al., Frontiers in Cellular

Neuroscience. 2018;11:430.）。

重要科学发现 2：创建组织工程神经网络组织及类脊髓组织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学院张赛团队引用本项目的工程化



神经网络组织的设计和构建理念（代表性论文 1），并证实根据

损伤组织的修复需求和设计构建的神经网络组织不仅具有良好

的组织相容性，还有利于移植后在损伤处营造促进神经细胞存活

和促进神经再生修复的微环境（ Jiang JP, et al., Biomaterial

Science, 2020, 8:6362-6374）。该团队还引用本项目类脊髓组织

的构建策略和构建体系（代表性论文 4），并评述类脊髓组织培

养体系有利于细胞的生物信息交换和代谢物质的交换，并有利于

新生轴突的生长（Jiang JP, et al., Theranostics, 2021, 11:768-788）

（附件 第 页）。

意大利卫生部 IRCCS Casa Sollievo della Sofferenza 研究中心

Fabrizio Gelain团队采用了本项目组织构建策略（代表性论文 4），

证实在体外先确定干细胞的分化方向再应用于体内移植能够取

得 更 好 的 功 能 修 复 效 果 （Marchini A, et al.,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2020,14:413）

加拿大科学院院士、McGill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Maryam

Tabrizian评述本项目组织工程构建（TEC）的MSC源性神经元

（代表性论文 3）可作为与宿主神经环路良好整合的策略；并提

示此方法可应用于其他神经系统其它部位的再生修复（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18;7(3):10.1002）

葡萄牙 Porto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Ana Paula Pêgo详细地记

录了本项目组织工程神经网络构建方案（代表性论文 3），并认

为“工程化的MSC有助于促进脊髓损伤的修复”（Pires LR, et al.,

Regenerative Biomaterials. 2015;2(3):203–214.）

重要科学发现 3：基于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的脊髓损伤微环境改造

技术

美国工程院/医学院/发明家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系教授 Kam W. Leong 教授在 Nature Review Materials正面



评价我们的工作，认为 NT3/丝素涂层明胶海绵支架显示出良好

的抗炎活性，适合大动物脊髓损伤修复。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生物材料研究中心 Dong Keun Han 团队

综述评价本项目所制备的 NT-3缓释支架中（代表性论文 8）NT-3

对神经元的存活和分化中起重要作用，同时对改善损伤微环境抑

制炎症起重要作用（Park SB, et al.,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2017,68:77-105）。

7.推广应用情况

推广情况

组织工程神经网络构建技术及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修复脊

髓损伤的假说先后写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全国医学

本科生使用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以

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使用的全国

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再生医学>>。

其中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版）

发印册数为 524397册，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再生医学》（第

2版）发印册数为 3000册。本项目研究结果在全国国内专业领

域内获得广泛的推广。

社会效益

脊髓损伤是一种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创伤性疾病，目前临床上

尚无有效治疗策略。因此脊髓损伤修复研究已成为当今生物医学

领域国际竞争的热点和主攻方向。本项目在国际上率先揭示了组

织工程神经网络及类脊髓组织重建脊髓损伤后受损神经环路的

机制，并提出修复脊髓损伤的“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假说，

从而打破了“脊髓内形成上、下行神经传导通路的再生神经纤维



必需要穿越全横断脊髓损伤处才能够修复受损伤脊髓”的传统观

念。本项目研究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认可和验证，

提升了我国在脊髓损伤治疗研究领域的国际水平。

本项目提出的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理论和研究证据编入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的《中国学科史研究报告系列-中国解剖学

科史》，载入中国科学发展史。组织工程神经网络构建技术及组

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修复脊髓损伤的假说先后写入由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全国医学本科生使用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教

材<<组织学与胚胎学>>以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临床医

学专业本科生使用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再生医学>>。获

得国家授权专利 3 项。培养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11 名，

培养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6 名和培养并获得学士学位的本

科生 2 名。项目培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托举人才 1 人次

（2018年），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次（2020年）。

项目第 1完成人是学科带头人，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

项目课题，组织和实施过系列基因修饰干细胞移植修复完全性脊

髓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宝钢

优秀教师和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等称号。本项目研究出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性神经网络组织或类脊髓组织、基因治疗

和细胞治疗等新方法，为临床转化治疗完全性脊髓损伤的提供新

策略。

8.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类别 发明人 授权号 授权时间

1

一种用于修复脊髓损伤

的人工神经网络样导管

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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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实验设计，

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所列 3个发现点做出了贡献。

是“ 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代表性论文第 3, 15的共同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件“20
篇代表性论文”第 3, 15。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

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

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2022年 5月 7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

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位在作为

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

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名 车明天 排名 8 性别 国籍

党派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职称 无

本科

毕业学校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USA 行政职务 无

所在科室 Biobank and Pathology Shared Resources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4-3-31 至 2018-06-30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

实验设计，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所列

5个发现点做出了贡献。是“ 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代表性论文第 1、4、5、12、18

的共同作者，代表性论文 2、8、9的共同第一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件

“20 篇代表性论文”。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

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

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月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

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位在作为

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

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姓名 吴国慧 排名 9 性别 国籍

党派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职称 主治医师

本科

毕业学校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行政职务 无

所在科室 病理科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5年 8月 20日-2018年 7月 13日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实验设计，

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 5：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治疗

大动物全横断脊髓损伤” 发现点做出了贡献。是“ 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发表论文第 5的第一作者，

第 12的第八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件“20篇代表性论文”第 5、1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

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

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2022年 5月 8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

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位在作为

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

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姓名 张可 排名 10 性别 国籍

党派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职称 无

本科

毕业学校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澳门大学 行政职务 无

所在科室 中华医药研究院 办公电话
+00853-65201
867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999078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4-09-01至 2020-3-3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

实验设计，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所列

4 个发现点做出了贡献。是“ 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代表性论文第 1、17、20 共同

作者，代表性论文 8、16 的第一/共同第一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件“20

篇代表性论文”。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

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

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2022年 05月 08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

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

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

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

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

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姓 名 金辉 排名 11 性别 国籍

党 派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职称 无

本科

毕业学校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清源生物（深圳）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所在科室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4 年 8 月 20 号– 2019 年 6 月 18 日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实验设计，

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 4：组织工程联合神经调控技术

修复脊髓损伤” 发现点做出了贡献。是“ 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发表论文第 18的第一作者，是第

13的第二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件“20篇代表性论文”第 13、18。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

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

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2022 年 5 月 7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

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位在作为

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

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邱学成 排名 12 性别 国籍

党 派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职称 讲师

本科

毕业学校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 行政职务 无

所在科室 生物化学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4年 3月 31日-2015年 6月 20日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实验设计，

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 1、2、3做出贡献。是：修复

脊髓损伤的‘组织工程神经元中继器’假说” 发现点做出了贡献，是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发表

论文第 11的第一作者，论文 3、7、9、11、12、20 的共同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

件“20篇代表性论文”所列发表论文第 1、3、7、9、11、12、20。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

关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

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

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本人签名：

2022 年 05 月 07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

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

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

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

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

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张玉婷 排名 13 性别 国籍

党 派 民族 籍贯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职称 技师

本科

毕业学校
最高学位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行政职务 无

所在科室 生殖医学科 办公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4年 8月 20日-2017年 6月 20日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中，参与项目选题、实验设计，

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本人对该项目“重要科学发现 4：组织工程联合神经调控技术

修复脊髓损伤” 发现点做出了贡献。是“ 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发表论文第 13的第一作者，第 18
的共同第一作者。支持本人贡献的旁证材料见附件“20篇代表性论文”第 13、18。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

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

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的情形。本人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

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2022 年 05 月 07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

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材料

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

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本单位在作为

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

成人报奖。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11. 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 序号 1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

代表人

单位性质 所在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

信息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对本项目的贡献：

该项目开展的主要实施单位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依托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本单位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条件、 设备支持与人才保障， 参与了全部与本项目

相关的课题申请、 验收结题及论文发表等方面的工作。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

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暨南大学 序号 2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

代表人

单位性质 所在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银行账户

信息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对本项目的贡献：

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再生研究院为本项目的发现点作出创造性贡献，在本研究项目部分工作

中，参与项目选题、实验设计，数据评价总结，论文撰写等全过程。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

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本单位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完成单位盖章

年月日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