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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推荐奖种 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基于生物与信息融合的头颈部肿瘤智能诊疗关键技术研发及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推荐意见

头颈部肿瘤为广东省高发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周围结构复杂，病理类

型多样，具有确诊晚、治疗难及预后差等特点，七成以上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

该成果在 15项国家、省、市科研项目支持下，围绕头颈部肿瘤诊疗的重大临床需求

开展序贯性研究：(1)创新了影像组学模型优化方法；(2)发现了头颈部肿瘤新型生物

标志物；(3)创新了头颈部肿瘤分子分型方法；(4)搭建了头颈部肿瘤智能诊疗新平台，

提升了头颈部肿瘤诊疗的可及性、科学性及客观性。该项目取得系列创新成果，推

动了国内头颈部肿瘤诊疗技术的进步。

近 5年该项目组在 Nature、JCO、Lancet Digital Health、Gastroenterology、Clinical
Cancer Research、JNCI、Radiology等期刊上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200余篇，

其中中科院一区 TOP 40余篇、ESI高被引 6篇、ESI热点 1篇。5项研究被国际指

南及专家共识引用，参与制定 8项头颈部影像国内专家共识。该成果在影像人工智

能领域获得较好成果转化，授权及实审专利 24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18件，临床转

化应用产品 8个，主编及参编教材 13项。该成果亦在广东、江西、湖南、贵州等

50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得到一致好评，社会效益显著，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作贡

献。

我单位认真审核推荐书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

意推荐其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头颈部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高，头颈部结构复杂，肿瘤病理类型多样，建立系统化、

规范化及科学化的临床诊疗模式仍极具挑战。本项目围绕“头颈部肿瘤智能诊疗重大需

求”，在 15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支持下，采用生物与信息融合技术，从头颈部肿

瘤诊疗体系的构建、应用、评价等多层次多角度深入研究，围绕“精准诊断、疗效评估

和预后预测”三个维度，研发了全链条式头颈部肿瘤精准诊疗平台，广泛适用于鼻咽癌、

甲状腺癌、喉癌、下咽癌等多个病种，显著提高了头颈部肿瘤诊疗的科学性及客观性，

推动了我国头颈部肿瘤诊疗技术的进步。

1. 创新了影像组学模型优化的新策略，实现了鼻咽癌治疗疗效的精准预测。提出

了不同机器学习算法用于影像组学模型优化，将图像特征转变成数字特征，构建了鼻咽

癌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分类预测模型，提升了传统影像学的证据力度，更加符合临床精

准诊疗需求（Cancer Letters 2017, 肿瘤领域 TOP期刊，ESI高被引论文）。研究成果被

Lancet鼻咽癌专题研讨（Lancet 2019）及“鼻咽癌 CSCO和 ASCO国际联合指南”（J Clin
Oncol 2021）引用。

2. 发现了头颈部肿瘤新型生物标志物，提升了头颈肿瘤诊疗的精准度。筛选并鉴

定碳酸酐酶-9（CAIX）、影像标志物等肿瘤生物标志物，发现病毒载体介导的 Ang-（1-7）
表达及沉默变异性浆细胞瘤异位 1（PVT1）能够显著抑制鼻咽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实

现头颈部肿瘤诊疗精准度高于肿瘤诊疗指南 10%。研究成果被《鼻咽癌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引用。

3. 创新了头颈部肿瘤分子分型方法，为头颈部肿瘤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潜在分子靶

标。开发基于无监督机器学习的头颈部肿瘤分子分型方法（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2020），并基于该方法将头颈部肿瘤分成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 5个转录组分子分型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5，ESI高被引论文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等权威杂志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正面评述，为头颈部肿瘤的用药提供潜在的个性化解

决方案；为了进一步给各头颈部肿瘤亚型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通过大规模肿瘤基因组

测序，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了不同头颈部肿瘤亚型特异的驱动基因或者通路，为



头颈部肿瘤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分子靶标（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15，ESI高被

引论文 ），被多个顶级肿瘤学期刊例如 CA 和 Nature Reviews Cancer等权威杂志正面

评述。

4. 搭建头颈部肿瘤智能诊疗新平台，提升头颈部肿瘤诊疗均质化水平。基于大样

本甲状腺结节超声图像构建人工智能诊断模型，预测准确率高达 94%。欧洲知名媒体

Endocrine today对此进行专题评论报道，认为该模型有望改变甲状腺结节目前基于经验

的诊断模式。牵头建立头颈部肿瘤联盟并制定指南，构建头颈部肿瘤全生命周期诊疗体

系。

推广应用及成果效益：本项目 Nature、JCO、Lancet Digital Health、Gastroenterology、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JNCI、Radiology等期刊上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200
余篇，其中中科院一区 TOP 30余篇、ESI高被引 6篇、ESI热点 1篇。5项研究被国际

指南及专家共识引用，达成 8项头颈部影像国内专家共识。本项目在肿瘤人工智能领域

获得较好成果转化，授权及实审专利 24件，登记软件著作权 18件，临床转化应用产品

8个，主编及参编教材 13项。应邀作国内外学术大会报告 66次，培训 2万名影像及肿

瘤医护人员。与东软人工智能研究院合作，将部分专利嵌入大型医疗设备后处理程序中，

创造间接产值约 5000万元。本项目成果亦在广东、江西、贵州等 50家三甲医院推广应

用获得一致好评。

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用：本项目为提高治愈率、减少后遗症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

了我国头颈部肿瘤诊疗的规范化及同质化，提升了诊治水平，丰富完善了我国头颈部肿

瘤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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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

1.张水兴，第一完成人，主任医师，副院长，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

新点 1、2、4 做出创造性贡献，全面把握项目实施方案和技术路线，指导并监督

该项目顺利实施和推广

2.张斌，第二完成人，助理研究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1、
2、4 做出创造性贡献

3.左志向，第三完成人，副研究员，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对本项目创新点 3 做

出创造性贡献

4.黄文慧，第四完成人，住院医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1、
2 做出创造性贡献

5.张璐，第五完成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1 做出创造性贡献

6.张静，第六完成人，副研究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2 做出

创造性贡献

7.莫笑开，第七完成人，住院医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1 做

出创造性贡献

8.熊志远，第八完成人，助理研究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2
做出创造性贡献

9.裴娜娜，第九完成人，副主任医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2
做出创造性贡献

10.陈秋颖，第十完成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2、4 做出创造

性贡献

11.金哲，第十一完成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4做出创造性

贡献

12.方进，第十二完成人，主治医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1、
4 做出创造性贡献

13.汪飞，第十三完成人，副主任医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4 做出创造性贡献

14.何子聪，第十四完成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2 做出创造

性贡献

15.郑杰灵，第十五完成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本项目创新点 1 做出创造

性贡献

完成单位情况

排名 单位名称 对本项目的贡献

1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为开展项目主要研究工作提供相关

条件，负责相关头颈肿瘤精准决策开

发以及总结推广工作,是本项目能够

顺利实施的坚强后盾

2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负责项目的部分主要研究工作,在本

项目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协调、监督

和管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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