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硒纳米药物肿瘤放射增敏应用与临床转化关键技术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属于药学及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化学创新药物研究的国际前沿课题。项目围绕肿瘤精准

放射治疗中的关键科学问题，聚焦于放疗毒副作用、放疗抵抗和免疫抑制三大瓶颈，开展硒纳米

放疗增敏剂的基础与转化交叉研究。基于肿瘤的生化特性设计了靶向性硒纳米制剂，实现精准药

物递送，降低毒副作用；构建了肿瘤微环境响应性的精准控释硒纳米药物体系，克服微环境瓶颈，

提高放疗敏感性，逆转放射耐受；利用硒纳米药物高效激活硒酶的特性，增强天然/过继性免疫，

解除放疗免疫抑制，实现放射/免疫协同治疗。在此基础上，率先突破了无机纳米药物产业转化

瓶颈，实现千升级自动化生产，并在多家医院开展多中心临床放疗研究。

基于该项目的开展，研究成果在 Matter、Angew、Science Advance、ACS Nano和Adv.

Funct. Mater等影响因子＞10 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篇，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0件，培

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包括国家杰青、广东省杰青等；相关成果获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二等奖及中华医学会青年科技奖

等科技奖励，主办了中国化学会第十六届生物无机化学会议暨金属化学生物学学术会议、第六届

国际硒研讨会及第一届国际富硒产业联盟大会，极大的推动了硒纳米药物肿瘤放射增敏应用研究

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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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其申报2024年中

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放射治疗是临床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在常规治疗中约70%患者需要接受放射治疗，在 40%

肿瘤治愈患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型放射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对肿瘤病灶的治疗更

为精准，但是放射线本身的无选择性杀伤作用、大剂量/高频次放疗导致的耐受及并发症、肿瘤

特殊微环境诱发的放疗抵抗和免疫抑制等问题，大大制约了放疗临床疗效。因此，在放疗中利用

各种辅助手段降低肿瘤的辐射抗性，提高恶性肿瘤的辐射敏感性，减轻或避免正常组织的辐射损

伤，是临床放射治疗的迫切需求。研发安全、高效的放疗增敏剂以减少放疗使用剂量、提高放射

疗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具有重大临床价值，符合国家创新药物开发的重大战略需求。

   纳米技术发展迅猛，在肿瘤成像、诊断和靶向治疗等方面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

如何针对肿瘤的复杂性，利用纳米技术及纳米药物的优势，开发高效低毒、成药性高的纳米放疗

增敏药物，是纳米医学领域的前沿热点及“卡脖子”关键技术。因此，在本项目的研究历程中，针

对放射治疗中的毒副作用、放疗抵抗和免疫抑制三大焦点瓶颈问题，研发出可转化的纳米创新药

物，提升放射治疗的疗效，实现了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有效调控，并开发了肿瘤同步放射/免疫

联合治疗的新策略。在深入揭示硒纳米药物化学结构及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深刻阐明硒纳米药物

放疗增敏及免疫调控的分子机制。同时率先突破了无机纳米药物产业转化瓶颈，实现千升级自动

化生产，并在多家医院开展多中心临床放疗研究，解决了纳米医药领域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推

进了硒纳米药物在肺癌及前列腺癌中的临床治疗应用，解决纳米医学临床转化瓶颈及其核心科学

问题。基于该项目的开展，研究成果在Matter、Angew、Science Advance、ACS Nano和

Adv. Funct. Mater等影响因子＞10的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篇，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0



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包括国家杰青、广东省杰青等；相关成果获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抗癌协会科技二等奖及中华医学会青年

科技奖等科技奖励，主办了中国化学会第十六届生物无机化学会议暨金属化学生物学学术会议、

第六届国际硒研讨会及第一届国际富硒产业联盟大会，极大的推动了硒纳米药物肿瘤放射增敏应

用研究与开发。

   总体而言，本项目课题来源于恶性肿瘤放射治疗的临床需求，针对其技术瓶颈问题及背后科

学问题，开发高效低毒的放疗增敏制剂，推动其从基础走向临床应用，解决我国在放疗领域创新

药物发展的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和科学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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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妍瑜，傅元

婷，李梦婷，

蒋大伟，

Christophe

r J 

Kutyreff, 

Jonathan W

Engle，兰晓

莉，蔡伟波，

陈填烽

蔡伟波，陈填

烽

Scie

nce 

Cita

tion

Inde

x 

Expa

nded

(SCI

-

EXPA

NDED

)

53 是

6

Selective 

cellular 

uptak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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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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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填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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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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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910064563.X
2022-08-02

一种大规模制备多糖

修饰纳米硒的方法及

应用

陈填烽，陈义康，

李海伟，桑诚诚，

贺利贞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0064561.0 2022-08-02
一种纳米硒的回收方

法及应用

陈填烽，陈义康，

李海伟，桑诚诚，

贺利贞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111343688.X
2022-12-16

纳米硒蛹虫草水提物

在减少放疗损伤中的

应用及其保护剂

陈填烽，刘畅，李

海伟，陈义康，李

绿漪，陈雯婷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111343683.7
2023-01-13

硒碲哑铃型异质结构

的放疗增敏剂及制备

方法和应用

陈填烽，常兖州，

黄狄娜，李海伟，

陈义康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510212827.3
2018-01-09

纳米硒作为X射线放

疗增敏剂的应用
陈填烽

6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8-03-27 纳米硒作为碘-125粒 陈填烽，谢强



201510708603.1 子放疗增敏剂的应用

7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710058192.5
2020-06-09

纳米硒作为 CIK细胞

增敏剂的应用

陈填烽，刘婷，贺

利贞

8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111343377.3
2023-09-05

双靶向纳米硒-阿霉素

复合物在铂耐药恶性

肿瘤治疗的应用

陈填烽，王晓玉，

郑少烈，黄炜

9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011078460.8
2022-09-27

一种纳米硒皮克林乳

液及其制备方法与应

用

陈填烽，郭晓明

10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1811325424.X
2021-12-21

多糖功能化纳米硒在

富硒水稻种植中的应

用

陈填烽，赵秋香，

江海燕，陈樑，贺

利贞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填烽 1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教授,教授
化学与材料学

院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一直致力于硒药物化学与肿瘤诊疗一体化的研究，在基于肿瘤化学特性的靶向药

物设计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解决硒在生物医药应用的瓶颈及“卡脖子”问题，突破了化学材料制备、基

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壁垒，促进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相关技术研究迅速地转化应用于临床诊疗。对

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 1~3项创新点做出了创造性、实质性贡献，是 10篇代表性论文专著的作者，10

项发明专利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贺利贞 2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教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发展了大规模制备多糖修饰纳米硒的新方法并推广其在富硒产品以及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并开展纳米硒抗肿

瘤机制与肿瘤诊疗应用研究，对本项目第 1和第 3点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2的第一作

者和发明专利 1，2，4，5，8.10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婷 3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副教授,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多功能硒纳米药物在肿瘤治疗以及免疫系统调节方面的研究，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3项创新

点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9，10和知识产权 7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炜 4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助理研究员,助理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硒/碲基药物的设计合成及其在肿瘤放化疗等方面的机制研究，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1项和第

2项创新点做出的实质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4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常兖州 5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助理研究员,助理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开展精确调控含硒纳米异质结放疗增敏剂的开发工作，提供了一种简便且通用的设计策略与合成方法，也为

克服临床肿瘤放疗面临的关键瓶颈提供了一种新型放疗增敏剂及其联合新策略，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价值和

理论意义，见应用佐证材料，是发明专利 4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冠宁 6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助理研究员,助理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多功能硒纳米药物的构建及生物活性等方面的研究，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所列第 3项创新点做出的

实质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2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畅 7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助理研究员,助理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含硒药物的向设计与生物医药应用评价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茗凯 8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其他,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化疗的生物活性评价以及机制研究，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第 1项和第 2创新点做出的实质性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赖浩强 9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副教授,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完成硒基药物在抗氧化应激、抗肿瘤免疫治疗和临床免疫功能调控中的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3的主要作者，

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第 1项和 3项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樑 10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副教授,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含硒金属配合物抗肿瘤的早期疗效评估。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林颢 11 暨南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主任医

师

广东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副院

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开展了纳米硒增强鼻咽癌放射治疗以及硒防治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干预应用相关研

究，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第 1项创新点做出的实质性贡献，见应用佐证材料。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雪琼 12 暨南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教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基于纳米硒的荧光特性，对 300来例恶性宫颈组织开展靶向识别检测，效果理想，准确度高达 95%。同时，

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发现该类药物对恶性宫颈癌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且高效低毒，为宫颈癌的预防及新

辅助化疗开发提供新思路，该类药物的成功开发可望使宫颈癌的治疗取得重大突破，对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

第 1项创新点做出重要贡献，以及应用佐证材料。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义康 13 暨南大学
广东暨创硒源纳米研究

院有限公司
其他,其他

广东暨创硒源

纳米研究院有

限公司董事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开展纳米硒的大规模生产关键技术的集成设计。针对纳米硒合成原料、合成工艺等做了大量的改进，通过常

温反应釜、超滤仪和喷雾干燥设备的整合及自动化设计，实现纳米硒的快速高效、大规模、一体化合成，构

建了 500升的纳米硒生产线，为纳米硒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第 1

项科学发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见主要应用应用佐证材料，是发明专利 1，2，3和 4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熊祖双 14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助理研究员,助理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推动硒纳米药物临床转化应用，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中所列第 1项创新点做出的实质性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海伟 15 暨南大学
广东暨创硒源纳米研究

院有限公司
工程师,工程师

广东暨创硒源

纳米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开展了纳米硒的大规模生产关键技术的集成设计，为纳米硒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对本项目中主

要科技创新中所列第 1项创新点做出的实质性贡献，见见主要应用应用佐证材料，是发明专利 1，2，3和 4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暨南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中暨南大学研究团队完成了纳米硒的设计与合成及活性评估、功能化纳米硒载药体系的靶向设计、硒

与常规抗肿瘤药物的协同增敏及其机制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另外与多家医院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协同创

新，推动硒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暨南大学对本项目的实施提供重要帮助：

1)提供实验条件和部分经费,实施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研究程序,营造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 

2)组织研究项目的课题申请，中期检查及结题等工作；

3)指导完成相关成果登记工作，为项目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暨南大学对第 1~3项科技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在第 1-7~1-10四项知识产权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