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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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免疫在脊髓损伤中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广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李志忠教授团队长期聚焦我国脊髓损伤神经免疫机制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探究治疗脊

髓损伤新型诊疗技术体系的转化应用研究，相应成果已发表在国际主流期刊，并编入了国内外出

版的著作，研发的诊疗体系和试剂盒获批了多项发明专利，而且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多项临床试

验。 该团队主要成果包括:1）首次发现神经免疫细胞中的γδ T细胞产生IFN-γ加重脊髓损伤

病变；2）MALT1 蛋白酶活性的巨噬细胞调控脊髓损伤后的运动功能修复；3）通过药物调控炎

症因子能够改善脊髓损伤的功能，并合成了负载ACPP和ET的共聚物颗粒（ET@PPP-ACPP 

NPs），具有增强的病变靶向性和抗炎活性；4）基于神经免疫在脊髓损伤的基础研究，在临床应

用利用显微镜下蛛网膜下腔减压灌洗术治疗脊髓损伤，减轻损伤脊髓周围的炎症反应，恢复脊髓

神经功能，进而改善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远期生活质量。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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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转化应用达到了国内外先

进水平，特推荐此项目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脊髓损伤是各种因素所致的一种严重神经系统损伤，往往导致暂时性或者永久性的感觉、运动和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目前尚没有治愈性的方法，其主要原因是神

经元再生能力有限及脊髓损伤局部复杂的微环境阻碍神经功能的恢复，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到脊髓

损伤区和损伤区周围组织。这些淋巴细胞在损伤部位受到应激刺激进而活化，分泌大量的细胞因

子如 INF-γ、TNF-α和TGF-β等，使得脊髓损伤后发生明显的免疫炎症反应。因此，了解脊髓

损伤病理生理过程中参与的免疫细胞及炎症因子的作用就显得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们对脊髓损伤后神经免疫炎症反应的细胞功能及分子机制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系统的

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1.神经免疫细胞中的γδ T细胞产生IFN-γ加重脊髓损伤病变：我们开发了脊髓损伤胸部渐进式

压缩小鼠模型以及不同损伤程度的非人灵长类动物（食蟹猴）脊柱脊髓损伤模型，可为我们研究

慢性脊髓损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γδ T细胞在急性脊髓

损伤后早期被招募在损伤部位通过产生IFN-γ诱导巨噬细胞极化成为 M1表型，增加促炎细胞因

子（TNF-α）的分泌，产生致炎作用并抑制损伤后的修复，进而在脊髓损伤发展过程中起到损害

作用。研究成果被《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和《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等引用。

2.MALT1 蛋白酶活性的巨噬细胞调控脊髓损伤后的运动功能修复：

我们发现脊髓损伤后，MALT1 蛋白酶活性缺失或者受到抑制可以促进损伤部位浸润的巨噬细胞

向抑炎巨噬细胞转化，抑制了促炎巨噬细胞方向的转化，从而降低了损伤后24 小时内的炎症爆

发。MALT1 蛋白酶活性的巨噬细胞可调控脊髓损伤后的运动功能修复。

3.通过药物调控炎症因子能够改善脊髓损伤的功能：

我们用抗体或小分子药物通过调控IL-17、TNF-α等炎症因子来治疗脊髓损伤并在小动物身上获

得部分疗效。特别是通过调控IL-17相关的炎症因子，能够减轻星形胶质细胞的活化。其次我们

合成了负载ACPP和ET的共聚物颗粒（ET@PPP-ACPP NPs），其具有增强的病变靶向性和抗

炎活性。ET@PPP-ACPP在损伤区域被巨噬细胞内吞和分解，通过调节 NF-κB信号通路抑制炎症，

调节 M1向M2巨噬细胞极化的转变，下调促炎细胞因子，抑制 SCI模型小鼠脊髓的炎症，促进神



经元存活和运动恢复，表明ET@PPP-ACPP作为纳米载药系统在 SCI免疫治疗中的良好潜力。

4.显微镜下蛛网膜下腔减压灌洗术治疗脊髓损伤：

基于神经免疫在脊髓损伤中的作用机制在临床应用上，该项目成果在多家医院进行转化运用，我

们利用显微镜下将行硬脊膜切开、黏连松解、灌洗引流、扩大成形术可减轻局部水肿、减少炎性

反应，抑制继发损伤过程，为脊髓修复提供良好的微环境。目前已经在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

南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

院实施应用，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先进的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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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444799.9 2022-01-28
一种防退缓释营养液

的骨螺钉
孙国栋，宋仁才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122295230.3 2022-07-12

一种用于经颅刺激运

动诱发电位检测的定

位固定装置

周立兵,沃金,骆静,

刘晓文,李静,黄忠

孙国栋,李志忠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122298736.X 2022-04-19
一种用于猴子行为学

数据采集的猴用背心

周立兵,刘晓文,李

静,沃金,黄忠海,

孙国栋,李志忠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122295226.7 202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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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约束衣

周立兵,刘晓文,李

静,沃金,黄忠海,

孙国栋,李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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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兵,李静,刘晓

文,沃金,黄忠海,

孙国栋,李志忠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志忠 1 暨南大学

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教授,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团队的负责人，在“四、重要技术发明与科技创新”所列的技术发明都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在神经免疫细胞

对脊髓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是引领团队挖掘临床上尚待解决的有关脊髓损伤治疗的科学问题

（7.1.1、7.1.3、7.1.4、7.1.5、7.1.7、7.1.8、7.2.2、7.2.3、7.2.4、7.2.5）。在临床应用，带领团队于 2000 开

始就已开展显微镜下蛛网膜下腔减压灌洗术治疗脊髓损伤。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显微镜下通过术中松解硬

脊膜黏连、恢复脑脊液和血液循环能够达到真正的髓内减压，同时冲洗可以减轻局部炎症进而改善局部的再

生微环境，促进脊髓损伤感觉与运动恢复。（7.1.9-7.1.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国栋 2
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暨南

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主任医师,主任医

师
科教科科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团队基础研究及转化应用的主要核心成员，在“四、重要技术发明与科技创新”所列的第一，二，三、四项

中都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在探究神经免疫细胞对脊髓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中，主要负责实验的设计和实施，

论文撰写等。

（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2.2、7.2.3、7.2.4、7.2.5、7.2.6）。同时作为临

床主任医师，在临床实践上开展显微镜下蛛网膜下腔减压灌洗术治疗脊髓损伤(7.1.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焦根龙 3 暨南大学

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六医

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团队在临床应用核心主任医师，主要负责收集临床样品，统计分析新技术的应用效益，在“四、重要技术

发明与科技创新”所列的第四项中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一直致力于研究脊髓损伤的病理反应和寻求有效的治疗

策略。（7.1.9-7.1.10）基于临床工作中发现的科学问题，主编专著 3部（其中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脊柱显

微外科学”）。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沃金 4 暨南大学

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

其他,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团队基础研究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实验的实施及论文撰写等。具备多年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的临床与基

础研究经历。在“四、重要技术发明与科技创新”所列的第一项中都出了实际的贡献。主要从事于脊髓损伤的

作用与机制研究，进行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的分子机制研究及非人灵长类动物脊髓损伤的平台建设工作。近年

来，申请人以第一（共同第一）作者在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等杂志上发表了脊柱脊髓损伤领域及非人灵

长类动物相关实验文章 7篇。（7.1.3、7.2.2、7.2.3、7.2.4、7.2.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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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项目科研研发支撑单位，建有一流的神经学研究平台和高水平免疫学研究平台，目前与深河人民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共建非人灵长类动物手术中心。目前拥有流式细胞仪，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

液相芯片系统及动物行为学分析平台、形态学分析平台、电生理实验室、动物手术实验室、MRI、双光子活

体成像仪等相关设施，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技术和设备保障。

       在人才团队中，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以苏国辉院士为学科带头人团队以及暨南大学生物

医学转化研究院是以尹芝南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团队与我们项目团队密切合作。在从事神经免疫治疗脊髓损

伤的基础研究中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与支持。并为我们提供 TCR α -/-、IL-17-/-、IFN-γ -/-、IFN γ 

R-/-、TCR-δ-GFP、IFN-γ-e YFP、IL-17-GFPP 等一系列基因敲除和报告基因小鼠，同时具有多名非人灵长类

动物实验员及管理人员，具有完整的实验体系、技术和材料的支持，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单位名称 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的项目团队成员长期从事脊髓损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对于该领域十分熟悉，在脊髓损伤模型构建，

行为学、形态学、影像学观察与重建、神经电生理，免疫细胞分选与培养等关键实验技术方面具备丰富的经

验。为研究疫神经免疫在脊髓损伤中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提供了人才保障。其次，为主要申请人成功开展

显微镜下蛛网膜下腔减压灌洗术治疗脊髓损伤提供了保障。在本术式的应用过程中，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集结全院力量（包括麻醉团队、护理团队及内科医务工作者），为本术式开展保驾护航。本术式取得一定效

果后，积极推广应用，举办过两次学习班提供场地及资源，并且提供资金进行脊髓损伤相关基础研究。总之，

第一完成单位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管理和协调等作用，是本项目得以成功完成的基础，也是驱动发展的

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