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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度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领域研发专题

健康医疗方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广州市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实施方案》，重点支持开

展健康医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现发布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式和支持强度

采用竞争性前资助，分期拨付（立项当年拨付 60%，第二

年通过实施期检查后拨付 40%）的支持方式，支持强度为 500

万元/项。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须符合相关要求，并涵盖该内容下所列的

全部研究内容和预期代表性成果。

（二）本指南采取“竞争择优”方式，同一内容，如申报数

量不足 3项，将视为竞争性不足，不进入评审评议环节，并不

予立项；申报数量达 3项及以上的，经审查、评审、评议后，

每个内容立项支持不超过 1项。评审专家经评议认为项目申报

质量都未达指南研发内容和预期科研目标要求时，可都不给予

支持。

（三）申报的项目所有涉及人体受试与人类遗传资源的探

索研究，须尊重生命伦理准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

传资源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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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人胚胎干细胞研

究伦理指导原则》《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结合项目研

究内容实际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项目合同书签订之前

须完成）。开展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必须符合国家病

原微生物管理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从事

相关研究的经验和保障条件。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需

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

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

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

查。

三、支持子方向、研究内容及指南指标

子方向一：重大传染疾病预防诊治技术与应用研究

内容 1：乙肝相关肝衰竭时相发生新靶标、治疗新策略研

究。

研究内容：针对乙肝相关肝衰竭疾病进展快、病死率高的

重大问题，开展以下相关内容的研究：（1）深入研究乙肝相关

肝衰竭不同时相的发病机制，寻求肝衰竭治疗的新靶标；（2）

建立乙肝相关肝衰竭大数据库，创立短期和长期预后以及治疗

决策模型；（3）利用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和新型人工肝等

治疗肝衰竭的探讨和方案优化；（4）针对不同时相乙肝肝衰竭

的治疗新策略。

预期代表性成果：（1）提出具有指导临床治疗意义的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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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肝衰竭新机制，找到 3—5个有治疗肝衰竭的分子或免疫靶标；

（2）建立病例数不少于 3000例的乙肝肝衰竭大数据库，并完

成预后模型和治疗决策模型建立，推广至 50家以上单位；（3）

建立不同时相乙肝肝衰竭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及人工肝联合治

疗的标准化方案；（4）降低乙肝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病死率至

30%以下；（5）制定相应指南或专家共识 1部；申请（获得）

相关专利 3—5件。

要求：由具有良好临床研究、相关救治技术研究基础和团

队的医疗机构牵头，联合相关科研单位及企业申报。

子方向二：重大慢性疾病预防诊治技术与应用研究

内容 2：心力衰竭早期诊断、早期预警、精准防控的技术

创新与应用。

研究内容：基于心衰患者及心衰高危因素患者，运用多组

学、心电学、功能影像数据，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方法，

针对心衰患者早期诊断、预警及终末期治疗的重大需求，开展

以下相关内容的研究：（1）建立基于自然人群、心衰高危因素

患者和心衰患者的健康及医疗大数据平台，发现慢性心衰发生

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和临床表型，研究慢性心衰发生发展的重

要机制，寻找可能有效的干预靶点；（2）通过表观遗传组学、

代谢组学、蛋白组学等多组学，以及分子影像学和功能影像学

研究，筛选具有预测心衰临床前期发展为临床心衰的生物标志

物，以及心衰早期诊断和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3）创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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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精准预警模型及关键技术，研发

出能够对心衰事件实时智能评估及预警的穿戴式医疗设备，并

临床应用验证其效果，优化心衰管理策略，降低死亡率。

预期代表性成果：（1）建立慢性心力衰竭相关数据登记

体系，存储至少 5000例以上的心力衰竭及高危人群的生物样本

库及医疗大数据库；（2）通过影像组学、表观遗传组学、代谢

组学、蛋白组学等多组学研究，探索心力衰竭发生、发展的关

键机制并筛选具有预测心衰临床前期发展为临床心衰的生物标

志物，以及心衰诊断、预后判断和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 3—5

个；（3）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能准确预测心衰临床进展及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预警系统或穿戴式预警设备；（4）相关

研究内容申请（获得）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2项，申请（获得）

专利不少于 3项。

要求：由已开展心力衰竭高危人群队列和心力衰竭患者疾

病队列研究，并具有良好研究基础的医疗机构牵头，联合相关

科研单位及企业申报。

内容 3：干细胞治疗重大慢性疾病关键技术创新与临床转

化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多发、重大难治性疾病（神经、呼吸系统

等），开展以下相关内容的研究：（1）建立干细胞治疗产品的

生产工艺，开展产品质量控制、安全性和有效性等临床前评价；

（2）深入解析干细胞治疗机制，发现可用于疗效评价的生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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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物；（3）研发靶向病损组织的干细胞治疗新策略；（4）依

托国家备案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开展合规临床研究或干细胞药

物临床试验。

预期代表性成果：（1）针对脑卒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慢性严重肢体缺血等适应症，完成干细胞治疗安全性和有

效性的临床前评价；（2）获得 1—2项干细胞治疗产品临床试

验批件或完成国家卫健委/药监局备案，开展规范的 I/II期干细

胞临床研究；（3）建立干细胞治疗疗效评估与精准分层模型，

发现 2—3种可用于疗效评价的生物标志物；（4）相关研究内

容申请（获得）发明专利 3项以上，制定 1—2项干细胞相关产

品的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

要求：鼓励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及相关企业联合申报。

子方向三：常见高发恶性肿瘤预防诊治技术与应用研究

内容 4：基于多模态数据和融合技术的恶性肿瘤 AI诊疗平

台研发和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头颈肿瘤、消化系统肿瘤、泌尿生殖系统

肿瘤等常见恶性程度高、早期筛查难的恶性肿瘤，开展以下相

关内容的研究：（1）建立包括影像、病理、基因、临床因素等

多模态数据的标准化数据库，为 AI 诊断模型的构建和验证提

供数据保障；（2）开展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关键技术的研发；

（3）基于多模态数据和融合算法，开发常见恶性肿瘤早期筛查、

分级分期、治疗决策及预后预测的 AI 诊疗系统，并在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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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验证；（4）整合上述各 AI 系统形成一体化 AI 精准诊疗

平台，并在多家医疗机构进行应用探索。

预期代表性成果：（1）针对至少 2 种恶性肿瘤疾病，构

建涵盖内镜、图片、影像、病理、基因、临床因素等多模态数

据的标准化数据库，疾病人群队列不少于 10000例；（2）研发

针对特定肿瘤的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通过整合多模态数据，

开发出针对不同肿瘤早期筛查、诊断、治疗决策及预后预测的

AI诊疗系统；（3）在不少于 3家三甲医院开展对所研发的 AI

诊疗系统进行验证，验证病例数不少于 10000例，总体诊断符

合率达 90%以上；（4）整合上述多模态数据、算法及 AI系统

形成精准诊疗平台，并在全国 10家及以上医疗机构进行应用探

索、验证，同时建立云平台进行远程辅助诊断；（5）相关研究

内容申报（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4 项、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4

项，形成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不少于 2项；（6）研发的相

关诊疗系统启动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证申请，并获得国家

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医疗器械型检报告不少于 1项。

要求：鼓励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及相关企业联合申报。

子方向四：中医及中西医结合预防诊治重大、疑难疾病技术与

应用研究

内容 5：肺结节（超早期肺癌）中医药防治关键技术构建

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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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肺结节（超早期肺癌）高发的现状，充分

发挥中医“治未病”特色优势，开展中医药治疗肺结节的临床和

基础研究：（1）开展肺结节的中医证型研究，建立具有中医特

色的肺结节良恶性的诊断模型；（2）建立中医药复方治疗肺结

节的大型队列，选取前期有明确临床疗效的中药复方医院制剂

开展临床研究，运用 AI辅助诊断技术进行疗效评价；（3）建

立基于阈值效应的中医药筛选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前期

确有疗效的中药复方预防肺结节恶变的作用机制；（4）建立多

学科协作平台，构建肺结节中医诊疗规范。

预期代表性成果：（1）建立超过 1000例的肺结节单病种

数据库，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肺结节诊断模型；（2）形成肺结

节中医辨证理论体系，构建基于临床疗效证据的肺结节中医诊

疗方案；（3）开发 1种用于肺结节（肺癌）相关的中药复方制

剂，获得相关药物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受理号，申请（获得）

肺结节中医药防治相关专利不少于 2项；（4）阐明中药复方制

剂防治肺结节恶变的作用机制；（5）建成肺结节多学科协作平

台，形成肺结节诊疗规范或专家共识 1部。

要求：鼓励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及相关企业联合申报。

内容 6：中药验方在“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炎癌转化阻

断作用的优势环节循证评价及机制、效应研究。

研究内容：着眼于当前我国最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从中

医“治未病”的理念出发，通过选定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炎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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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作为研究目标，实现癌症预防关口前移和中医现代化研究

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重大慢性疾病的作用，开

展以下相关内容的研究：（1）针对“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

炎癌转化阻断作用的中医优势环节，优选中药有效验方开展多

中心临床研究；（2）建立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生物样本库，

构建结直肠息肉动物模型，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筛选并验证

中药有效验方在“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炎癌转化过程中的阻

断机制，明确相关分子信号通路及炎癌转化阻断靶点；（3）利

用网络药理学智能分析、工业色谱制备、数据预测和体内实验

等现代方法，探索中药有效验方的功效成分群组成及最佳量效

比例。

预期代表性成果：（1）针对优势环节优选 1 个中药有效

验方，通过多中心临床研究获得证据，建立超过 5000例的单病

种数据库，据此制定阻断“结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炎癌转化的

中医诊疗方案并形成专家共识；（2）明确中药有效验方阻断“结

直肠息肉－结直肠癌”炎癌转化的相关分子信号通路 3—5个，

筛选 2—3个重要阻断靶点；（3）明确中药有效验方的功效成

分群组成及最佳量效比例；（4）相关研究内容获得发明专利 1

—2项，获得医院制剂批号 1项。

要求：鼓励医疗机构、科研单位及相关企业联合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