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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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恶性血液病关键技术的建立及其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浙江大学

推荐意见

 难治复发恶性血液病预后差，其治疗是国际性难题。该团队率先在国内建立和完善了标准化嵌

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制备和质控体系，创建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三大主要恶性血液病的临床研究与应用体系，疗效达国际领先水平；自主

研发CD19/CD22双靶点、靶向CD7 CAR-T细胞并应用CRISPR/CAS9等技术研发通用型、

PD1敲除等新型CAR-T细胞产品，构建新型细胞免疫治疗的关键技术和临床应用体系；针对

CAR-T细胞治疗后复发的关键科学问题，创建了桥接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新策略，显著降低复

发率，延长无病生存时间；针对CAR-T细胞治疗后重要并发症，首次报道了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因

子释放综合征、皮肤毒性、肠道毒性等局部反应，在通过流式质谱、单细胞测序等技术进行机制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诊疗新策略。该团队在难治复发恶性血液病CAR-T细胞治疗领域取得了

多项原创性成果，创建的关键技术及其临床应用方案在全国19家大型综合医院推广应用，惠及

1000余位国内外患者。研究成果发表SCI论文60篇，影响因子大于10分9篇，国内期刊4篇，

国际国内大型会议报告70余次，获中国授权发明专利10项，美国授权发明专利1项，该项目推

动了中国CAR-T细胞治疗领域的进步，并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

项目简介 难治复发恶性血液病预后极差，其治疗是国际性难题。本项目应用靶向CD19、CD22和 BCMA等

多种CAR-T细胞建立了针对多种难治复发恶性血液病的治疗体系，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1）建立和完善了标准化CAR-T细胞制备和质控体系，创建靶向CD19、BCMA等CAR-T细胞研

发及临床应用体系，显著提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等终末期恶性血液病

的完全缓解率。CD19 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急性 B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92.3%，CD19

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 B细胞淋巴瘤完全缓解率达 50%，BCMA 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多

发性骨髓瘤完全缓解率达70.3%，疗效达国际领先水平。2）应用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

术研发新型CAR-T产品。成功研发全球首例 PD1敲除CAR-T产品；应用CD19/CD22双靶点

CAR-T产品治疗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显著降低重度毒副反应发生率；成功研发全球首例 TRAC

和CD52基因敲除通用型CAR-T产品，使得无法成功制备自体CAR-T细胞的患者获 83.3%完全

缓解率。3）针对CAR-T细胞治疗后高复发率的国际性难题，创新性建立CAR-T细胞联合半相合

造血干细胞移植新体系，2年复发率由 67%下降至 17%，2年生存率由36%提高至83%。4）针对

CAR-T细胞治疗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主要并发症，应用单细胞检测及流式质谱技术进

行机制研究，建立全新的防治策略，使重度 CRS相关死亡率降至 0%，并在国际上提出新冠时期

CAR-T细胞治疗新策略。

本项目在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 3项面上项目、3项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

历经6年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联合攻关，在难治复发恶性血液病CAR-T细胞治疗领域取得多项原

创性成果，研究成果发表SCI论文60篇，影响因子大于10分9篇，国内期刊4篇，获中国授权

发明专利10项，美国授权发明专利1项。其经验在全国19家大型医院推广应用，惠及1000余

位终末期恶性血液病患者。近5年在美国血液学年会、欧洲血液与骨髓移植年会等大型国际会议

报告41次，国内学术会议报告 36次，创办全国血液精英医师培训班，培养 60余位学员，10余

位海内外专家专程来本中心交流学习，来自以色列、黎巴嫩、瑞士、马来西亚等20余位海外终

末期恶性血液病患者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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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河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教授,主任医师 浙大一院院长、



院 一医院  党委副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项目整体规划，指导项目实施与成果推广，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三作出突出贡献。是代表性

论文 1、2、3、4、6、7、8、9的通讯作者，专利 2-1、2-2 发明人排第一位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永仙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尤其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一、二、三做出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

1、1-3、1-8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 1-6、1-9、1-10 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魏国庆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主任医师

浙大一院副院

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尤其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代表性论文 1-2第一作者，

代表性论文 3第三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明明 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三做出突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谢珏 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项目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对 CAR-T 细胞的输注和输血支持提供指导。是代表性论文 1-1第 10作

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文俊 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尤其对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参与代表性论文 1-3第 5位，1-6第

6位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厚力 7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尤其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三做出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9 的第一

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罗依 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尤其对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参与项目公开发表代表性论文 1-1

排第三位，1-3排第 5位。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施继敏 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主任医师 无



院 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本项目中临床研究部分的实施，尤其对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参与项目公开发表代表性论文 1-1

排第四位，1-2排第 6位。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凌辉 1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部分临床试验，数据分析，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鸿声 11 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针对 CD19、CD19/CD22 双靶点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技术的开发与临床前研究，包括分子构建,功能检

测，体外实验及动物实验等方面，莫定了研究基础:建立了 CAR-T 细胞的生产与质量控制体系，成功制备多

批次临床试验 CART 细胞，保证了临床研究的有序进行;组织建立了临床试验体系。代表性论文 1-3排第 13

位，1-6排第 10位。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任江涛 12 南京北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北恒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整体负责通用型 CAR-T 技术路线实施与升级，包括产品研发，工艺开发与生产。是专利 2-3、2-9第 3发明

人，2-5第 5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肖磊 13
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负责针对 CD19 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技术的开发与临床前研究，包括分子构建，功能检测，体外实

验及动物实验等方面，奠定了研冤基础:同时建立了 CD19 CAR-T 细胞的生产与质量控制体系，成功制备多

批次临床试验 CAR-T 细胞，保证了临床研究的有序进行:组织建立了临床试验体系。是代表性论文 1-1 的通

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艺芸 1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参与部分临床试验，数据分析，对项目科技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6 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侠 1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主要贡献为参与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治疗恶性血液病过程中各种样本的收集与检测，并负责病人骨随和

外周血等样本的高通量单细胞测序与大数据分析，提出 Galectin-3 在白血细胞抵抗 CAR-T 杀伤中有重要作

用和阐明治疗过程中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启动、维持和消退的可能因素。代表性论文 1-10第 6位。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具备国家批准建立的药理基地和干细胞研究基地，医院伦理委员会对本项目进

行了伦理批准，保证临床试验按照法律法规及医疗卫生管理条例进行。该项目总体达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部

分达国际领先水平，具体体现在：（1）建立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 CAR-T 细胞研发制备平台及临床应用体

系，显著提高终末期急性 B淋巴细胞白血病、B细胞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等主要恶性血液病的完全缓解率，

疗效达国际领先水平；（2）应用 CRISPR/CAS9 等基因编辑技术创新性研发 PD1 敲除、通用型、双靶点、

靶向 CD7 等新型 CAR-T 细胞产品，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扩大应用人群；（3）经基础和临床研究联合攻关，

阐明了关键并发症的分子机制，建立了全新的治疗策略，显著降低了治疗相关死亡率，创新性建立 CAR-T

细胞联合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与靶向药物治疗的新体系，显著减少复发率，延长无病生存时间。

单位名称 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多种 CAR-T 细胞针对多种恶性血液系统疾病，其中包括 B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霍奇金淋巴瘤等。主要做出了以下贡献:(1) 完成了单靶点 CD19 CAR-T 细胞、

BCMA CAR-T 细胞、新型 CD19/CD22 双靶点 CAR-T 细胞的开发与临床前研究，包括分子构建，功能检

测，体外实验及动物实验等方面，莫定了研究基础。(2)建立了完善的单靶点 CD19 CAR-T 细胞、BCMA 

CAR-T 细胞、新型 CD19/CD22 双靶点 CAR-T 细胞细胞生产与质量工艺，成功制备多批高质量 CAR-T 细

胞，保证临床研究有序进行。

单位名称 南京北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南京北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合作方，主要做出了以下贡献：

1. 通用型 CART 产品的设计及理论验证；

对不同构型的通用型 CART 产品进行了早期的理论验证及分析，确认备选构型方案。

2. 产品临床前实验的研究设计与验证；

结合产品构型特点，设计并通过体外及动物实验完成了产品的验证及改进。

3. 按照GMP 标准的产品早期工艺开发及优化；

依托公司 7500m2按照GMP 标准设计及建造的生产场地，按照GMP 要求完成了临床应用产品的工艺开

发及优化。

4. 产品的生产及检测；

协助完成临床应用产品的生产、过程及放行检测，以及检测标准的制定。

5. 临床应用过程中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学开发及验证，以及检测支持；

为提高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开发并验证了支持临床应用过程中的检测方法学，并提供检测支

持。

6. 知识产权的支持及协助。

单位名称 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完成了 CD19 的合抗原受体 T 细胞 (CD19 CAR-T)的细胞技术的开发与临床前研究，包括分子构建，功

能检测，体外实验及动物实验等方面，奠定了研究基础。(2) 建立了完善的 CD19 CAR-T 细胞生产与质量工

艺，成功制备多批次临床研究用的高质量的 CD19CAR-T 细胞，保证了临床研究的有序进行。(3) 作为合作

单位，与医院合作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 CD19 CAR-T 治疗难治复发白血病的研究文章，并以主办或协办

等形式组织了多个 CAR-T 细胞研讨会及报告会，协助推进国内 CAR-T 疗法的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