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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指南〔2021〕21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 2021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医学创新研究专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 2021 年度“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医学创新研究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面上项目 

研究目标：建立常见病、多发病临床诊治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研究内容：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新

技术、新方法的临床研究，完成临床疗效的客观评价并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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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优先支持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等公共卫生疾病诊治、急危重

症救治、康复治疗等新技术新方法的临床研究。 

执行期限：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30 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三级医院。 

限项规定：各三甲医院申报数不超过 10 项，其他三级医院

申报数不超过 3 项。 

专题二、重点项目 

（一）西医领域 

1、肿瘤治疗领域 

方向 1：原发性肝癌精准分型及优化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基于多组学分子分型的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

新方案。 

方向 2：恶性肿瘤“一站式”精准放射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整合“治疗前定位-计划设计-上机治疗”多个放射

治疗关键步骤，建立恶性肿瘤一站式智能化精准放射治疗新方案。 

方向 3：口腔鳞癌个体化诱导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分子分型的口腔鳞癌个体化

诱导治疗新方案和评估体系，形成专家共识。 

2、神经和精神领域 

方向 1：创伤性视神经损伤的外科修复及神经再生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创伤性视神经损伤的外科修复及神经移植治

疗新方案。 

方向 2：痉挛性面瘫后遗症外科治疗新方案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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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建立基于电生理学评估指导下的痉挛性面瘫后遗

症手术治疗新方案，形成专家共识。 

方向 3：开颅手术后 CT 检查的临床效用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开颅术后即刻 CT 预判病患术后病程发展的

评估体系，制定术后 CT 复查标准，并形成规范化指南。 

方向 4：抑郁症精准分型及优化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基于多维度生物学客观指标的抑郁症精准分

型和治疗新方案，形成专家共识。 

3、儿科领域 

方向 1：极早产儿呼吸支持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广覆盖的新生儿协作网，建立和优化极早产

儿“产前-产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全链条呼吸支持精准救治

策略，形成规范化诊疗指南。 

方向 2：婴幼儿特应性皮炎早期干预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特应性皮炎高危婴幼儿，建立早期干预新策

略，降低疾病发生率和重症率，形成规范化诊疗方案和专家共识。 

方向 3：儿童性发育异常多学科综合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儿童性发育异常多学科诊疗规范及评估体

系，形成专家共识。 

4、超声医学领域 

方向 1：超声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超声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方案，形成专

家共识。 

方向 2：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子宫腺肌症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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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形成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子宫腺肌症的诊疗

规范及专家共识。 

5、心血管领域 

方向：基于功能学评价指导的冠状动脉外科血运重建治疗临

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基于冠状动脉临界病变无创功能学评价指导

的外科血运重建手术方案决策体系，形成专家共识。 

6、男科领域 

方向：男性勃起功能障碍评估与诊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精准评估体系和分级综合

治疗新策略。 

执行期限：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三级医院。 

限项规定：每个法人单位同一方向限报 1 项。 

（二）中医领域 

1、中医外科 

方向 1：中西医序贯疗法治疗银屑病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传统“血分论治”理论，建立中西医序贯治

疗银屑病的规范化诊疗方案。 

方向 2：中医药治疗慢性静脉性溃疡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采用中医外治术，建立中医药治疗慢性静脉性溃

疡的规范化精准治疗方案。 

方向 3：中医推拿防治脊柱退行性病变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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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基于中医“筋骨”理论，建立中医推拿有效干预

脊柱退行性疾病客观评价体系及临床优化方案。 

2、中医内科 

方向：中医药防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针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共性关键证候，形成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药防治的规范化诊疗方案。 

3、中医妇科 

方向：中医药治疗血瘀证所致妇科疼痛性疾病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利用温经活血化瘀法，建立中医药治疗血瘀证所

致妇科疼痛性疾病的规范化诊疗方案。 

执行期限：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三级医院。 

限项规定：每个法人单位每个方向限报 1 项。 

专题三、重大项目 

（一）西医领域 

方向 1：食管癌早期筛查和诊断新方案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食管癌早期筛查和诊断新方案，形成临床指

南，提高早期诊断率。 

研究内容：基于食管癌人群特征、新型食管细胞学检测及上

消化道内镜技术，开展跨区大样本食管癌早期筛查和诊断的多中

心临床研究，建立多维度食管癌风险评估系统，并完成临床验证，

形成可推广应用的食管癌早期筛查和诊断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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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2：系统性红斑狼疮重要脏器损伤早期预警和精准干预

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系统性红斑狼疮重要脏器损害早期预警体系

和精准干预策略，形成专家共识，提高患者生存率。 

研究内容：基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大规模长期随访队列，针对重

要脏器损害，开展疾病进展、复发和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和生物学

指标研究，建立重要脏器损害的早期风险预测模型，并完成多中心

的临床验证。利用跨组学整合技术，结合传统临床表型，开展重要

脏器损害精准分型和干预研究，形成规范化临床诊疗方案。 

方向 3：儿童心血管系统罕见病早期遗传诊断及精准干预临

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儿童心血管系统罕见病早期遗传筛查体系和

精准干预策略，形成专家共识。 

研究内容：基于基因组测序与生物信息学分析，结合影像学、

心电图等临床表型，研究建立儿童心血管系统罕见病早期遗传筛

查和诊断方案，并进行多中心临床验证和推广应用；基于特色专

病队列，开展 3-5 种儿童心血管系统罕见病早期精准干预策略研

究，评估其临床疗效及预后。 

方向 4：艾滋病特殊人群抗病毒治疗新方案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艾滋病合并机会性感染人群抗病毒治疗新方

案，形成专家共识，降低病死率。 

研究内容：针对合并隐球菌脑膜炎或（和）结核病的艾滋病

患者，利用人工智能预测药物间相互作用，辅助设计抗病毒药物

组合和剂量，开展抗病毒治疗新方案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系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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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抗病毒治疗新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向 5：分泌性中耳炎规范化治疗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分泌性中耳炎临床规范化治疗方案，形成专

家共识。 

研究内容：利用咽鼓管内镜技术，结合临床功能和免疫学等

检测指标，研究建立分泌性中耳炎分级诊断标准，开展规范化药

物治疗或（和）手术干预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明确临床用药规范

和手术治疗指征。 

西医领域方向 1-5 

执行期限：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400 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建有相应领域上海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的医疗机构牵头，联合本市 3 家及以上核心和网络单位申报。 

（二）中医领域 

方向 1：针灸促进大肠癌根治术术后胃肠功能康复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围术期针灸干预促进大肠癌术后早期胃肠功

能康复的方案，加速患者术后康复。 

研究内容：在传承黄氏针灸学术思想基础上，开展围术期针

灸干预促进大肠癌根治术后早期胃肠道功能康复的多中心临床研

究，获得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形成规范化治疗方案并推广应用。 

方向 2：复方中药联合运动疗法改善活动障碍综合征人群肌

骨能力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复方中药联合运动疗法改善活动障碍综合征

人群肌骨能力的规范化治疗和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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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基于“脾主肌肉”理论，开展复方中药联合运动

疗法治疗活动障碍综合征人群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形成肌骨系统

功能评价新体系，明确中药联合运动疗法对改善骨质疏松和肌肉

功能的疗效，获得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形成可推广应用的规范

化治疗和评估方案。 

中医领域方向 1-2 

执行期限：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400 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建有相应领域上海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的医疗机构牵头，联合本市 3 家及以上核心和网络单位申报。 

方向 3：中西医综合治疗帕金森病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中西医综合治疗帕金森病的规范化诊疗方案。 

研究内容：在传承丁氏内科程门雪学术思想基础上，开展中

西医结合分期治疗帕金森病的随机双盲多中心临床研究，明确中

医药在帕金森病早、中、晚期的不同疗效和获益环节，获得高级

别循证医学证据，形成规范化诊疗方案并推广应用。 

方向 4：中医药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临床研究 

研究目标：建立中医药分层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规范化

诊疗方案。 

研究内容：基于“虚毒并治”理论和海派中医学术思想，开

展中医药分层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中心临床研究，明确中

医药在改善血象、恢复正常造血功能、阻断向白血病转化、延长

复发耐药时间等方面的疗效，获得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为形成

规范化诊疗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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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领域方向 3-4 

执行期限：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经费额度：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400 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本市中医三甲医院牵头，联合本市 3 家

及以上医院申报。 

专题四、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建设目标：面向重大临床诊疗需求，围绕重大疾病或医学前

沿、依托临床优势力量，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加快推进临床研究创新突破，全面提高上海临床医学科技

创新能力。 

建设内容：在骨科、康复医学、放射治疗、急危重症、中医

（恶性肿瘤）领域，建设上海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重点开展高

水平临床研究、临床转化研究、前沿关键技术攻关、研究平台建

设以及协同创新网络构建、领军人才和团队培养等。 

考核内容：中心临床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中心平台搭

建、运行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人员培训和开放服务情况；科研

成果转化等。 

执行期限：2021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经费额度：定额资助。每个领域择优支持1项，每项资助额

度500万元。 

申报主体资质条件： 

1、作为依托单位的医疗机构需符合《上海市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要求，且每个医疗机构本年度限报1项。

作为核心单位参与申报的，每个医疗机构每个领域限报1项。 



  — 10 — 

2、申报单位、所属高校应分别给予不低于1:1比例的经费配

套支持。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组

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2. 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3.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遵守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

关规定，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

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 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6.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三、申报方式 

1.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

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如尚未注册账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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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然后再进行申报账号注册），转

入申报指南页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按提示完成“上海科技”

用户账号绑定，再进行项目申报； 

【继续填写】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1年6月10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1年6月30日16:30。 

四、评审方式 

专题一、专题二和专题三项目评审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专题四项目评审采用一轮见面会评审的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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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