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候选人提名的公示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协 科技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

于评选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通知》要求，经各专业委员会推荐，

评审专家团评审，遴选出了5名候选人拟推荐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个人奖，现将提名情况进行公示（详见附件）。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23年4月18日-4月24日）。公示期间，如

有异议，请以真实身份、书面形式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提出。（邮

编：100700，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附件：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情况介绍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2023年4月18日



附件 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情况介绍

姓名 毕宏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0.02 国籍 中国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工作单位及职务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院长

提名领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医药）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摘要

毕宏生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开展中西医结合眼科学研究，作为中国中西医

结合眼科带头人、国家万人计划专家、岐黄学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

家，在我国发病率最高的儿童青少年近视和致盲率最高的葡萄膜炎防治研究上，

创立了中医新理论、新方案、新标准、新靶点、新产品，在中西医防治的多个

关键环节有诸多重大发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得到了国内外业界高度评价，

为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为提高全民眼健康水平、助

力健康中国战略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中西医结合防治葡萄膜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葡萄膜炎致盲率高复

发率高属世界难题。他首次揭示全身与眼局部免疫功能“双紊乱”是关键发病

机制，首创“双平衡”核心治疗策略，实现了理法方药系统创新。经全国多中

心大样本临床验证，有效率提高 12.7%，复发率降低 20.6%；牵头制定葡萄膜炎

《中医诊疗指南和临床路径》由国家中管局在全国 26 省 329 家医院推广应用，

显著提高了行业诊疗水平和患者生活质量，提高了行业整体诊疗水平，属眼科

领域的重大突破。

（二）创制中西医结合综合防控方案，为近视防控国家战略做出卓越贡献：

近视是困扰全国 2亿儿童青少年的“国病”。率先提出“肝肾-脑-目”理论，

首次揭示近视发病及针刺干预的神经环路机制，开创了“脑眼同治”防治近视

新途径；首创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三级监测”“三级预警”和“三级防控”

技术体系。研发用眼行为监测矫正仪和眼周经穴电刺激仪。针对近视防控 3个

关键阶段，创新制定精准“三级防控”方案，并开展 3项全国多中心 RCT 研究，

证实综合防控方案效果最优。打造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的“山东模式”，

实现了有效的医防协同和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管理，推动我国近视防控工作从“以

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山东模式”还获得国家教育、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和重视和示范推广，为我国中西医结合近视防控工作探索出了

一条成功路径。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组织的 2次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工作评议考核中，山东省蝉联第 1名；被国家卫健委认定为全国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点对口专业指导机构；教育部在山东设立全国唯一近视

防控省级示范区，推广项目制定的中西医综合防控方案，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姓名 郝定均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01 国籍 中国

专业技术职务 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及职务 西安市红会医院

提名领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临床医学）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摘要

郝定均是我国脊柱领域重要领军人才，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专委

会主任委员。主刀手术一万五千余例。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45 篇，

最高影响因子 19.069 分。授权国际专利 7项，中国专利 102 项，实施 13 项，

获国家Ⅲ类植入性医疗器械注册证 4项，欧洲 CE 认证及美国 FDA 认证各 1项。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项。

1.揭示寰椎椎弓根的各种解剖学参数，国际上首次发现寰椎椎弓根髓腔的

有无及大小是螺钉置入的关键性因素。发明寰椎后路复位内固定器械，实现了

上颈椎术后运动功能完全保留。

2.发明复位固定器械 Kumafix 完成"渐进-平稳-有序"的复位固定新技术。

发现严重胸腰椎骨折脱位后路一期复位重建手术比传统前后路联合手术更好，

打破了此类骨折需前后路联合手术的"金标准"。

3. 在国际上率先将精原干细胞应用于治疗脊髓损伤的研究。成功将 SSCs

诱导分化为具有生化表型与功能的脊髓神经元。发现嗅鞘细胞活化后可以为

SSCs 的分化和脊髓神经元存活创造良好微环境。

4.建立完善了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精准化诊疗新体系。提出了骨质疏松

脊柱骨折量化诊断标准，对骨质疏松性骨折进行了新分型，发明了经皮强化复

位内固定微创器械，制定相关指南 3部。



姓名 刘平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3.08 国籍 中国

专业技术职务 终身教授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上海中医药大学

提名领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医药）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摘要

刘平是我国中医学领域首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曾任 973 计

划首席科学家。他针对“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逆转”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坚

持“临床疗效为本”，发掘中医药特色优势，是我国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研究

的开拓者之一。主要科学成就和贡献有：①创制抗肝纤维化中医新药“扶正

化瘀方” 并成功实现成果产业化，在临床应用 20 余年，逆转肝纤维化的临

床疗效得到重复验证；经美国 FDA 批准，在美国完成扶正化瘀治疗慢性丙型

肝炎肝纤维化的Ⅱ期临床试验；②病-方-效结合解析肝硬化病证相关、方证相

应的现代病理生物学基础；③提出并论证肝硬化“虚损生积”的病机理论，

发现益气补虚黄芪汤有效改善肝硬化病理组织学变化，补虚化瘀标本兼治具

有更好的疗效。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及其他省部级奖励 20余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2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在 Gut、Journal of Hepatology、Hepatology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400 余篇，

其中，SCI期刊源 100余篇，入选为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爱思维

尔中国高被引学者”。主编《现代中医肝脏病学》、《医学科研思路方法与程序》

等著作 10部。授权发明专利 15项（中国 13项，美国及欧盟各 1项）。



姓名 牛远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12 国籍 中国

专业技术职务 主任医师/教授 工作单位及职务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院长

提名领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医药）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摘要

牛远杰长期致力于前列腺癌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诊疗体系的建立，研究成果

涵盖了前列腺癌从分子诊断、精准穿刺、早期前列腺癌根治术到晚期前列腺癌

分子分型和精准治疗所面临的临床难题，具体体现在:

1.基于基础研究成果，揭示了前列腺癌疾病演化、进展和耐药机制，并为

耐药性前列腺癌的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2.首次成功合成以人类自体蛋白-转铁

蛋白为载体、兼具肿瘤主动靶向能力的全新钆类磁共振分子探针，用以承载药

物等治疗元件，实现肿瘤组织的可视化精准“递送”，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肿瘤

分子影像诊断体系；3.靶向穿刺引导的精准局灶治疗，首创的优化后入路的前

列腺癌根治术，明显提高患者术后尿控及男性功能；4.创新性的提出晚期前列

腺癌病因学分型及精准治疗的原则，经临床研究效果初显，为晚期前列腺癌的

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5.已建立目前国内最大前列腺癌专病病

房及全程管理新体系，将上述成果临床转化并应用。

研究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近 20 余篇，出版代表性专著 1部，登记科技成果

2 项，授权专利 8项。实践中总结肿瘤诊疗一体化经验，开展专业培训，培养

泌尿外科诊疗专业人才，惠及周边区域医院及患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姓名 孙晓波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8.05 国籍 中国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员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

提名领域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医药）

创新价值、能力、贡献摘要

基于系统生物学原理，构建了整合药理学技术并应用于中药复杂体系作用

机制研究及新药发现。创立了“阿理疗法”，即阿司匹林与中药三七总皂苷叠

加使在治疗缺血性中风临床应用中产生明显的协同增效作用，理洫王因此进入

2016 年国家医保用药目录，并获中国专利授权，构建中药材大品种全产业链创

新研究模式，提出三七大品种培育的产业模式为“二产带一产促三产”，真正

的把论文写在大地，极大的推动了三七产业发展。以突破中药材品质评价体系

传统研究范式的关键科学问题为目标，围绕人参、三七、西洋参核心功效，对

应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糖脂代谢紊乱等重大疾病建立了具有临床代表性的功

效评价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药方剂的药效作用是多种具有不同药效作用

的有效成分相互作用，形成有效成分群间关联网络的有机组合，协同调节疾病

相关主要靶点、次要靶点和协同靶点形成的治疗网络，使病理条件下机体的多

个非平衡状态调节到新的平衡状态，最终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这一网络药理

学思维模式和观点。主持或参加 1类、2类、3类新药 15 项，获新药证书 7项，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3项，进入 ESI 前 2%学者，带领药

理与毒理学科进入 ESI 前 1%。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多次受邀参加国家相关

部委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编写、咨询、论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