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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年度精准医疗联合基金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精准医疗联合基金（以

下简称“精准医疗联合基金”）是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

（以下简称“省基金”）的组成部分。精准医疗联合基金着力

解决精准医疗、智慧医疗、细胞治疗等领域创新发展的重点

科学与技术问题，培养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人才和团队，

提升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与产业化对接融通。本指南适用于 2021年度精准医疗联合基

金的项目申报。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为广东省内医疗卫生机构、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

（二）申报临床研究项目的单位应当为广东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且具备与指南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

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

专业资质。合作单位涉及临床研究内容的，须具备与指南研

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 GCP备案专业资质。专业资质以在“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信息平台”备案为准。

（三）面上项目申请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博

士学位，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具有高级职称，须主持过省部级

及以上科技计划（基金、专项）项目。

（四）临床研究项目申请人须具备临床研究相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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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 GCP证书（申报时须提交相关认定

证明材料）。

（五）符合各专题或指南方向的特殊要求。

二、资助强度与数量

本年度拟择优资助项目 13项，包括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

（一）面上项目拟资助 8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

施周期 3年，经费一次性拨付。

（二）重点项目拟支持 5 项，经费事前一次性拨付，分

两个资助档次。其中，资助强度为 120万元/项的 3项，实施

周期 4年；资助强度为 50万元/项的 2项，实施周期 3年。

三、预期效益与成果要求

（一）在精准医疗、智慧医疗、细胞治疗等取得突破，

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医疗行业发展。

（二）获得高质量论文或专利成果，面上项目至少公开

发表 1 篇高质量论文或者申请发明专利 1件。重点项目至少

公开发表 2篇高质量论文，或者申请发明专利 2件。

（三）鼓励在专著出版、专家共识、标准规范、人才培

养、成果应用等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

（四）省基金委与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促进项目数据共享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

（五）完成各专题或研究方向的成果要求。

四、申报方向和要求

本年度设 5个专题，共 13个研究方向，总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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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南研究方向及计划支持项目情况总览

专题 子方向
是否临

床研究

申报代

码
学科代码

支持

项目数

专题一：

智能诊

断与智

慧实验

室

1.与采集管相关的人离体

静脉血液标本的敏感指标

精准定量研究

否 YPB101
H2001 临床生物化学

检验/H2004 临床免疫

学检验

重点项

目 3项
2.非小细胞肺癌液体活检

分子诊断技术研究
否 YPB102

H2006 临床检验新技

术 /H2005 临床分子

生物学检验

3.智慧医学实验室支撑体

系模式的研究
否 YPB103 H2007 检验医学其他

科学问题

专题二：

血栓弹

力图与

凝血研

究

1.血栓弹力图检测在指导

儿童抗血小板治疗的临床

应用及机制研究

是 YPD201
H0811 出血、凝血与

血栓 /H2003 临床细

胞学和血液学检验 重点项

目 2项
2.动静态一体化止凝血检

测系统临床应用研究
是 YPD202

H0811 出血、凝血与血

栓/H2003 临床细胞学

和血液学检验

专题三：

重大疾

病生物

标志物

研究

1.心血管疾病生物标志物

研究
是 YPC301

H2004 临床免疫学检

验 /H2001 临床生物

化学检验/H2005 临床

分子生物学检验

面上项

目 1项

专题四：

医学信

息系统

与管理

1.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研

究管理软件系统的研究
否 YPA401 H1814 医学信息系统

面上项

目 4项

2.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信息标准与伦理的应用

研究

否 YPA402 H1814 医学信息系统

3.医院绩效管理数据模

型研究
否 YPA403 H1814医学信息系统

4.医院质控管理数据模型

研究
否 YPA404 H1814医学信息系统

专题五：

药物合

成与医

疗器械

1.高纯度重大疾病治疗药

物原料药的合成方法学研

究

否 YPA501
B020601 药物分子设

计与合成/H3001 合成

药物化学
面上项

目 3项
2.留置针自动退针关键技

术研究
否 YPA502 H1820 医用生物材料

与植入科学

3.基于临床实践的真空采

血管的溶血问题研究
否 YPA503 H2007 检验医学其它

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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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一：智能诊断与智慧实验室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3个，计划支持项目 3项。

1. 与采集管相关的人离体静脉血液标本的敏感指标精

准定量研究（申请代码：YPB101，学科代码：H2001/H2004）

开展符合国际规范的临床化学和临床免疫学敏感指标

（包括非肽类激素、血脂类、蛋白类、代谢物和底物类等）

的精准定量临床检验研究，构建临床检验敏感指标的专用采

血管或标准采血管（如干燥管和分离胶采血管）的参考品和

评价标准体系，为人离体静脉血液标本的敏感指标临床检验

提供可参考的标准采血管以及相关检测系统。要求完成 1-3

个敏感指标专用采血管或标准采血管的专家共识、检测指南、

规范和技术标准等科研成果，解决临床实践中干燥管和分离

胶采血管的行业标准问题。

本方向须由广东省内三甲医院牵头，并具备 ISO15189医

学实验室资质（须上传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单位或联合申报

单位中具备 ISO15195医学参考实验室或 ISO/IEC17025校准

实验室优先。拟支持重点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12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为 4年。

2. 非小细胞肺癌液体活检分子诊断技术研究（申请代码：

YPB102；学科代码：H2005/H2006）

聚焦与肺癌液体活检分子诊断、分类分型及预后判断相

关的核酸靶标，开展与非小细胞肺癌液体活检相关痕量目标

基因特征性 DNA甲基化靶点高灵敏检测技术相关研究。完成

目标基因非小细胞肺癌特征性 DNA甲基化靶标 1-2个（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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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1500 例肺癌组织切片或循环肿瘤细胞样本的分析）、

痕量目标基因非小细胞肺癌特征性 DNA 甲基化靶标高灵敏

的检测技术方法至少 1 套、最低检出限≤1000copies/ml，从

样本获取到出具结果的检测全流程少于 3.5小时。

项目牵头单位应列入广东省高水平医院“登峰计划”重

点建设医院名单。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120万元/项，实施周期为 4年。

3. 智慧医学实验室支撑体系模式的研究（申请代码：

YPB103；学科代码：H2007）

围绕智慧医学实验室发展的核心诉求，重点关注临床免

疫等自动化集成程度较低的专业组和细胞遗传等无法重复获

取检验标本的专业组，开展临床检验标本全生命周期周转的

数字孪生体模型研究，完成多专业组全部检验标本从标本采

集到销毁的全生命周期周转的数字孪生体模型构建；利用数

字孪生体模型数据，建立医学实验室质量目标管理体系。

项目须由广东省内三甲医院牵头，并具备 ISO15189医学

实验室资质（须上传有关证明材料）。申报单位或联合申报单

位中具备 ISO/IEC17025实验室资质优先。项目牵头人须具备

临床医学高级职称。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项，资助强度

为 120万元/项，实施周期为 4年。

（二）专题二：血栓弹力图与凝血研究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2个，计划支持项目 2项。

1. 血栓弹力图检测在指导儿童抗血小板治疗的临床应

用及机制研究（申请代码：YPD201；学科代码：H0811/H2003）



- 42 -

（临床研究）

围绕儿童抗血小板治疗领域，参考国内国际标准方法制

定血栓弹力图检测的室内质量控制方案，按照方案完成血栓

弹力图的室内质控计划，建立血栓弹力图检测室内质控体系，

并以此进行相应的室内质控管理；研究儿童血小板异常增高

或其他需要抗血小板治疗的儿童疾病的血栓弹力图特点及机

制（研究样本数不少于 400例），优化治疗窗，满足临床检测

和诊断需求。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5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2. 动静态一体化止凝血检测系统临床应用研究（申请代

码：YPD202；学科代码：H0811/H2003）（临床研究）

围绕动静态一体化止凝血检测系统，开展以下全部研究：

研究常规止凝血指标与血栓弹力图的相关性，建立基于血栓

弹力图与传统止凝血检测相结合的动静态一体化检测系统，

制定提高临床止凝血检测结果精准性的检验方法和评价标准，

形成止凝血临床辅助诊断新方案；验证和评价新型临床止凝

血辅助诊断系统在指导临床输血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尤其是

在患者出血和血栓风险预防与评估、精准输血、稀缺血液资

源精准利用等方面。完成 1-2 个与动静态一体化检测系统相

关联的专家共识、规范、检测指南或技术标准，并在省级及

以上专业协会（学会）权威期刊发表。

本方向拟支持重点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5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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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三：重大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1 个，计划支持项目 1 项。

1. 心血管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申请代码：YPC301;学

科代码：H2001/H2004/H2005）（临床研究）

围绕冠心病、心肌梗塞、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开展

新型标志物与传统标志物比较的单中心临床应用，初步确定

健康人群中 2-3 个心血管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水平及其范围，

获得 1-2 个心血管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医学决定水平，初步确

定 2-3 个心血管新型生物标志物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预后

和风险预测方面的临床价值。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四）专题四：医学信息系统与管理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4个，计划支持项目 4项。

1. 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管理软件系统的研究（申请代码：

YPA401；学科代码：H1814）

开展免疫细胞治疗临床管理软件研究，规范免疫细胞治

疗过程中主要步骤或关键步骤确认的工作程序，能够实现治

疗效果等统计功能；运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将从临床终

端得到治疗效果的反馈，用于针对性地改善生产方案或指导

临床治疗。根据 GMP以及国际标准要求设计系统模块内容，

满足质量回溯体系的要求，解决单元模块间信息连通逻辑问

题；建立高质量的临床管理平台，实现病人、医生或护士、

运输人员、实验室、质检全链条的实时信息对接。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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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为广东省内三甲医院、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申报或

联合申报单位须含一所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进行过细胞

治疗相关临床研究注册的三甲医院。申请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

项。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2. 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信息标准与伦理的应用研究

（申报代码：YPA402；学科代码：H1814）

围绕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信息标准模型和数据使用伦理问

题和对策开展相关研究，建立大数据的临床数据伦理体系，

形成健康医疗大数据相关通用模型建议、行业规范，为相关

法规指南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申请专利 1项，发表高质量

论文 2篇。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3. 医院绩效管理数据模型研究（申报代码：YPA403；

学科代码：H1814）

研究新支付制度对医院医疗服务的影响，研究医改政策

和薪酬制度改革对医院绩效分配影响；研究医院各类岗位各

类人员工作性质、工作质量、工作数量分类、自动化采集以

及相互配比关系模型；建立完整的医院绩效规划、绩效评估、

绩效结果应用和绩效提升的模型和分析工具，有效提升医院

管理服务能力、提高医护人员满意度。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

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施周期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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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院质控管理数据模型研究（申报代码：YPA404；

学科代码：H1814）

集成医院现有信息系统建立质量数据中心，建立研究质

量数据中心数据标准、分析模型与质量管理环节数据自动采

集方式和应用方法；评估新医改政策以及分级诊疗对医院的

影响，通过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各学科医疗知识库的通用模型，

并形成同质化推广体系；构建医院质量管理分类、归集以及

自动化数据采集、数据监控、持续改进跟踪的方法，建立重

要指标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建立标准化数据接口，建立支

持多中心的质控管理体系。申请专利 1项，发表高质量论文 2

篇。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五）专题五：药物合成与医疗器械

本专题设置研究方向 3个，计划支持项目 3项。

1. 高纯度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原料药的合成方法学研究

（申请代码：YPA501；学科代码：B020601/H3001）

开展盐酸西那卡塞、醋酸阿比特龙等重大疾病治疗药物

原料药的合成方法学研究，形成解决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原料

药杂质超标问题的新技术、新方法。通过研究获得纯度大于

99.9%的原料药，申请发明专利 2项，发表论文 1篇。

本方向鼓励和南雄阳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研究，

拟支持面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施周期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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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置针自动退针关键技术研究（申请代码：YPA502；

学科代码：H1820）

开展基于介质变化下的自动退针技术研究，重点研究自

动退针技术结构设计和材料，实现可生产性能的技术应用要

求，提高自动退针安全留置针的穿刺成功率和其他重要临床

性能。实现留置针达到自动退针和安全防护，留置针退回成

功率 99.99%、血管零损伤、具有防呆设计，退回钢针自动包

裹成功率 100%。

项目须由广东省内三甲医院牵头申报。本方向拟支持面

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施周期为 3年。

3.基于临床实践的真空采血管的溶血问题研究（申请代

码：YPA503；学科代码：H2007）

聚焦各种规格型号真空采血管盛装人离体静脉血液标本

后发生溶血的概率问题，开展符合国际规范标本溶血概率统

计及其原因调查研究。要求形成真空采血管在临床实践中的

溶血问题的解决方案专家共识、规范、指南或技术标准等科

研成果，有效提升临床检验的标本质量。

本方向拟支持面上项目 1项，资助强度为 20万元/项，实

施周期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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