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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意见 

复杂难治性糖尿病是我国上亿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残的重

要原因，直接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与预期寿命。目前仍存在早

期诊断滞后，干预策略局限，管理体系不健全等严峻问题。 

项目团队在疾病智慧管理、诊疗技术、新靶标筛选和鉴

定等方面进行了创新。针对复杂难治性糖尿病建立了“血管

外-心内-肾内-内分泌”多学科协同管理新布局；基于现有专

病队列和生物样本库，利用多组学、超声可视化等技术，创

建省内首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血糖疾病诊断平台，提出了数个

复杂难治性糖尿病早期诊断模型；在机制研究和药物筛选过

程中，发现一些老药新用途和全新治疗靶点，为药物研发提

供了新方向，拓展了治疗选择和干预策略。团队推动成果转

化 2 项，应用前景广阔。 

项目已形成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诊治关键技术和管

理体系，发表相关 SCI 论文 76 篇，最高影响因子 29，总引

率超 1000 次。获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软著权 4 项，参编指

南共识 4 部。该项目各项关键指标（如血糖达标率、随访率

等）远超国际和国内平均水平，管理体系和诊断技术已应用

到全国各级医疗机构超 50 家，包括省内的 30 余家医疗机构

以及全国排名前十的瑞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均在应

用，惠及 18 万余患者，优化了我省糖尿病并发症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 

建议提名该成果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_二_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