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公示内容 

一、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卫生管理奖、医学科学技术普

及奖、青年科技奖候选项目： 

1.推荐奖种：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中国人痴呆患病状况、遗传风险和临床诊治研究 

3.推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4.推荐意见：痴呆与认知障碍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给家庭

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贾建平团队一直潜心研究痴呆与认知障碍疾病 20

余年。牵头建立了中国首个大型认知与老化研究队列和中国首个大型家族性 AD

队列，用详实的数据呈现了中国痴呆、阿尔茨海默病（AD）、轻度认知障碍（MCI）

和血管性痴呆的现状，为我国痴呆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发现了 12 个国

人 AD 致病新突变，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物模型，为探索中国特色 AD

遗传机制提供临床数据和在体研究工具；发现了中国 AD 新的关键机制，拓展了

AD 早期诊断标志物，开展了 AD 中国新药临床试验以及非药物治疗研究，为 AD

患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力工具，为 AD 靶向干预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为临

床痴呆防治提供了新的手段；主持制定了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评估量表

和风险预测模型，并在全国推广应用，规范了我国痴呆临床实践，使我国痴呆

的临床水平得到提高。推荐其申报 2020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本团队长期致力于痴呆与认知障碍疾病研究，主要工作如下： 

（1） 牵头建立中国首个大型认知与老化研究队列（China Cognition and Aging 

Study, China COAST），长期随访覆盖全国的十万余老年人群，首次报道了中国

老年人的痴呆和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患病率较高（分

别为 5.14%和 20.8%）、记忆门诊和痴呆专科医师短缺、痴呆经济费用巨大（年

总花费 1 万多亿人民币）。这些结果以 4 篇论著发表在 Alzheimer’s & Dementia

（IF=14.423）上，被国际著名杂志引用，并受到 Lancet Neurology 邀稿进一步全

方面论述中国痴呆现状并提出痴呆防控方略。 

（2） 建立了中国首个大型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Chinese Familial Alzheimer’s 

Disease Network，CFAN）研究队列，开发了能预测患者罹患认知障碍的风险的“认

知障碍数据处理方法以及处理系统”软件，已获得发明专利；已发现了 50 种早老



素（PSENs）/β 淀粉样前体蛋白（APP）突变，其中 11 个新突变为国际首次报

道；还首次发现了新致病基因 ZDHHC21 能够使 APP 棕榈酰化，成为阿尔茨海

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发病新假说；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物模型

10 余种，为探索中国特色 AD 遗传研究取得了新突破。 

（3） 发现了国人 AD 新的关键机制：（1）本项目与美国专家合作首次发现 δ-

分泌酶参与 APP 剪切 Aβ 过程，打破了只有 α-、β-、γ-分泌酶发挥作用的传统观

点；（2）提出甲醛触发 Aβ 聚集是引起记忆障碍的基础，海马中蓄积的甲醛是记

忆下降的诱因，过量甲醛抑制 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导致海马去

甲肾上腺素（NE）缺乏，加重记忆下降，提示了甲醛可能成为 AD 干预的靶点；

（3）首次证实了核糖基化能促进脑内 tau 过度磷酸化，对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抑制有可能成为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有前景治疗方法。结果发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IF=11.878）等杂志上，被国际重要杂志引用，为新

型药物研制提供了潜在靶点。 

（4） 开发了 AD 外周早期诊断标志物，发现了外周血中外泌体、Aβ 寡聚体、

线粒体相关蛋白（Drp1、SNO-Drp1、Fis1）等蛋白分子可能是识别 AD 和 MCI

的潜在标志物，尿液中的甲醛可作为痴呆诊断的潜在分子标志物。自主研发了阿

尔茨海默病蛋白错误折叠循环扩增仪，已获得良好的试验结果。结果发表于多篇

国际高影响力杂志上，为 AD 患者无症状阶段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力工具。 

（5） 主持制定了《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2015，第二版），为临床

医师提供了纲领性文件；联合国际专家主持制定的国际痴呆指南，发表在

Alzheimer’s & Dementia（IF=14.423）上，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确立了中国人

群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常模，制定了非痴呆型血管性认知障碍

（VCIND）风险预测模型，为痴呆筛查提供了重要参考值，已在全国推广应用，

提高了我国痴呆的临床水平。 

（6） 开展了中国新药临床试验以及非药物治疗研究：（1）验证了中国自主研

发新药丁苯酞和中药复合物塞络通胶囊对血管性痴呆前期和痴呆期有确切疗效，

成果发表在 Alzheimers & Dementia（IF=14.423）等杂志上，被评价为“为延缓血

管性认知障碍进展和改善认知障碍带来了希望”。（2）原创发明 630 纳米高能红

光仪能有效治疗 AD，获得 4 项专利，已在医院、家庭的痴呆患者中进行治疗及

康复的使用推广。为 AD 患者的干预和治疗提供新的手段。 



（7） 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1 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0357365.4 2018.3.30 
认知障碍数据处理

方法以及处理系统 

贾建平,武

力勇,贾向

飞,赵丽娜,

李芳玉 

1-2 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0354267.5 2018.10.19 一种红光治疗装置 童志前 

1-3 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20438951.7 2015.12.23 一种红光头盔 童志前 

1-4 
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520438526.8 2015.12.16 一种红光健肝带 童志前 

1-5 
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822101152.7 2019.12.31 

一种可穿戴光电一

体化脑康复仪 
童志前 

1-6 发明专利 中国 ZL200810223978.9 2010.6.9 

内源性甲醛用于制

备老年痴呆症的诊

断剂的应用 

赫荣乔，张

金玲，童志

前，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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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

的贡献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贾建平 1 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负责人 

赫荣乔 2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项目骨干 

贾龙飞 3 副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童志前 4 副研究员  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项目骨干 

魏翠柏 5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唐毅 6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周爱红 7 副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王芬 8 副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左秀美 9 副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楚长彪 10 副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王琪 11 主管技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李芳玉 12 技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李妍 13 技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李欣悦 14 技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王诗媛 15 技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项目骨干 

 

9.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单位名称 排名 对本项目的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 提供资金、设备、平台等支持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 提供资金、设备、平台等支持 

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3 提供资金、设备、平台等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