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安徽省汉族人群WD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其治疗中的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安徽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Wilson病（WD）是可治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铜代谢障碍病，铜沉积全身致多器官损害，易误诊

误治，重症或晚期常累及其生命。该病属罕见病，在我国缺乏大样本人群流行病学调查。欧美多

采用青霉胺等络合剂驱铜治疗，虽部分患者有效，但毒副作用大。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

所杨任民团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WD，疗效好，副作用小，每年收治来自全国各地患者2000余

例次，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遗传病提供了典型范例。基于此，在完成本项目的19年间，在安

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基金资助下，该所附院二病区科研团队多学科联合研究多方面挖掘，进

一步展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WD患者的疗效优势，证实了胆汁排铜障碍学说等疗效机制，其24 h

尿排铜、血浆Hcy等可作为比较客观的病情轻重与疗效评估指标。完成了目前汉族人群首个，也

是唯一一个大样本WD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其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约为1.96/10万和5.87/10

万。卫生宣教好的和土壤含铜量高的城市确诊的WD病例多，应加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WD的

卫生宣教，早期诊治。完成本项目及其应用期间，二病区科研团队获得“大数据背景下运动性构

音障碍语音库的建立及分析方法”发明专利。此研究为其规范与精准诊治、医保和保险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客观依据。完成本项目期间先后培养毕业了 30余名本专业高质量研究生，经济与社会

效益良好。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WD又称肝豆状核变性（HLD），是人染色体13q14.3的 P型铜转运ATP酶基因突变所致的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铜代谢障碍性疾病，是少数几种可治的目录为第37序号的罕见病。其表现复杂

多样，若早期发现和规范诊治，绝大多数患者能获得接近正常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重症或晚期

者预后差。对于患者肝风内动等证，使用息风定震中药治疗却使其病情加重，究其原因，发现此

类中药多为虫类或矿物质，含铜量很高。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杨任民教授团队结合现

代医学，创用清热解毒、通腑利尿的肝豆汤（片）治疗WD获得满意的疗效，该方由富锌低铜类

中草药组方，长期服用副反应很轻，药费低廉，患者依从性好。该团队采用金属络合剂联合肝豆

汤（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WD患者获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并且“中西医结合WD的基础与临床研

究”项目于2000年喜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自2001.01.01-2019.12.31的19年间，在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安徽省WD病的流行病

学研究（批准号：050430803）”等基金的资助下，该所附属医院二病区科研与医疗团队为了完

成“安徽省汉族人群WD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其治疗中的应用”的项目研究，多学科联合

进行挖掘，多方面、多角度进一步展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WD的疗效优势，证实了胆汁排铜障碍

学说等疗效机制，其24h尿排铜、血浆Hcy等可作为比较客观的病情轻重与疗效评估指标。完成

了目前汉族人群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大样本WD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其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约

为1.96/10万和5.87/10万，表明安徽省汉族人群WD的平均患病率高于美国和（或）欧洲。

研究表明安徽省卫生宣教比较好的城市和土壤中含铜量高的城市发现与确诊的WD病例多，饮用

水和土壤中的铜等各种元素的含量不同可能是WD患者存在着地域性差异的原因。因此，应加强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WD患者医疗卫生知识的宣教，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延长其寿命。此为WD患者的规范与精准诊治、国家相关部门对 WD患者的医保和保

险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



完成本项目及其应用的三年期间，二病区科研团队获得“大数据背景下运动性构音障碍语音库的

建立及分析方法”发明专利，先后培养毕业了 30余名研究生，为中西医结合诊疗神经遗传病培养

了优秀的人才和后备军，经济与社会效益良好。特别是近3年，虽然受到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冲击，

二病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仍优于本院其他同类可比病区，并且先后与多家医院神经科建立了“罕

见病、疑难病的会诊中心”

代表性论文目录

序

号
论文名称 刊名

年,卷(期)

及页码

影响

因子

全部作者（国

内作者须填写

中文姓名）

通讯作者（含

共同，国内作

者须填写中文

姓名）

检索

数据

库

他引总

次数

通讯作者

单位是否

含国外单

位

1
Wilson 病在安

徽省的地域性

中国神经精

神疾病杂志

2012,38(

07)
0.741

喻绪恩，胡文

彬，韩咏竹，

杨任民，程楠，

王训，胡纪源，

李凯

胡文彬 CSCD 8 否

2

Wilson 

Disease in 

the South 

Chinese Han 

Population

Can.J.Neu

rol Sci

2014 ;

41(3):36

3-7

3.2

程楠，王凯，

胡文彬，孙道

银，王迅，胡

纪源，杨任民，

韩咏竹

韩咏竹,汪凯

Web 

of 

scie

nce

24 否

3

肝豆片Ⅰ号对肝

豆状核变性患者

胆汁微量元素影

响的前瞻性研究

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
2001(07) 2.004

胡文彬 杨任

民
无 CSCD 136 否

4

肝豆片Ⅰ号对肝

豆状核变性患者

神经电生理的影

响

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
2002(01) 2.004

胡文彬, 杨任

民
无 CSCD 13 否

5

肝豆片对34例肝

豆状核变性患者

肝脏声像图及其

功能的影响

中医杂志 2001(02) 3.127

洪铭范，王共

强，杨任民，

韩咏竹，胡文

彬，苏增峰

无 CSCD 6 否

6

肝豆状核变性与

血浆同型半胱氨

酸的相关性研究

安徽医学
2014,35(

10)
0.866

余小玲，胡文

彬 ，吴君霞，

韩咏竹，胡纪

源，王训，李

凯，王共强，

杨任民

胡文彬 JST 8 否

7

青年女性肝豆状

核变性患者驱铜

治疗前后性激素

水平变化

疑难病杂志
2020,19(

08)
1.264

高伟明,王文

斌,胡文彬，

陈林，王佳炜，

朱玉龙，朱凌，

童广安，严彦，

吴君霞

胡文彬 CA 3 否

8

驱铜治疗对肝豆

状核变性患者局

部脑血流量的影

响

山东医药
2010,50(

04
0.971

苏增峰，胡文

彬，张颖，韩

永升，李传富，

韩咏竹，杨任

民

胡文彬 CA 12 否

9

驱铜治疗对肝豆

状核变性患者脑

组织磁共振波谱

的影响

中国神经精

神疾病杂志

2015,41(

10）
0.741

吴舒梅，胡文

彬，韩咏竹，

胡纪源，王训，

李凯，王共强，

吴君霞，苏增

锋，杨任民

胡文彬 CSCD 4 否



10

血浆D-二聚体水

平与Wilson病

相关性研究

新疆医学
2020,50(

02)
0.183

朱凌，胡文彬，

王佳炜，汪世

靖，吴君霞

胡文彬 JST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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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0 1 

1546906.5
2023-12-15

大数据背景下运动性

构音障碍语音库的建

立及分析方法

马春;杜炜;金力;

阚峻岭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文彬 1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胡文彬在完成本项目期间，发现汉族人群 WD患者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约为 1.96/10 万和 5.87/10 万。主持完

成了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安徽省 WD流行病学研究。发表了多篇WD流行病学、中西医结合诊治 WD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论文。长期工作在WD基础与临床研究一线。证实了肝豆片 1号的疗效、WD患者的胆汁

排铜障碍学说，肝豆片 1号通过胆汁排铜、改善患者神经电生理和保肝途径，改善临床表现。指导年轻医生

与研究人员进行WD患者头颅磁共振波谱分析、rCBF 和女性性激素的研究。发现了 WD临床疗效的客观指

标，包括血浆HCY、D-二聚体等。(参见附件 1-1至 1-10，5-1，5-2，7-1，7-1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韩泳竹 2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教授,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韩泳竹（发表文章中的姓名为韩咏竹）教授在完成本项目期间，在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与人力的安排、相关

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参与了肝豆汤组方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WD流

行病学研究、肝豆汤（片）和（或）中西医结合诊治 WD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论文。对本项目中列出的科技创

新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通讯作者发表WD流行病学研究的 SCI论著，前瞻性调查中国南方汉族人口中WD

的发病率和流行率，提供有关WD的基本流行病学数据，中国汉族人口的WD平均流行率高于美国或欧洲。

研究通过对肝脏声像图等客观指标的观察证实WD经过治疗肝硬化程度可以改善。（参见其他附件 1-1至 1-

2，1-6至 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喻绪恩 3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主任医师,主任医

师
副所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喻绪恩主任医师在完成本项目期间，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对本研究项目的重要科学发现进行了系统

的归纳与总结。其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为“安徽省肝豆状核变性流行病学研究”。长期工作在WD患者临床

诊疗第一线。在本项目科技创新中，在安徽省 WD的流行病学研究、展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 WD的优势等方

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调查发现安徽省各个地区住院诊治的 WD患者的地区差异及地理环境因素对WD发

病的影响，发现医务人员的卫生宣教比较好的城市和土壤中含铜量高的城市 WD病例多。饮用水和土壤中的

各种元素的含量不同可能是 WD存在地域性原因，明确了WD的流行病学特征。（参见其他附件 1-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纪源 4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教授,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在完成本项目期间，参与了安徽省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以及肝豆汤组方的研究；在本项目相关研究机构之间



贡献 的横向联系和学术、技术的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参见附件 1-2，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程楠 5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教授,教授
基础教研室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工作在指导研究生对WD进行实验研究的第一线。在本项目科技创新中，在 WD的流行病学和基因研究，

以及进行了肝豆汤（片）疗效机制的系列研究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以第一作者发表WD流行病学研究

的 SCI论著，前瞻性调查中国汉族人口中WD的发病率和流行率，提供有关WD的基本流行病学数据，中国

汉族人口的WD平均流行率高于美国或欧洲。（参见其他附件 1-1至 1-2，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君霞 6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主任技师,主任技

师
检验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吴君霞主任检验技师在完成本项目“安徽省汉族人群 Wilson 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其治疗中的应

用”期间，长期工作在WD患者临床与基础检验工作的第一线。在流调及中西医结合诊疗 WD患者的微量元

素等检测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研究 24h 尿排铜增高的WD患者多数存在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研究

不同类型 WD 患者血浆 D-二聚体水平不同，且肝脑损伤程度越重、血浆 D-二聚体水平往往越高。研究发

现不同类型的 WD 患者之间的氢质子磁共振波谱表现存在差异，长期、正规的驱铜治疗能显著改善。（参

见其他附件 1-6至 1-7，1-9至 1-10，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道银 7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主管技师,主管技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孙道银主管影像技师在完成本项目“安徽省汉族人群 Wilson 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其治疗中的应

用”期间，接受WD和流行病学专业知识培训后，在安徽省境内的含山县、金寨县和利辛县进行WD流行病

学调查的具体工作，他去学校、到农村、访工厂、查社区，谒机关，不辞辛苦，按时完成了 15万人汉族人

群的流调任务。在本项目科技创新中，在安徽省肝豆状核变性（WD）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做出了实质性的贡

献。（参见其他附件 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严彦 8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严彦副主任医师在完成本项目“安徽省汉族人群 Wilson 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其治疗中的应用”

期间，长期工作在二病区 WD患者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的第一线，发表多篇中西医结合诊治 WD患者的研究

论文，为WD流调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研究青年女性WD患者驱铜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的变

化，铜在组织内的大量沉积，包括下丘脑、垂体、影响了女性 WD 患者的性激素分泌、释放、排泄等，检

查可见多种性激素分泌异常，经长期、有效驱铜治疗，随着组织内铜的减少和组织逐渐修复，性激素水平可

得以改善。（参见其他附件 1-7，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伟明 9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高伟明副主任医师在完成本项目“安徽省汉族人群 Wilson 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其治疗中的应

用”期间，长期工作在二病区 WD患者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的第一线，发表多篇中西医结合诊治 WD患者的



研究论文，为WD流调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研究青年女性WD患者驱铜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

的变化，青年女性 WD患者有多项性激素水平异常，长期、有效的驱铜治疗，能够使其显著改善。（参见

其他附件 1-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春 10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副教授,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马春副教授为本项目“安徽省汉族人群 WD流行病学调查及中西医结合在

其治疗中的应用”中名称为“大数据背景下运动性构音障碍语音库的建立及分析方法”授权发明专利的首位完

成人，并且参加了本项目科研资料的查询和研究检测数字的统计学处理工作，构建了WD患者构音障碍的语

音库。（参见其他附件 2-1）。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安徽中医药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Wilson 病（WD）是可治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铜代谢障碍病，铜沉积全身致多器官损害，易误诊误治，重症

或晚期常累及其生命。该病属罕见病，在我国缺乏大样本人群流行病学调查。欧美多采用青霉胺等络合剂驱

铜治疗，虽部分患者有效，但毒副作用大。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杨任民团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WD，疗效好，副作用小，每年收治来自全国各地患者 2000 余例次，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遗传病提供了典

型范例。基于此，在完成本项目的 23年间，在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基金资助下，该所附院二病区科

研团队多学科联合研究多方面挖掘，进一步展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 WD患者的疗效优势，证实了胆汁排铜障

碍学说等疗效机制，其 24h 尿排铜、血浆 Hcy 等可作为比较客观的病情轻重与疗效评估指标。完成了汉族人

群首个大样本 WD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其发病率和患病率分别约为 1.96/10 万和 5.87/1 0 万。住院的WD男

性是女性的 1.95倍，多为儿童、青少年，多为学生。回族与汉族患者的基本情况与临床表现无差异。卫生宣

教好的和土壤含铜量高的城市确诊的 WD病例多，应加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 WD的卫生宣教，早期诊治。

此研究为其规范与精准诊治、医保和保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客观依据。完成本项目期间先后培养毕业了 30

余名本专业高质量研究生，经济与社会效益良好。该项目符合中华医学会非基础类医学科学技术奖申报条件，

并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