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青年科技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活体拉曼成像探针的创制及诊疗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上海市医学会

项目简介

本项目聚焦于活体拉曼成像探针的创制及在肿瘤精准诊疗中的应用，解决了拉曼成像在活体应用

中的关键瓶颈问题。技术内容包括：

1.提出“堆叠增强”拉曼散射的新机理，实现小分子探针不依赖外源基底的高灵敏拉曼成像。这一

创新突破了传统技术对外源基底材料的依赖，解决了拉曼探针用于活体成像时的灵敏度问题及安

全性问题。

2. 发明“病理特征响应”模块化递送的新方法，通过炎性响应交联和DNA模块化组装，显著提升

拉曼探针对靶组织、靶细胞和靶蛋白的特异性。该方法克服了活体复杂环境中的病生理屏障，实

现拉曼探针在肿瘤深层的高效递送和特异性识别。

3. 拓展拉曼探针在活体可视化中的应用，开发了术中微小病灶的原位可视化、治疗剂量分布的

动态可视化、诊断分子靶标的人体可视化等技术。这些技术显著提升了手术切除的精准性和药物

治疗的效果，为个性化诊疗提供了新工具。

在授权专利方面，项目执行期间，已授权专利 5 件（含 PCT 1 件）。这些专利涵盖了新机理

下的探针设计、独特的递送方法以及诊疗应用技术等核心内容，为项目成果的保护和转化提供了

坚实保障。

团队成员入选国家万人科技领军1人次、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2人次、国家博新计划1人次、

上海市学科/学术带头人3人次、上海市高层次人才2人次、上海市扬帆计划1人次。

技术经济指标表方面，新机理下的小分子探针信号强度比同粒径下传统理论探针高3个数量级；

探针在人血清中的稳定性从 3 小时提升到超 48 小时；在治疗效果上，拉曼影像指导光热治疗

组相较于传统手术组和仅光热治疗组，术后复发转移得到完全抑制，显著延长生存期；基于拉曼

影像的治疗剂量监控策略使疗效提升约 10 倍。

在应用推广及效益方面，已合作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人体临床研究（IIT),推进探针用于分子靶标

人体可视化的临床实践；同时，相关技术在术中导航及治疗剂量可视化等方面也进入应用探索阶

段。在效益上，学术成果广泛传播，被国内外众多课题组引用和采纳；提升了项目的影响力和认

可度。此外，成果的应用有望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推动肿瘤诊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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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肖泽宇 1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申请人围绕活体拉曼影像探针的创制及诊疗应用。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30余篇，包括 Nat 

Biotechnol、Chem、J Am Chem Soc、Anal Chem、Adv Sci (封面)、Nat Commun、Research、ACS 

Nano、Nano Lett、Biomaterials 等。代表性工作同期被Nat Biotechnol进行亮点介绍和评述；申请国际及国

家发明专利 11件，授权专利 5件（含 PCT 1 件），1件成果在人体临床研究中展示安全及有效性。申请人主

持 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重点专项课题，主持 6项国自然。学术贡献对应创新点 1、2、3全部论

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陆伟 2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教授

智能化递药教

育部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申请人致力于可视化药物递送研究，以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共 35篇，包括 Nat. Biotechnol.、Nat. 

Commun. (3)、Adv. Funct. Mater. (3)、ACS Nano (6)、Biomaterials (2)、Acta Pharm. Sin. B (4)、Nano Lett. (2)

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 1项，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1项等。入选由斯坦福大学公布的

2022世界前 2%科学家、全球学者库“全球顶尖前 10 万科学家”。学术贡献对应本项目的创新点 2, 3 中的探

针精准递送及诊疗应用，对应附件 1.4；1.5；1.6中对应的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崔凯 3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申请人长期从事拉曼探针的设计及机理研究。在项目执行期间，申请人以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在纳米医学和

影像医学等领域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 14篇，其中包括：Nano. Lett. 1篇、Small 1篇、Anal.Chem.2篇、ACS 

Nano 1篇、Talanta 1篇等。申请国际国内发明专利 6项，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4项。入选南京“321”领军型科

技创业人才。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主持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金项

目 3项。具有医学影像、光学和有机化学的多学科研究能力。学术贡献对应本项目的创新点 1中的拉曼信号

增强机理，对应附件 1.2；1.7；1.9中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仇媛媛 4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申请人致力于基于光学影像的诊疗纳米药物设计与应用研究，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13篇论文。其中，以

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共 5篇，包括 ACS Nano 1篇、Nano Lett. 1篇、J. Am. Chem. Soc.1

篇、Acta Pharm.Sin.B 1篇、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1篇。入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后激励计划,主持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1项，上海交通大学“交大之星”计划医工交叉研究基金项目 1项。学术贡

献对应本项目的创新点 3中的拓展拉曼探针的应用，对应附件 1.1；1.3 中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帅 5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致力于用于肿瘤精准诊疗的光学分子影像探针的设计与应用研究，在项目执行期间，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5篇论文。其中，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共 3篇，包括 Nat. Commun. 1篇、Adv. Funct. 

Mater. 1篇、Nanotechnology 1篇。学术贡献对应本项目的创新点 1中的解析分子构象调控与荧光发射波长、

光热转化或光动力等光物理性质之间的关系，对应附件 1.5；1.6 中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娇娇 6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申请人致力于基于光学诊疗纳米药物设计与应用研究，在项目执行期间，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10篇论文，

授权发明专利 1项。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共 3篇，包括 Nat. Commun. 1篇、Adv. Funct. 

Mater. 1篇、ACS Nano 1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82102927）。学术贡献对应本项目的创新点

3中的拉曼探针的可视化应用，对应附件 1.4中论文。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本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凭借多方面资源优势，在活体拉曼影像探针创制及诊疗应用领域持

续发力，为项目推进与成果落地做出关键贡献。



在硬件设施上，上海交大提供了专业的拉曼显微镜等仪器平台，该平台设备先进，功能完备，能够精确采集

活体拉曼影像数据，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科研创新环节，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从源头创新出发，承担了探针设计与合成工作。通过深入研究材料特性，

设计并合成出一系列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活体拉曼影像探针，为活体成像和诊疗应用提供了关键工具。在

材料研发方面，对多种新型材料展开研究，筛选出性能卓越的材料用于探针和诊疗设备，大幅提升项目技术

水平。

此外，上海交大整合丰富的临床资源，搭建起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桥梁。依托附属医疗机构，开展活体应

用研究，让项目成果在实际场景中得到初步验证和优化。团队积极推动临床转化，医疗器械企业紧密合作，

加速将研究成果推向市场。

最后，上海交大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众多优秀学生参与到项目的各个环节，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凭借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创新精神，为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全方位推动项目在技术突破、诊疗应用与推进临

床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

单位名称 复旦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复旦大学作为本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凭借在理论计算和递送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为基于活体拉曼影像探

针的创制及诊疗应用项目提供了多方面关键支持。

在理论计算平台支持上，复旦大学依托先进的计算设施和专业的软件资源，搭建起完备的理论计算平台。借

助该平台，研究团队对拉曼信号的产生机制和规律进行深入模拟，为项目中的实验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大幅

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效率。

递送技术合作中，复旦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其在纳米材料递送方面的前沿技术，开发出高效的药物和诊疗材料

递送系统。通过合理设计载体结构，显著提高拉曼成像探针和治疗药物的递送效率，降低在非靶组织中的分

布，提升治疗效果的同时减少毒副作用，有力推动了诊疗一体化技术的临床转化进程。

此外，复旦大学研究人员积极参与项目研讨和学术交流，与第一完成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紧密配合。在跨学科

合作中，双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攻克技术难题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加速整个项目的研究进展。

复旦大学的加入，不仅丰富了项目的研究视角，还为基于拉曼影像的诊疗一体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对项

目的全面成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