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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卫生健康委 2021 年度医学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一、重点支持领域及方向

（一）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与公共卫生关键技术研究

1．新发不明原因的重大传染病病原微生物精准鉴定、快速筛查、

预警、监测和疾病流行途径研究；开展基于风险监测预警的研究，

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技术。

2．新冠肺炎的发病机理、检测、诊治关键技术和免疫突破病例

特征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精准化防控和干预措施效果效益

评价等技术研究。

3．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的救治方案、中药复方等。

4．围绕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新型

诊断技术和综合治疗方案、预防与干预技术研究。

5．血吸虫病传染源控制、检测筛查、快速诊断等技术和防治药

品研究；疟疾病例追踪溯源、媒介和药物抗性监测以及输入性传染

源传播风险评估等技术研究。

6．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与生物安全保障、血液安全、

医院感染控制技术和策略研究。

7．综合分析生物、环境、心理、社会、行为等多因素对健康的

影响研究；职业病防治等关键技术及干预方案研究。

（二）重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研究

8．恶性肿瘤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基因组、蛋白质组等新技术的高效、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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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个体化诊疗研究。

9．心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神经精神疾病

和肾脏疾病等重大慢病的诊疗关键技术、规范化诊疗方案及流行病

学研究；围绕重大慢病的防、治、康相结合“立体化防治”模式研

究。

10．围绕消化系统疾病、血液和免疫系统疾病、眼耳鼻咽喉及

口腔疾病、皮肤病、妇儿疾病及老年性疾病等常见多发病的防控关

键技术、诊疗规范研究，以及医疗新技术的转化、适宜技术的推广

研究。

11．危重症综合救治技术研究。围绕脓毒症、多器官损伤综合

征等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危重疾病防控关键技术、早期预警评

估，规范化操作流程和个体化治疗方案。

12．罕见病流行病学调查、危害较严重的罕见病防控技术与规

范化诊疗方案的研究与推广。

13．建立针对重点慢性疾病的有效筛查手段，扩大筛查覆盖范

围。对于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制定标准化的干预措施，开展系统的

效果评价。

14．中医药防治重大非传染性疾病研究等。

（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研究

15．围绕儿童和青少年、妇女、老年人及残障人群等重点人群

的健康管理模式及健康风险防控策略研究。

16．针对老年健康促进策略和失能老人的智能康复技术研究；

增强老年人免疫功能和健康长寿的生物医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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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综合策略研究；生殖健康及出生缺陷

防控研究。

（四）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

18．新型药物作用靶点的发掘，开发病原微生物精准鉴定和疾

病诊断的新方法新技术研究。

19．围绕免疫、代谢、个体发育、衰老调控、脑科学以及心理

健康和环境与健康等方面的阶段性应用基础研究。

20．干细胞治疗、再生医学、基因治疗、免疫治疗等生物治疗

前沿关键技术研究及临床应用；生命组学技术、基因操作技术、医

学人工智能技术、新型检测与成像技术、疾病早期发现技术、微创/

无创治疗技术、纳米技术等前沿技术协同研究等。

（五）新型药物与健康服务技术及相关健康产品研发

21．围绕生物医药技术、新型药物、检验检测试剂、高端制剂、

新辅料研发；健康产品研发及关键技术的阶段性研究。

22．围绕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服务、协同医疗、智慧医疗、个

性化健康服务以及医学应急救援等新型健康服务技术研究；利用医

疗大数据，基于人工智能，在辅助诊断、辅助治疗、辅助决策领域

开展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研究。

（六）卫生健康管理政策研究

23．围绕健康江苏建设的政策以及健康促进策略与路径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24．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研究；以防治结合为基础

的新发重大传染病应急救治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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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卫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与协同创新机制研究；卫生健康创

新基地与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建设路径研究；医学科研伦理与科研诚

信管理研究等；卫生标准研究制定；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培养模式与

管理政策研究。

26．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与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研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运行机制及服务模式研究；护理服务与护理管理研究；药品

供应保障机制研究。

二、项目类型

（一）重点项目

本类项目在研究方向上，重点支持不明原因新发传染病病原微

生物精准鉴定和快速有效筛查的新方法新技术等卡脖子技术和公共

卫生事件风险管控研究；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危急重症抢救

等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围绕免疫、代谢、生命组学技术、

新型检测与成像技术、疾病早期发现的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

以及卫生健康管理政策研究等 4 个方面。在研究方式上，重点支持

基础与临床研究、公共卫生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医研企合作

研究和多中心临床研究等。

（二）面上项目

本类项目突出培育作用，针对我省卫生健康服务和管理的实际

问题，开展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护理、健康促进等新技

术、新医药健康产品以及卫生管理策略的关键技术和应用性研究，

要求选题内容新颖、结果导向明确、技术方案可行，推动医药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应用于临床需求和适宜技术的推广普及，培育优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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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技人才。

（三）指导性项目

本类项目主要向科研实力薄弱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和紧缺专业人

员倾斜。

三、项目资助范围

（一）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含军队和

部属医疗机构）、相关研究机构、高职院校以及医药类高等院校等

开展的项目研究。

（二）重点项目以三级医院、省属科研院所为申报主体，鼓励

联合申报；面上项目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相关研究机构、高职院

校等为申报主体，医药类本科院校和药品研发与生产企业须与医疗

卫生机构或科研单位联合申报。指导性项目以县级以下（含三级）

医疗卫生机构、医药类本科院校为申报主体。

四、研究期限与结题方式

项目研究周期为 3 年（2022.1.1—2024.12.31）。项目结题当年，

由我委组织专家统一评审验收。

五、项目负责人相关要求

（一）研究能力：

有申报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和研究积累、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

可提供不超过 2 篇正式发表（重点项目不超过 3 篇）的申报项目前

期研究工作论文。

（二）年龄要求：重点项目负责人应为年龄未满 56 周岁（196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正高职称、实际主持或从事相关项目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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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面上项目负责人应为年龄未满 50 周岁（1971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实际主持或从事相关项目研究

的在职人员，重点资助青年医学科研人员（年龄未满 45 周岁，197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护理类项目要求申报人学历为本科（含）以

上；指导性项目负责人应为年龄未满 45 周岁（1976 年 1 月 1 日以后

出生）、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在职人

员。

（三）以下情况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1、在读研究生（在

职研究生除外）；2、在研的国家科技计划类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或重大项目负责人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重点项目不受限）；3、“科教强卫工程”临床医学中心（创新平

台）、医学重点学科（实验室）、医学创新团队带头人和医学重点

人才（重点项目不受限）；4、在研的省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负责人；

5、近 3 年项目验收不合格者；6、有科研学术不端或诚信不良行为

被查实者。

所有项目负责人均不得同时牵头申报两项（含）以上项目。

六、依托单位及推荐单位相关事项

（一）项目依托单位应具有良好的研究仪器设备和足够的资金

匹配能力，以保证必要的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科研活动条件。

（二）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管理归属申

报，实行同等待遇。

（三）项目组织推荐单位应负责按要求对申请人的资质条件和

推荐项目真实情况进行审核。如出现违规现象，取消相关依托单位



—9—

下一年度申报资格并记入单位科研诚信档案。

（四）项目招标与往年保持一致，采取限额申报办法（名额分

配表见附件）。

七、其他要求

（一）遵守医学研究伦理管理及其他相关规定。涉及人体的研

究内容，应符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

查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1 号）、《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临床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国卫医发〔2014〕80 号）相关规

定，通过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并出具在国家医学研究备案登记系

统备案机构伦理委员会盖章的正式批件（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提供机

构备案证明文件）。

（二）恪守科研诚信和学术原则。贯彻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医学科研活动应符合国家卫生健

康委 2021 年印发的《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规定，项目依

托单位须出具诚信承诺书。严禁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

科学共同体惯例等学术不端行为。

（三）严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涉及生物安全的研究

内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相关规定。凡涉及病原微生物研究的申报项目，须提供相应实验室

的生物安全备案证明。

（四）涉及实验动物的应严格遵守《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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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应严格遵守《干细胞临床研究管

理办法（试行）》（国卫科教发〔2015〕46 号）的相关要求规定。

八、申报流程

（一）在线填报

项目负责人须使用本人账号登录“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研管理

平台”（https://58.213.112.246/wskj/）在线填报。在线完成申请书撰

写、相关证明文件彩色扫描件上传，由依托单位及推荐单位审核提

交，经我委形式审核通过后，下载打印含水印的正式申报书。委科

研管理平台开放时间：2021 年 6 月 18 日 9:00-8 月 6 日 17:00。

（二）材料报送

1．材料内容

（1）申报材料纸质件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简易胶

装、白色封皮），一式一份；书面申报材料应与网上填报的内容一

致，由各市各有关单位审核盖章后统一报送我委科教处；

（2）项目汇总表 1 份，须同时加盖依托单位及审核单位公章，

与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2．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2 日（以邮戳为准），逾期不

予受理。

（三）集中形式审查

收到申报材料后，我委将组织开展集中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

查的项目，将进入后续评审环节。

（四）材料报送地址与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科教处（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2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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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李艳、王舒心

联系电话：025-83620703、836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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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2021年医学科研项目名额分配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辖县

(市/涉农

区)数

2021 年名额

重点 面上 指导 合计

1
南京市

（不含南京鼓楼医院）
设区市 3 5 9 8 22

2 无锡市 设区市 4 5 9 8 22

3 徐州市 设区市 6 5 9 12 26

4 常州市 设区市 3 4 8 8 20

5 苏州市 设区市 5 4 8 10 22

6 南通市 设区市 6 4 8 12 24

7 连云港市 设区市 4 3 6 8 17

8 淮安市 设区市 5 3 6 10 19

9 盐城市 设区市 7 3 6 12 21

10
扬州市

（不含苏北人民医院）
设区市 4 2 6 8 16

11 镇江市 设区市 4 3 6 8 17

12 泰州市 设区市 4 2 6 8 16

13 宿迁市 设区市 3 2 6 8 16

14 昆山市 县级市 0 0 1 5 6

15 泰兴市 县级市 0 0 1 5 6

16 沭阳县 县级市 0 0 1 5 6

17
江苏省人民医院

(含省妇幼保健院)

科技量值全

国排名前 100
—— 6 8 0 14

18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科技量值全

国排名前 100
—— 4 7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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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辖县

(市/涉农

区)数

2021 年名额

重点 面上 指导 合计

19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科技量值全

国排名前 100
—— 4 6 0 10

20 江苏省中医院
科技量值全

国排名前 100
—— 5 6 0 11

21 南京鼓楼医院
科技量值全

国排名前 100
—— 4 6 0 10

22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科技量值全

国排名前 100
—— 4 6 0 10

23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直属 —— 4 5 2 11

24 江苏省肿瘤医院 直属 —— 4 5 2 11

25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直属 —— 3 5 2 10

26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直属 —— 3 5 2 10

27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直属 —— 1 3 2 6

28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直属 —— 2 4 1 7

29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 —— 4 4 0 8

30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中医 —— 1 2 0 3

31
省儿童医学中心

（南京市儿童医院）
市属 —— 2 4 1 7

32
省传染病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市属 —— 2 4 1 7

33
省精神卫生中心

（南京市脑科医院）
市属 —— 1 2 1 4

34 苏北人民医院 市属 —— 3 4 1 8

35 东部战区总医院 系统外 —— 3 5 0 8

36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

所
系统外 —— 1 2 0 3

37 江苏省口腔医院 系统外 —— 3 4 1 8

38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系统外 —— 3 4 1 8

39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系统外 —— 3 4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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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辖县

(市/涉农

区)数

2021 年名额

重点 面上 指导 合计

40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系统外 —— 3 4 1 8

41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系统外 —— 1 2 1 4

42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直属 —— 4 6 0 10

43 东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系统外 —— 0 2 0 2

44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研究所 —— 3 5 0 8

45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研究所 —— 3 5 0 8

46
江苏省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

心
研究所 —— 3 5 0 8

47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 直属 —— 0 2 0 2

48 江苏省连云港海滨康复医院 直属 —— 0 2 0 2

49 省卫生监督所 直属 —— 1 1 0 2

50 江苏省血液中心 直属 —— 0 2 1 3

51 江苏省卫生信息统计中心 直属 —— 0 1 0 1

52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 —— 1 3 1 5

53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 —— 1 3 1 5

54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 —— 1 3 1 5

55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 —— 1 3 1 5

56 南京医科大学 高校 —— 1 0 6 7

57 徐州医科大学 高校 —— 1 0 6 7

58 南京中医药大学 高校 —— 1 0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