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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经费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开始时间 2022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立项必要性

核医学分子影像是核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
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是利用核技术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随着核医学的不断发展
，其在现代医学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用于新药的开发与评价，还可以用
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如肿瘤、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系统、骨骼、呼吸等。核医学功
能显像在早期肿瘤诊断、治疗及预后中的应用，在心、脑血管疾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都
显示核医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核医学分子影像依赖于先进的影像学设备，更重要的是依
赖于新型核医学分子探针（放射性药物）的研制和应用。据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统计，

2019年国内共有正电子显像设备（PET/CT 、PET/MR） 427台，较
2017年的307台增加了39.1%，单光子显像设备（SPECT、SPECT/

CT等）903台，较2017年的857台增加5.4%，医用回旋加速器120台，
较2017年的110台增加了9.1%，小动物成像设备41台，其中PET5台、P
ET/CT22台、PET/MR1台。2020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大型医用设备

配置规划，PET配置规划从原有新增377台大幅上调至551台，PET配置规划总
数达884台，核医学成像系统的配置审批权也由国家下放到省卫健委，核医学迎来了新

一轮快速发展机遇。以PET为代表的核医学成像系统得到国家重点扶持，SPECT和
PET显像技术在国内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并且应用数量和重要性在进一步提升，但是临

床用于SPECT、PET的放射性药物存在着品种更新缓慢、使用单一等问题。临床用
于SPECT的单光子放射性药物10余年来鲜有新品种获批上市，而临床用于PET的
正电子放射性药物（PET）95%以上为单一品种的18F-FDG，放射性药物的开

发现状严重制约了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发新型放射性药物并应用
于临床，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瓶颈问题。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果为放射性药物的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原医所下一步将基础研究中新发现的疾病关键分子、特异性靶点和选
择性靶向分子的理论应用到新型放射性药物的研制上，通过分子影像学这一桥梁，加快临

床转化，最终服务于患者。

实施可行性

加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保持和提升放射性药物研发平台在国内的技术领先优势。“
十三五”期间投入2500万元购置的核医学研究领域最尖端的科研仪器MicroPE

T/MR和MicroSPECT/CT将完成安装调试，解决平台专用大型科研设备超
负荷运行的硬件瓶颈；拟投资约250万元，购置流式细胞仪、脑立体定位仪、细胞电阻
仪等大型科研设备，补充和完善平台硬件设施。 紧扣研究所的公益职责定位，继续推进
科研评价体系建设，增加放射性药物特有的阶段性定性、定量评价指标，不断调整和完善
科研部全过程评价，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和人才成长环境。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紧紧抓
住培养和使用两个环节，进一步完善研究所人才队伍结构，着力造就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
、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和科研团队。在现有科研团队基础上，力争培养1个新的放射性药

物研发团队。

项目实施内容

基于单光子，正电子及多模式融合等核医学影像技术，与医学、药学、分子生物学、化学
、材料学等多学科融合，改进和发展新的体内显像技术和核素治疗技术，为肿瘤、神经系
统等疾病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价、治疗以及发病机制研究等提供更安全、更有效的新方法
、新技术和新药物，重点开展新型核医学分子探针的研发和临床转化工作。以临床的需求
为目标，通过超微量分析技术的研究，研发高通量、高灵敏度的实验室诊断、疾病筛查的
技术和产品。继续推进放射性药物研发平台建设，推进科研中心新大楼的建设进度，添置
大型专用科研设备，不断提升平台硬件条件，建成设施完善、功能齐备，与国际接轨的现
代化核医学研究中心。加快科研团队建设和骨干人才培养，努力在放射性药物、超微量分
析技术等领域培养一批能承担重大课题、开展专项工作的科研骨干，培养和造就多学科交
叉、专业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保研究所人才队伍总量增长、素质提高，人
才竞争优势明显，各项机制更加完善，重点推进领军人才培养和科研新团队的建设任务。

收入

资金总额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0

0

0

0

0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120 317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规范 规范

充分 充分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序时进度 100%

＝40% ＝100%

合规 合规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1件 ≥4件

≥0件 ≥3件

≥0个 ≥3个

≥3篇 ≥15篇

≥0% ≥50%

≥0% ≥50%

时效指标 ≤15工作日 ≤15工作日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10万元 ≥30万元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明显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支出

省级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经费

中长期目标

基于单光子，正电子及多模式融合等先进影像学技术，与医药学，分子生物学，化学，材
料学等有机组合，重点开展用于肿瘤、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诊断、发病机制及疗效评价的分
子探针的研发，发现新的分子机制和分子靶点，寻找疾病特征性的诊断和治疗评估新方法

。

年度目标
研发1-2种新型单光子分子探针并开展临床前研究；研发2-4种新型正电子分子探针
开展临床前研究，筛选1种正电子分子探针开展临床研究；研发1-2种多模式分子探针

，重点开展新型酶控自组装纳米PET 探针研究。

三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申请国家专利

国家专利授权数量

新增纵向科研项目

发表学术论文

质量指标
发明专利申请占比

SCI收录论文占比

论文发表审核时间

效益指标

新增纵向科研经费

推进研究所核药学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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