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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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外不良环境导致发育源性疾病的风险评估和干预体系建立和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上海市医学会

项目简介

   发育源性疾病是指因在配子发生、胚胎发育过程中，受到不良因素暴露而造成出生子代的不

良健康状态，常见的发育源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病等重大慢病，会严重影响人口质量，增

加社会负担。引起发育源性疾病的诱因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体外不良环境暴露，以及体内不良健

康状态。然而，当前发育源性疾病防控仍面临重大挑战，具体包括：（1）缺乏针对配子发生、

胚胎发育及胎儿生长阶段的多维度环境暴露监测体系，难以精准评估体内外暴露水平，缺乏早期

预警；（2）针对早期不良暴露引发的代际健康效应，尚缺切实有效的临床干预路径。因此，该

项目依托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等平台，在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下，

在“暴露识别-机制阐明-临床防控”层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

【创新点一】基于队列研究，阐明大气污染物、饮用水污染物对母儿健康的危害，明确关键暴露

窗口及阈值浓度。本项目通过国内十万级规模人群队列，率先揭示空气污染物对妊娠期肝内胆汁

淤积症、胎膜早破、早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解析了以 PM2.5为主要污染物的

关键暴露窗口及阈值浓度，并通过洲际队列，在非洲人群中证实项目的研究结果；通过环境毒理

学手段在母-子队列中首次报道了早孕期饮用水中氯化物暴露，呈线性剂量反应损伤新生儿神经

行为发育。

【创新点二】基于队列研究与动物实验，揭示围孕期不良营养状态、体内异常环境对发育源性疾

病的影响及机制。本项目基于队列研究原创性的揭示了围孕期不良体内环境对出生体重异常的影

响，并解析了包括血压水平、甘油三酯、甲状腺素、雌激素等引起不良母儿结局的阈值；并以高

脂暴露为代表，阐明了体内环境因素通过配子/胚胎/胎儿表观遗传修饰影响子代健康的具体分子

通路，确立关键调控节点作为潜在的干预靶点。

【创新点三】针对关键时期研发不良环境暴露预警及监测体系，并对发育源性代谢性疾病的高危

人群建立预测模型及防控体系。针对配子、胚胎的不良环境暴露，搭建整合式空气污染物与生殖

健康风险预防体系；通过百万级人群队列证实在孕前充分补充叶酸能降低因空气污染引起的不良

母儿结局；开发妊娠期糖尿病机器学习预测模型，并针对高危人群进行基于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

达到降低胚胎/胎儿期高糖环境暴露。

   项目成果在 J Hazard Mater（5年 IF:11.9）、Environ Int（5年 IF: 

11.1）、Environ Health Perspect（5年 IF: 10.3）、Hypertension（5年 IF: 

8.4）等领域权威期刊发表论文42篇，授权发明专利 1项，获批软件著作权 2部，出版《发育源

性疾病》等著作6部。研究成果被他引1064次，列入 2部美国心脏学会临床实践指南，并被

UpToDate高度推荐，受邀国际大会报告 11次。针对发育源性代谢性疾病的配子/胚胎期监测、

风险预测模型、妊娠早期综合干预措施等成果已在 52家医院推广应用，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正面

评价。本研究成果对于预测围孕期体内外不良环境暴露对发育源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实现防治关

口前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重大慢性疾病的社会负担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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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琰婷 1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
教授,主任医师 院长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完成人经过近 10年的研究与攻关，目前依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建立了一支主要致力于生命早期

暴露诱发发育源性疾病的“机制研究”和“临床防控”研究的专业团队。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该项目的实施，

把握总体研究方向与思路，在项目组中起核心作用。在上海地区建设了近 18万人的妊娠队列，完成“围孕期

空气污染暴露对不良母儿结局影响”相关工作；揭示了高脂诱发发育源性疾病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依托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建设母子健康队列，开展发育源性疾病儿童期随访研究工作；针对宫内高糖暴露，将

妊娠期糖尿病预测识别提前至早孕期的基础上，进行饮食-运动综合干预，纠正生命早期体内高糖暴露，从

源头防控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阚海东 2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与吴琰婷教授共同开展队列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主要

完成“空气污染导致不良母儿结局”的研究工作；（2）共同合作建设母子健康队列，开展不良环境暴露对发

育源性疾病影响的研究工作；（3）开展国际多国队列研究，对国内人群队列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并增加结

果外推性。（4）积极参与项目结果的推广及应用，本项目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 10篇 SCI论文。证

明材料包括代表性论文 1-2、其他附件 7-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尹太郎 3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与吴琰婷教授合作进行发育源性疾病的机制探索与临床防控技术开发，主要包括：

（1）合作完成“围孕期高脂内环境暴露对男性生殖细胞损伤介导发育源性疾病影响”的研究工作；（2）搭

建整合式空气污染物与生殖健康风险预防体系，有效评估胚胎培养和孕妇妊娠过程的污染指标；（3）参与

不良环境暴露预警及监测体系、妊娠期糖尿病预测模型、孕前期叶酸补充等临床决策的应用与推广。证明材

料：代表性论文 1-8、知识产权证明 2-1、知识产权证明 2-2、知识产权证明 2-3、其他附件 7-1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汪一心 4 华中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员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与吴琰婷教授共同开展队列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主要

完成“饮用水消毒剂副产物污染导致不良母儿结局”的研究工作；（2）共同合作建设母子健康队列，开展不

良环境暴露对发育源性疾病影响的研究工作；（3）积极参与项目结果的推广及应用，项目研究成果在国际

著名期刊发表 5篇 SCI论文。证明材料包括代表性论文 1-3、其他附件 7-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骋 5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

副研究员,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积极配合吴琰婷教授提出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主要包括：（1）参与完成“环境污

染物暴露对妊娠结局影响”研究工作；（2）协助建立母子健康队列，进行发育源性疾病儿童期随访；（3）

通过动物机制研究，揭示母体高脂暴露造成子代发育源性疾病的表观遗传机制；（4）积极参与“胚子与胚胎

代谢连续监测系统”软件系统开发。证明材料见代表性论文 1-1、代表性论文 1-7、知识产权证明 2-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钦 6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积极配合吴琰婷教授提出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主要包括：（1）主要完成“围孕期

叶酸补充对预防空气污染导致不良母儿结局”的研究工作；（2）积极协助建设母子健康队列，开展发育源性

疾病儿童期随访工作；（3）孕前期叶酸补充等临床决策的应用与推广。证明材料：代表性论文 1-5、其他附

件 7-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丽琼 7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积极配合吴琰婷教授提出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主要包括：（1）负责空气污染物

暴露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建设 ELEFANT 出生队列，首次提出空气污染持续波的概念，揭示空气

污染诱发不良母儿结局的阈值；（2）建设 ELEFANT 出生队列，并基于队列研究，建立人群风险评估标准

和有效精准预防策略；（3）参与开发“辅助生殖空气污染物暴露采集与分析系统”软件系统，并积极参与推

广及应用，项目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 3篇 SCI论文。证明材料见代表性论文 1-9、知识产权证明 2-

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晨 8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助理研究员 人才办秘书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积极配合吴琰婷教授提出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主要包括：（1）参与完成“妊娠异

常甲状腺素水平对不良母儿结局影响”研究工作；（2）基于妊娠队列开展不良体内因素暴露对母儿结局影响

的队列研究；（3）协助开展对妊娠期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饮食-运动综合干预的随机对照研究。证明材料见

代表性论文 1-10 。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丹丹 9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积极配合吴琰婷教授提出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主要包括：（1）参与完成“妊娠早

期血压水平对不良母儿结局影响”研究工作；（2）通过动物机制研究，揭示母体高脂暴露造成子代发育源性



疾病的代间传递机制；（3）积极参与项目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推广妊娠早期血压控制作为产检常规科普宣

教内容。证明材料见代表性论文 1-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玲 10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

研究员,副主任医

师
团委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积极配合吴琰婷教授提出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主要包括：（1）参与完成“妊娠早

期血压水平对不良母儿结局影响”研究工作；（2）通过动物机制研究，揭示母体异常激素暴露造成子代发育

源性疾病的代间传递机制；（3）积极参与项目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推广妊娠早期血压控制作为产检常规科

普宣教内容。证明材料见代表性论文 1-6 。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作为依托单位，全面负责组织项目的总体实施和协调。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明确了

影响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体内外不良暴露因素及具体机制，制定了临床早期筛查措施，建立了人群风险评估

方案和有效精准预防策略。有效提高了我国在发育源性疾病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本项目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家级科研项目支持下，项目组共发表论文 42篇（SCI-E收录），开发专利 1项，软

件 2项，主编/副主编相关著作 2部，参编专著 4部；多次在国际专业学术会议做专题报告和发言。与此同时，

本项目研究成果在全国 52家大中型医院推广应用，同行们对项目组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推广单位普遍

加强了对发育源性疾病潜在高危因素的预防和出生子代追踪随访，对有效减少了不良母儿结局的发生，减轻

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单位名称 复旦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复旦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认真负责，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助力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2）建设全国空气污染暴露监测体系，通过全国多城市队列揭示其对不良母儿结局影响、及关键暴露时间

窗。

（3）推动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本项目研究成果共计产出 SCI论文 10篇，并在积极在国际人群队列中验证本

项研究成果。

本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之间的争议。

单位名称 武汉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武汉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积极开展项目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2）合作搭建了整合式空气污染物与生殖健康风险预防体系；揭示高脂暴露对精源性损伤介导发育源性疾

病的发生机制。

（3）推动成果应用与普及，本项目研究成果共计产出 SCI论文 1篇，主编/参编相关著作 3部，发明软件著

作 2部，获得授权专利 1项。

本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之间的争议。

单位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积极开展项目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2）合作开展发育源性疾病的队列建设及机制研究，项目研究成果产出 SCI论文 10余篇。

（3）积极推动成果推广与普及，参编相关著作 2部。

本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之间的争议。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北京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积极开展项目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2）提出针对空气污染引起的不良母儿结局，采用孕前充分补充叶酸干预策略。

（3）积极推动成果应用与推广，本项目研究成果共计产出 SCI论文 1篇。

本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之间的争议。

单位名称 天津大学 排名 6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天津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积极开展项目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2）建设 ELEFANT 出生队列，首次提出空气污染持续波的概念，揭示空气污染诱发不良母儿结局的阈值。

（3）推动成果普及与推广，本项目研究成果共计产出 SCI论文 3篇，参与开发软件著作 1项。

本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之间的争议。

单位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排名 7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华中科技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认真负责，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助力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2）建立华中出生队列，揭示孕期饮用水消毒剂副产物暴露的早期检测标志物，并阐明其对发育源性疾病

的影响。

（3）推动成果应用推广与普及，本项目研究成果共计产出 SCI论文 5篇。

本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和完成人之间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