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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简介 

              

一、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4项） 

  ■线粒体基因组多样性与东亚人群历史的研究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等 

    采用线粒体（mtDNA）基因组为主要遗传标记，结合其他核基因 

标记，对东亚人群及其群体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发现包括： 

（1）汉族群体存在明显地理分化；（2）丝绸之路区域民族人群母 

系遗传结构主要是欧亚人群间的基因融合的结果；（3）中国人群mt 

DNA9碱基序列缺失总体上呈现南方的、沿海的民族群体比北方的、 

内地的群体表现出较高的频率，并呈现相应的扩散路线；（4）研究 

线粒体（mtDNA）与疾病、长寿的关系时，应充分结合系统发育的知 

识从而排除特征变异位点的影响。 

  ■单核苷酸多态与肿瘤的研究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林东昕等 

    以我国常见肿瘤食管癌、肺癌、贲门癌等为对象，系统研究了代 

谢酶、DNA修复、细胞周期控制及凋亡信号分子等30多个基因的单核 

苷酸多态（SNP）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获得的主要创新性发现为 

：致癌物代谢酶基因CYP1A1、CYP2A13、CYP2E1、SULT1A1、MPO等功 

能性SNP分别是食管癌、肺癌、贲门癌等发病的重要遗传易感因素； 

这些基因遗传变异大多数与吸烟有显著基因—环境交互作用，而且与 

同一通路中其他相互作用的基因变异有基因—基因交互作用，共同增 

加发病风险。该研究为肿瘤的个体化预防和个体化诊治提供了重要依 

据和线索。 

  ■恶性肿瘤磷酸化调控的信号转导研究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王红阳等 

    在研究p28特异性肝癌表达和定位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其特 

异性抗体可作为新的指标用于肝细胞癌的病理鉴别诊断；在确定p28 

与Rb1蛋白表达相互关系及生物学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RNA干扰 

技术将p28作为肝癌基因治疗靶点的重要应用价值。上述发现对于提 

高肝癌的临床鉴别诊断效率，发展肝癌生物治疗的新策略、新药靶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 

  ■神经元N受体及其失敏态的药理毒理和病理生理学特征的系列 

研究 

  军事医科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汪海等 

    采用新的技术指标全面评价胆碱神经系统功能特征，首次发现失 

敏态N受体通过变构调节M受体，易化胆碱能突触的M样效应，否定了 

传统上认为失敏态N受体处于无功能状态的学术观点；从而更新了对 

有机磷毒物（军用神经毒剂和民用杀虫剂）中毒机理的认识，拓展了 

有机磷中毒救治药物设计的靶标谱。该研究发现了新一代有机磷中毒 

救治药物的先导结构和高活性化合物，其救治作用远远强于欧美军队 

装备的药物。 

  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4项） 



  ■近视眼手术微型角膜刀系统的关键技术及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褚仁远等 

    根据中国人的眼球大小设计制造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系列微 

型角膜刀系统，包括旋转型Epi－LASIK手术刀系统、国产LASEK手术 

刀系统，并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展新型屈光手术。由于按国人眼球设计 

，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并发症。国产微型角膜刀系统价格仅为进口的 

1/3，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中药有效成分产业化应用技术 

  浙江中医学院李大鹏等 

    借鉴精馏分离技术理论，应用到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当中，独创 

性地在萃取釜和解析釜之间增加了分离柱，利用分离柱的温度梯度变 

化，调整分离柱的温度使得所需要的有效成分在分离柱中与杂质分离 

。通过实验室和中试筛选，确定了相关技术参数的最佳值，使萃取、 

提纯一步到位，从根本上克服了原有工艺的缺陷。实现了纯度高、得 

率高、成本低，占地少、用工少、工时少、无污染，使中药薏苡仁油 

生产每年节约数万吨紧缺能源。 

  ■新头孢菌素——头孢硫脒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王文梅等 

    新头孢菌素——头孢硫脒是我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研发成功、具有 

新型结构的头孢菌素。研究者发明了头孢硫脒结晶工艺，所得成品的 

结晶是质量和稳定性最好的I型晶体。取代冻干工艺后，产品的含量 

由92％提高到97％以上，超过了药典中所载的全部头孢菌素。不良反 

应比同类产品少而轻。从1999年上市以来，产量每年以翻番的惊人速 

度增长近3年来的总产值达2.5708亿元，新增税收3126.83万元。 

  ■低能离子束细胞修饰技术和装置 

    中科院余增亮等 

    基于离子注入生物效应的发现，提出低能离子与生物体相互作用 

能量沉积、质量沉积、电荷转移引起突变的假说，逐步得到实验证实 

，并很快在农作物和微生物育种、生命化学起源、星际分子形成、环 

境低剂量暴露与健康等方面得到实际应用，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育 

成的维生素C菌株对我国Vc行业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成为国际主要Vc 

生产和供应商起了关键作用；育成的花生四烯酸菌株发酵生产的产品 

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第三生产商和供应商。 

  三、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的建立及其在肝癌转移研究中的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汤钊猷等 

    为获得可供体内与体外试验，酷似病人病理过程的人肝癌高转移 

模型，研究者建立了三项新技术：（1）“多次肺克隆体内纯化筛选 

技术”；（2）“多次体内和体外交替培养技术”；（3）“相仿遗传 

背景细胞定向逐级筛选技术”。建成遗传背景相仿，而转移靶向和转 

移潜能不同的细胞系。包括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在内的“转移性人肝 

癌模型系统”为国内外癌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平台。 

  四、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7项）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首都医大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王辰等 

    对新发传染病SARS进行了临床和基础系统研究。主要成果包括： 

最早揭示了SARS急性期抗SARS－CoV抗体产生的规律，为临床提供了 

特异诊断方法；分离鉴定3株SARS－CoV毒株，首次建立了SARS－CoV 

感染的恒河猴动物模型，为研究治疗药物、致病机理和疫苗开发等搭 

建了重要的技术平台；建立了大样本的临床资料数据库和标本库；分 

析了SARS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变化特征，提出临床分期、分型并纳入 

卫生部《SARS诊疗方案》。对2004年新发7名SARS患者，应用以上成 

果进行救治，取得全部存活的成绩。 

  ■调控肾脏细胞衰老的机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 

    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等 

    围绕能量代谢异常和外界因素刺激的叠加作用导致肾脏衰老及其 

向病态转化这一创新性学术思路，利用基因克隆、转基因，基因打靶 

及临床流行病学等方法阐明其机理，并提出临床干预肾脏衰老的措施。 

阐明“通过大鼠二羧酸转运蛋白调控热量摄入影响细胞寿限、延缓肾 



脏衰老”的新观点，被国际上认为是哺乳动物器官衰老机制的重要发 

现；建立老年人群早期、敏感的肾脏和心血管功能评价体系，阐明霉 

酚酸和内质网钙阻滞剂治疗老年肾脏缺血性损伤导致肾衰竭的新作用； 

应用RAS阻断剂及同时阻断肾脏凝血与炎症交互作用，改善老年肾脏 

的血管损害及病变。 

  ■胃癌及其癌前病变分子病理学机制与临床应用研究 

  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辛彦等 

    对胃癌及其癌前病变的生物学行为特点及分子病理学机制与临床 

应用进行了长期综合研究，阐释了胃癌不同组织病理学生长方式与侵 

袭转移特点之间的联系和生长方式形成的分子病理学基础；首次按胃 

癌细胞功能分化方向和状态不同，将胃癌分为5型，并发现不同功能 

分型的胃癌具有不同侵袭转移特点；首次提出“点状癌”（超微小胃 

癌）的概念，为早期胃癌的病理形态学研究和临床病理诊断提供了客 

观的科学依据。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中国医科院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等 

    通过对多种细胞因子、酶及基因等研究，阐明并首次提出子宫内 

膜异位症发病的“3A模式”和“在位内膜决定论”的发病分子机制； 

通过大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对各类型、多部位EM进行了系统分析 

总结，主持制定我国首部临床诊治规范，提出无创诊断模式，提高了 

诊断准确率，降低了复发率。 

  ■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 

    天津医大附属肿瘤医院郝希山等 

    通过建立历时近30年，覆盖400万天津居民的人群肿瘤发病死亡 

监测系统，获得了全部59种恶性肿瘤连续20年的520万个发病死亡数 

据及流行趋势参数，首次揭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期恶性肿瘤总体发病 

率快速升高（年均上升1.99％）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肿瘤发病率升 

高的主导因素。同期全部恶性肿瘤5年总体生存率提高了80％。首次 

提出我国常见癌谱兼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征，为制定肿 

瘤防治措施奠定了重要基础。 

  ■血管内超声和多普勒技术在冠状动脉疾病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等 

    运用血管内超声和多普勒新技术，对冠脉疾病的诊治进行了系统 

深入的研究。发现超声图像的管壁三层结构并非组织学上的内膜、中 

层和外膜，而是由超声信号在不同的声学界面反射引起，从而在治疗 

中避免了因粥样硬化斑块过度切除而造成血管穿孔的危险；首次发现 

心肌桥的特异性诊断指标“半月现象”和“指尖现象”；揭示了β受 

体阻滞剂可降低壁冠状动脉受压程度，增加远端血流储备，从而改善 

心肌缺血，而硝酸酯类则作用相反。 

  ■腹腔镜技术在泌尿外科的应用研究及推广 

    华中科技大学张旭等 

    结合泌尿系统解剖特点，建立以腹膜后入路为特色的泌尿外科腹 

腔镜手术，并优化腹膜后操作空间的建立方法，解决了腹腔镜下腹膜 

后间隙解剖标志的界定、脏器的辨认和显露等难题。在国际上首次报 

道后腹腔镜包膜下肾切除术，并在国内率先报道多项泌尿外科腹腔镜 

新术式；对后腹腔镜肾蒂周围淋巴管剥脱结扎术、后腹腔镜离断性肾 

盂成形术、后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等术式进行了重大技术改进，使 

之更安全易行。 

  ■脊髓血管畸形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首都医大宣武医院凌锋等 

    创建了一整套脊髓血管畸形的治疗方法，根据分类将栓塞和手术 

治疗有机结合，使该病的治愈好转率提高到82.9％；对脊髓血管畸形 

的发生、发展及致病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栓塞与手术相结合 

的治疗方案；对病例进行了长期随访，获得世界最大宗脊髓血管畸形 

随访资料，并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对于判定疗效、选择治疗策略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工耳蜗技术的临床应用及研究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韩德民等 

    率先开展内耳畸形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在国内首次报道各类内 

耳畸形人工耳蜗植入术82例，患者术后均获得实用听力。率先开展语 

前聋青少年人工耳蜗植入的相关研究，率先开展乳突根治术后的人工 



 

 

耳蜗植入和人工耳蜗再植入手术，使更多患者从中获益。开发首套成 

人汉语听力言语康复训练计算机视听系统，首先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 

工作，为早期实施人工耳蜗技术提供了保障。 

  ■葡萄膜炎发生及慢性化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杨培增等 

    葡萄膜炎是常见致盲眼病。该研究阐明淋巴细胞Fas/FasL表达紊 

乱所致抗凋亡能力增强是人葡萄膜炎慢性化重要机制；在国际上首次 

建立在活体眼观察眼前段细胞死亡方法，揭示炎症细胞凋亡是动物葡 

萄膜炎迅速消退的重要机制。根据炎症类型、特点、分期制订出系列 

治疗方案，提高了治疗效果，如葡萄膜炎中的重症——Vogt－小柳综 

合征的治愈率、脱盲率达94％和73％以上。 

  ■肾小球疾病免疫发病机制及治疗干预系列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余学清等 

    发现巨噬细胞（MΦ）局部增生是导致MΦ肾脏局部浸润和肾脏损 

伤的主要机制；提出MΦ局部浸润和增生是判断疾病严重程度、预后 

和疗效的重要参考指标；率先建立“改进的环磷酰胺静脉冲击疗法” 

治疗重症狼疮性肾炎（LN），与NIH方案相比，疾病缓解率提高30％， 

副作用发生率无明显差别。该方案已被列为国内治疗LN的常规方法； 

率先提出部分LN尿毒症可逆性的观点及针对肾脏炎症的治疗方案，经 

对37名患者进行15年的追踪观察，结果83.3％脱离透析。 

  ■直肠癌全直肠系膜切除微创化保肛术与肿瘤微转移的临床应用 

研究 

  四川大学周总光等 

    应用直肠整体大组织切片、组织芯片及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对直肠 

进行三维立体研究，揭示区域微转移规律，提出了直肠远端肠壁、系 

膜切除距离及病理证据；在实施2000多例开腹全直肠系膜切除（TME） 

的基础上，开展低位直肠癌腹腔镜TME保肛术306例，95％患者不需输 

血；保肛率提高55％，术后性功能、控便、排尿功能改善25％；局部 

复发率降低23％，5年无病生存率提高19％；对推动结直肠肿瘤学科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型肝炎/肝衰竭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第三军医大学王宇明等 

    通过相关基础研究，提出“两次打击”学说，证实丁型肝炎病毒 

（HDV）与乙肝病毒（HBV）的重叠感染明显加重慢性乙型肝炎肝损伤 

。提出重型肝炎/肝衰竭的分型分期诊断及预后判断新标准，主要观 

点已为国内广泛采用。采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暴发型重型肝炎疗法 

，应用抗内毒素制剂治疗重型肝炎，补充和完善了内科救治手段，提 

高了救治水平。研制成功体外混合型生物人工肝支持仪，治疗中晚期 

重型肝炎综合总有效率达到75％。 

  ■新生儿听力筛查及干预的研究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沈晓明等 

    在国内外首次对新生儿期鼓室和外耳道解剖结构和生理学特性改 

变进行研究，为制订符合国情的新生儿听力筛查方案提供了解剖学和 

生理学的依据；提出两阶段筛查方案，即产后3天初筛，未通过者产 

后42天再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筛查，从而有效降低假阳性率；在 

国内外特大城市中首先建立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早期诊断和综合干 

预技术体系。2002年至2004年在上海市共筛查新生儿225793名，永久 

性听力障碍发生率为1.46‰，绝大部分转诊患儿均在3个月内得到早 

期诊断。中度以上听力障碍患儿经过干预后，其语言与认知发育明显 

优于未经干预的患儿，达到正常儿童水平。 

  ■下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学及治疗对策研究 

    解放军总医院刘又宁等 

    经过长期监测，明确了我国下呼吸道感染的致病原构成现状和细 

菌耐药特点，有助于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成功率，也为制订适合我国 

国情的下呼吸道感染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对抗菌药物药代动 

力学/药效学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优化了给药方案；建立的高产 

AmpC酶菌快速检测法，为临床及时诊断此类耐药菌感染提供了唯一准 

确可行的方法；新的抗生素后效应（PAE）自动化测定法的建立，为 

广泛深入研究PAE提供了快速、精确、可控的关键技术。迄今已有20 

余家大中型医院通过应用该成果改善了下呼吸道感染的疗效，节约了 

医疗费用。 

 



  ■严重烧伤救治新技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第三军医大学黄跃生等 

    经过系统深入的基础研究，阐明了烧伤后肠道损伤与修复、肠源 

性内毒素血症形成的机制，提出“非抗生素调理措施”；揭示了烧伤 

早期脑水肿的形态学动态变化特点和脑水肿形成的分子机制；提出有 

效的烧伤休克延迟复苏补液公式；针对吸入伤发生机理的关键环节， 

研究提出了治疗吸入性损伤的临床新措施；研制出烧伤病人移植用基 

因转染猪皮，显著提高了覆盖创面的效果。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 

形成一套新的烧伤综合救治方案，显著提高了严重烧伤治愈率，严重 

烧伤内脏并发症发生率由15.0％降至7.6％。烧伤存活率99.1％。 

  ■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吴以岭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从时空与功能统一性探讨络脉与经脉空间结构 

及气血运行时速差异性，提出络病八大病机、创立络病辨证八要和络 

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在临床诊治方面，选择心律失常、慢性心衰、 

流感及SARS、肿瘤、重症肌无力5种难治性疾病，以络病理论指导探 

讨其中医病机及治疗，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开辟新的治疗途径，研制 

出4种国家专利新药，佐证络病理论临床价值。 

  ■方剂组分活性跟踪与配伍方法的建立与实践 

    北京中医药大学李澎涛等 

    针对中药现代化的技术需求，建立多波长多指标成分指纹图谱测 

定和评价技术，解决了方剂复杂组分的同步分析难题；创建了依极性 

分段采用不同技术的指纹图谱表征方法，解决了以水煎煮为基本提取 

方式的方剂组分关系研究的技术瓶颈；建立了以指纹图谱特征信息跟 

踪为手段的方剂组分配伍化学—效应—毒性分析方法，实现了以减毒 

保效为目的的有效组分优化配比。 

  ■中药材三维定量鉴定及生产适宜性的系统研究 

    解放军三0二医院肖小河等 

    从鉴定和栽培的角度，创建了基于计算机三维重建和模式识别的 

中药材三维定量鉴定方法，实现了鉴定数字化和可视化，显著提高了 

中药鉴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已应用于100多种中药材鉴定，被列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大重点推广项目；创建了珍稀濒危中药材野生抚 

育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保证了珍稀名贵药材的产地原生态性、 

品质优异性。已用于川贝母等珍稀中药资源发展，并成为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向全世界推广的范例。 

  ■中医瘟疫研究及其方法体系构建 

    中国中医科学院曹洪欣等 

    以新发瘟疫SARS为切入点，运用数据挖掘方法对880份专家调查 

问卷、1356例SARS病例及113例骨坏死病例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并 

证实了新发瘟疫的证候特征，以毒、火、瘀、湿、虚为主的证候要素 

及三期十证的证候分类，以肺脏病变为中心的证候动态变化规律。深 

入研究了根据新发瘟疫病机特点确立的透邪解毒法作用机理，不仅率 

先证实了该法对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等7种呼吸道病毒具有抑制作 

用，且具有保护细胞膜、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为中医理论与实践能 

够早期有效干预新发病毒性传染性疾病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前期综合征病证结合临床、基础和新药研发与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乔明琦等 

    针对国内外经前期综合征（PMS）证候不清，动物模型和治疗药 

物缺乏三大难题，开展PMS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肝气逆、肝气郁 

两证是PMS主要证候；筛选病例进行疗效和相关指标观测，提出PMS两 

证概念、诊断与疗效评价指标。创制PMS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并建立 

造模技术和评价标准。首创治疗PMS两证新药经前平颗粒和经前舒颗 

粒。 

  ■国家一类抗肝炎新药双环醇的研究 

    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张纯贞等 

    国家一类抗肝炎新药双环醇研究历时15年，主要显示了以下创新 

性：化学结构新颖，达到预期改善生物利用度提高抗肝炎疗效、副作 

用小的目标。药理作用机制新颖，多环节综合治疗，对肝损伤机制不 

同的多种动物模型均能明显降低血清转氨酶，减轻肝脏病理损伤。对 

乙肝病人有显著降低血清丙氨酸氨基移换酶（ALT）和门冬氨酸氨基 

移换酶（AST）作用，复常率约50％，部分患者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 



酸（HBV－DNA）和е抗原阴转（分别达到39％和20％），停药3月后 

疗效仍保持稳定。 

  ■逆向动态适形调强放疗系统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山东省肿瘤医院于金明等 

    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放疗的****固定、立体定向定位 

装置；在国际上首先引入GA算法直接优化子野和射束角度，实现了解 

剖/功能多图像融合；研发出具有剂量监控功能的动态电动MLC系统， 

能够校正加速器剂量率不稳造成的误差；建立胶质瘤、脑转移瘤、肺 

癌、肝癌、胰腺胆管癌等肿瘤临床放疗技术规范，提高了肿瘤的局控 

率，减少放疗损伤。该系统2005年通过美国FDA认证并被SFDA批准出 

口销售，不仅替代进口产品，并已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 

地区。 

  ■盐酸布替萘芬及其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凌沛学等 

    第三代烯丙胺类抗真菌药盐酸布替萘芬具有独特的抑制真菌和杀 

灭真菌的双重作用，属于临床急需用药。研究者在国内首家研制成功 

盐酸布替萘芬及其制剂，填补了国内空白。独创性的在合成工艺中使 

用了PEG600作为相转移催化剂，将第三步反应的收率提高到86.5％， 

高于国内外报道的收率（60％～72.5％），并将其生产周期由3小时 

缩短到1小时；首次以水溶液作为反应溶剂，利于环境保护，并节约 

了成本。 

  ■一种冠脉药物洗脱支架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 

    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常兆华等 

    历经6年的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掌握了冠状动脉药物洗 

脱支架设计及制造关键技术，包括支架微米级精密雕刻制造技术和纳 

米级表面处理技术；具有优良生物相容性和机械性能的药物载体和涂 

层材料；药物涂层精密喷涂技术。该项目的成功研发，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二个独立拥有冠脉药物洗脱支架设计及制造关键技术的国家， 

实现了产业化并形成产业链，形成年产10万套生产能力。该产品价格 

由3.8万元下降为1.4万元，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冠心病患者的治疗成本。 

  ■动物性食品中药物残留及化学污染物检测关键技术与试剂盒产 

业化 

    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等 

    通过对药物半抗原分子结构改造，采用单抗技术制备出克伦特罗 

和氯霉素等10余种药物单克隆抗体，研制出快速检测动物性食品（肉 

、蛋、奶）中氯霉素等11种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的ELISA试剂盒，其中 

磺胺类、阿维菌素类残留检测试剂盒属国内外首创；建立了动物性食 

品中氯霉素和二恶英等7种残留痕量/超痕量检测的色质联用方法及磺 

胺类等14种残留检测的液相色谱或气相色谱方法；起草21项检测方法 

标准文本，其中17项已作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发布，已应用到实际 

残留监控的工作中。相关产品已在全国近20个省市推广使用。 

  ■协和医生答疑丛书 

    协和医大出版社袁钟等 

    组织作为“全国疑难病症技术指导中心”的北京协和医院临床专 

家编写的《协和医生答疑丛书》，系统全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各种 

常见疾病的基本知识、病因、并发症、诊断、预防和治疗原则。丛书 

除介绍疾病基础知识外，将重点放在了解决“怎么办”上，采用一问 

一答的形式，以当前有关专业最新进展及多位至今仍活跃在临床一线 

的专家的多年的临床经验为依据回答问题，让协和医生的智慧和经验 

服务于更多的患者。 

·关于申报2009年度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我院2008年实习医师岗前培训圆满结束 

·我院引进美国产BSD2000相控阵肿瘤热疗机 

·我院承办山东省医学会2008年儿科分会年会 

·关于申报2008年医学科技奖的通知 

·申报2008年泰山医学院科技进步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通知 

·关于申报2008年第二季度科研鉴定的通知 

·我院举办2008年度医学英语培训班 

·2008年第二季度科研立项通知 



·我院获得“2007年度中国五十佳和谐医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称号 


